
■陈殿功
我总想先花一步，抵达春天
无论怎么紧走快赶，只争朝夕
结果，花总是拦在面前
抿嘴一笑，捷足先登

喊桃花
面对一朵桃花
我惊羡地，忍不住一声“嗨”

桃花仿佛吃得一吓，打一个激灵
羞涩，涨红了满朵

音符
春雨淅沥，犹如手指划过琴弦
拨动，一个个灵动的音符
大地上
一株株草儿绿了，一朵朵花儿红了
小燕子把一声声呢喃，搭筑在檐

争春（外二首）

■特约撰稿人 乔聚坤
4 月 6 日，由河南省曲艺家协会主办的

2019“中国社旗·赊店老酒杯”河南省第二
届曲艺展演在社旗拉开序幕。来自全省各地
的曲艺精英在此献艺，笔者有幸应邀参加并
欣喜地看到，就在当日下午的第二场比赛
中，漯河的4个代表队，有三个队因抽签连在
了一起而大展漯河曲艺风采。

首先登场的是我市河南坠子新秀姜华。
她演唱的河南坠子《结穷亲》，写的是干部结
对帮扶的故事，故事生动感人。姜华扮相俊
美，嗓音甜润，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相继出
场的是贾爱岚演唱的河南坠子《盗仙草》，故
事蜿蜒曲折，情节扣人，歌颂了真挚的爱
情。贾爱岚文化底蕴深厚，善于体验人物情
感，她把白娘子的喜怒哀乐用艺术形式尽情
地展现，加上她声音高亢明亮、吐字清晰，
赢得了观众连声喝彩。第三个节目是舞阳县
文化馆选送的曲艺联唱《春风送暖》，主题是
脱贫攻坚摘掉贫困帽。演唱的5位演员，4位
是曲坛新秀，他们曲调唱腔优美，变化多
样，集河南坠子及其他曲种于一体，独唱、
合唱舒缓有致，艺术效果极好。这三个节目
的相继演出，彰显了漯河的曲艺之美。在4月
7日的最后一场大赛中，以河南坠子《十九大
精神天下传》 走红的白金山，又以河南坠子

《好民警陈晓盘》获金奖，并赢得观众的热烈
掌声。

比赛为期两天，共有24个节目参演，据
了解，这24个节目是从全省参演的100多个节

目中选出的。我市参演的4个节目中，白金山的河南坠子《好民警陈晓
盘》获金奖，其他三个节目获银奖。

在本次赛事中，最让笔者感动的，是舞阳县文化馆对群众文化的
重视，文化馆馆长苗辉、副馆长陈文玲重视群众文化，省里市里有大
的赛事就争取参加。此次参赛，他们不仅来了演员，还来了创作人
员，由于得到通知较晚，但他们还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积极创作作品、
整理曲子，从选演员排练到录制报送光盘，不足十天时间。还有演唱
河南坠子《盗仙草》的贾爱岚，她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业余还积极
参加我市的群众文化活动。去年，她参加了在三门峡举办的河南省鼓
曲唱曲大赛，她演唱的《两姐妹》拿得银奖。此次大赛，她得到消息
后积极准备节目，谁知在大赛前三天，不小心右脚脚踝错位，韧带严
重扭伤，为了不误参赛，她积极治疗，赛前忍着疼痛坐车到社旗，顺
利参加演出并获奖。

我市能取得如此佳绩，虽不易，但也实至名归。一是因为习近平
总书记近年来在文艺工作方面的系列重要讲话，带来了文艺的春天；
二是因为我市曲艺事业的发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
特别是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对曲艺工作者的关爱及出台的相关政策，
更调动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三是因为各级文化部门对群众文化的
重视，让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

笔者是一个多年从事曲艺工作的老兵，可以说见证了我市曲艺事
业的发展壮大之路。近年来，我市举办了不少曲艺赛事，也涌现了不
少好的作品，更涌现出不少曲艺新人。据笔者所知，漯河的曲艺节目
曾上过央视，在全国全省曲艺会演中屡屡获奖；曲艺之花已经在沙澧
盛开，从城市到农村，到处能看到曲艺活动的队伍，简板鼓琴、雅韵
声声，或歌颂传统文化，或歌唱新时代社会变化，唱出了曲艺人的心
声，也唱出人民群众的心声；近年来，我市曲艺队伍越来越壮大，团
队有陈秋菊坠子演出队、金木林艺术团、宏光艺术团、清和社相声艺
术团等，曲艺人才有刘秀云、张荣枝、张秀改、白金山、贾爱岚、姜
华等。同时，为了培养接班人，著名曲艺家刘耀年创办了“刘耀年工
作室”，专门培养少儿曲艺爱好者；曲艺家宋清文也办了曲艺班。

在百花齐放的春天，相信，我市的曲艺之花将会开得更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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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盈
次品不出门，残品不送人。
今年 3 月 15 日至 16 日，水韵沙澧读书会举办了

2019年的第一次外出采风游学活动“水韵沙澧读书会
走近大美钧瓷”，实地感受土与火、陶与瓷的神韵。当
在禹州市土魂钧瓷有限公司看到“次品不出门，残品
不送人”的销售宗旨时，公司艺术总监王志勇先生
说，禹州市的知名窑口为维护品牌形象，都建立了自
己的残次品销毁机制，为的就是防止小厂粗制滥造、
低价倾销的现象，维护钧瓷声誉。由此，我突然间想
到了工匠精神，我甚至看到了匠人们投掷残次品的情
景，听到了残次品碎裂的那一声脆响！

那一声脆响，让我想到了若干年前，自己要采写
卢家钧瓷的一篇稿件，听到他们提到“殇韵处、回归
处、钧魂池”这样的字眼时，我不明白。他们告诉
我，那是砸碎次品钧瓷的地方。钧瓷“窑变”很神
奇，成不成器全在火的艺术。“入窑一色，出窑万
彩”，这是人们时常用来形容钧瓷独特的釉色变化，也
正是这种“靠天吃饭”的钧瓷烧制，一窑开出的百件
钧瓷里，九成要砸掉，一成中一个也许就价值几十
万。一窑中，最好的被称为“窑魁”，稍有瑕疵的钧瓷
就要被砸掉，被丢进“钧魂池”内，以确保精品传世。

那一声脆响，也让我想到了广大文艺创作者们所
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每一篇文、每
一部作品。如果，每一个创作者都能拥有或做到这样
的工匠精神，次品不出门，残品不拿出，是不是就会
涌现出更多的文艺精品？

那一声脆响，让我们知道了，陶瓷不仅是我们文
明的符号，还是文明的载体和化身。一代又一代制陶
人，怀着无上的敬畏，去采撷自然或生活赋予的灵
感，让陶瓷帮他们展现。事实上，不是人类创作了陶
瓷，而是陶瓷承载了人类的思想，传播了人类的文
化，凝聚了人类的信念。

为让更多人了解钧瓷、了解这种匠心精神，也为
了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2019年4月13日上午，由漯
河市社科联和漯河日报社联合主办、水韵沙澧读书会
承办的中原大讲堂•沙澧讲堂，在精心策划后，特别
邀请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禹
州市土魂钧瓷有限公司艺术总监王志勇先生莅漯，以

《掀起你的盖头来——大美钧瓷解析》为题，作精彩报
告。

王志勇少年入科班，操刀十几载，酷夏汗水穿刀
背，严冬坯泥裹冰霜，练就了扎实的功底。后师从韩
美林多年，得其真传，使得自己对钧瓷创作的悟性和
技巧进一步提高，进而创作出一大批形神兼备、寓意
深厚的钧瓷文化作品，丰富了业内的产品范围和群众
的精神文化生活，并为钧瓷界赢得了关注和荣誉。他
从中国陶瓷的八大窑系，宋代五大名窑，钧瓷的简约
发展史，什么是钧瓷，陶与瓷的区别，钧瓷烧成的基
本条件，钧瓷的成型方式、施釉方式、拣选方式，钧
瓷的标准及钧瓷的收藏价值等方面进行了生动讲解。

中国陶瓷的八大窑系是指定窑系、磁州窑系、耀
州窑系、钧窑系、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和
越窑系。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系，是说明这个瓷种在发

展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社会上形成了
一定的影响，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宋代五大名窑是指官窑、哥窑、汝窑、定窑、和
钧窑。官窑瓷器与汝窑瓷器很像，但是有两个特征不
像，一个是釉的颜色，一个是做线的颜色。在这五种
瓷器上都有开片现象。开片现象的产生是因为釉的收
缩率略大于胎的收缩率。

钧瓷的得名来源于大禹的儿子启在禹州钧台宴会
天下诸侯，举行开国典礼。钧瓷始于唐朝，盛于宋
朝。特别是在宋朝，钧瓷被定为御用珍品，只准皇家
使用，不准民间收藏。钧瓷以其“入窑一色，出窑万
彩”的神奇窑变而著称。钧瓷的名贵在于它的烧制不
易，一件钧瓷从采料、粉碎到设计、注浆、修刻、对
接、定型、上釉、煅烧等，须经72道工序。烧制的难
度之大，有十窑九不成之说。自唐宋以来，历代皇室
都把钧瓷列为皇家贡品，并御封为“神钧宝瓷”“奇珍
异宝”“精妙绝品”，直到清朝才传入民间。

什么是钧瓷？钧瓷是中国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钧
窑出产的瓷器，因宋徽宗时期曾在禹州市内古钧台附
近设置官窑专门烧制御用瓷而得名。钧瓷的主要贡献
在于烧制成艳丽绝伦的红釉钧瓷，从而开创了铜红釉
之先河，改变了以前中国高温颜色釉只有黑釉和青釉
的局面，开拓了新的艺术境界。

陶与瓷的区别有哪些？一是陶和瓷的吸水率不
同，国标中，陶和瓷是按它们的吸水率来区分的，吸
水率小于0.5%的为瓷，大于10%的为陶，介于两者之间
为半瓷。二是烧成温度不同，陶器烧成温度一般都低
于瓷器，最低甚至达到800℃以下，最高可达1100℃左
右。瓷器的烧成温度则比较高，大都在 1200℃以上，
有的甚至达到1400℃左右。三是坚硬程度不同，陶器
烧成温度低，坯体并未完全烧结，敲击时声音发闷，
胎体硬度较差，有的甚至可以用钢刀划出沟痕。瓷器
的烧成温度高，胎体基本烧结，敲击时声音清脆，胎
体表面用一般钢刀很难划出沟痕。四是使用原料不
同，陶器使用一般黏土即可制坯烧成，瓷器则需要选
择特定的材料，以高岭土作坯。烧成温度在陶器所需
要的温度阶段，则可成为陶器，例如古代的白陶就是
如此烧成的。高岭土在烧制瓷器所需要的温度下，所
制的坯体则成为瓷器。但是一般制作陶器的黏土制成
的坯体，在烧到1200℃时，则不可能成为瓷器，会被
烧熔为玻璃质。五是透明度不同，陶器的坯体即使比
较薄也不具备半透明的特点。例如龙山文化的黑陶，
薄如蛋壳，却并不透明。瓷器的胎体无论薄厚，都具

有半透明的特点。六是釉料不同，陶器有不挂釉和挂
釉的两种，挂釉的陶器釉料在较低的烧成温度时即可
熔融。瓷器的釉料有两种，既可在高温下与胎体一次
烧成，也可在高温素烧胎上再挂低温釉，第二次低温
烧成。

钧瓷的成型方式有五种，手拉坯、注浆成型、机
制滚压成型、手工成型、印坯成型。电视剧里演的手
拉坯场景，看上去挺浪漫的，但是这只是为了剧情需
要，真正的手拉坯根本实现不了。

钧瓷的烧成方式有气烧钧瓷、煤烧钧瓷、柴烧钧
瓷和炭烧钧瓷等。

钧瓷的拣选方式中，最好的一种方式是排除法。
钧瓷有十三种瑕疵，分别是变形、炸裂、生烧、烧
催、风惊、炸片、棕眼、釉泡、流釉、脱釉、铁质、
落渣、崩渣。

在收藏钧瓷时，忌急功近利、起始高投入、太固
执、只听赞扬、跟风、听故事、贪图便宜、成为任
务，忌乱砍价，忌只盯着过去，忌排斥某些烧成方
式，忌盲目崇拜，忌追逐图录，忌看图交易，忌望价
止步，忌购买残次品，也不要认为所有的国礼都是好
东西，不要以为所有的传统烧制方式都是好东西，不
要以为只要是名厂名窑生产的就是好东西，不要以为
手拉坯都是好东西，不要抱着捡漏的思想买东西，不
要以为老东西都是好东西。有的人不懂，搞个殡葬用
的随葬品放在家里作收藏，还有的人搞些古代的夜
壶、痰盂什么的放在博古架上，放在家里搞收藏，虽
然有些文献价值，但是很影响人的品位，同时也影响
了家庭环境。

钧瓷釉与色基釉的区别。钧瓷釉全部是由矿石作
为主原料，以氧化铜作为主着色剂，而色基釉全部都
是用色剂调制出来的，化学原料较多，所以不建议大
家使用色基釉的东西。

乾隆皇帝曾为钧瓷作诗《赏钧红》：晕如雨后霁霞
红，出火还加微炙工。世上朱砂非所拟，西方宝石致
难同。在王志勇先生的讲述中，我们听到了一个匠人
对艺术追求的脚步声，听到了他的匠心。

也正如水韵沙澧读书会资深会员邢俊霞《画从瓷
上来》一文中所写的那样：钧瓷以窑变为美，正是泥
与火的相识，才造就了形态万千的钧瓷，而这钧瓷所
蕴含的端庄、古朴淳厚、不媚不俗的情愫，在这慢慢
的光阴里温润着、风雅着、飘逸着。

讲座虽然结束了，但那体现匠心精神的一声脆
响，仍响在每个人的心头……

从那一声脆响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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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被吓破胆的土匪被逼得退了回去，藏在
门里的吴阿来抬手就劈死一个，并刀指其他退回
的土匪骂道：“怕死鬼！谁再不往前冲就和他一
样！”

被逼无奈的土匪们又拼命冲了上去。
刘敖和陈星聚在庙外观察着正在进行的战

斗，他们看到战事正向自己预料的局面发展。
刘敖有些兴奋了：“陈大人，你在这儿看

着，老刘可是要过过瘾去了！”说着就要往前冲
去。

“大人，您看！”陈星聚却在此时拉住了他。
刘敖顺着陈星聚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冲出来

的土匪被飞蝗般的箭雨射倒了一片，伤的倒在门
口大哭小叫，没伤的又回身涌进了院内，大门又
被从里边关上了。

陈星聚这才说道：“走吧大人，这个时候该
轮到我们出场了！”说着，他和刘敖一起朝着被
层层包围的庙门走去。

天亮了，一轮朝阳高挂树梢。
庙前，陈福指挥随行的人员散开警戒，自己

则守卫在几位大人的身边。
刘敖看陈星聚在抚慰受伤的官兵，就有些不

耐烦了：“还等什么呀？一鼓作气冲进去就是
了！”

陈星聚抬头看了他一眼道：“大人，我们也
有受伤的呀，和他们硬拼？”

刘敖不耐烦地道：“打仗不就是这样？不是
他死就是我亡！弟兄们！给我往里……”

“慢！”没等刘敖发出号令，陈星聚忙拦
道：“大人，你看眼前，这么硬冲进去，土匪困
兽犹斗，还是会有伤亡啊！争取兵不血刃才是上
策呀！”

“我说你老陈，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仗
打到这个时候，土匪们已经没有了斗志，而我士
气正旺，你就在这儿看着，我老刘保证一个时辰
把这里拿下！”刘敖说着就要走。

陈星聚突然高声道：“那就再等一个时辰！”
刘敖一愣，回头问道：“为什么？”
陈星聚近前道：“一个时辰后，下官不费大

人一枪一弹就能让这帮土匪束手就擒！”
刘敖有些不敢相信：“您是诸葛亮？我倒要

看看，你是如何不费一枪一弹就能让这些土匪投
降的！”

陈星聚却岔开了话道：“大人，忙活一天一

夜了，您该让弟兄们轮班用饭了吧？”
这回刘敖是真的不明白了：“陈大人，你这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快给咱说道说道！”
陈星聚拉了他一把道：“下官老了，不抗饿

呀！陈福！”
陈福应声近前，好像是有心灵感应似的把一

个装了几个饼的篮子递了过来。
看到陈福包着的手臂，陈星聚关切地问道：

“挂红了？”
陈福点了点头：“破了点皮，没伤着筋骨，

不碍事的！”
“那就好，你这点干粮可是带着了，我和刘

大人可是都饿了啊！”
陈星聚从篮子里拿出饼来先递给刘敖一个，

然后旁若无人般大嚼起来。
刘敖也是吃得腮帮子鼓起大高大叫道：

“嗨，陈大人，饿了吃什么都香啊！”
陈福见状，急忙递过来两只盛满水的水瓢。
陈星聚接过猛喝了一口接道：“那是，当年

在家割麦的时候，从井里打出来的凉水喝着都很
甜的。”他抹了一下嘴问道：“怎么样刘大人？吃
饱了，咱该去看看那帮土匪怎么样了吧？”

刘敖打了个饱嗝道：“哈哈，我还想着你把
这帮土匪给忘了呢！正好，一个时辰到了，走
吧？”

身边的人役闻声即刻闪出一条路来。
此时的庙里，身上已经多处负伤的吴阿来神

情恍惚，横卧在神案上闭目呻吟着。
室内室外到处是横七竖八倒着的土匪。
“土狼！给老子弄口水喝呀！”吴阿来呼地

坐起喝道。
土狼闻声急忙从案下爬出道：“我的爷，困

在这儿这么久了，弟兄们一天一夜水米没打牙
了，眼下别说水了，就是尿也尿不出来呀！”

吴阿来一下子又泄了气：“奶奶的，难道老
子就这么完了？”

土狼凑近道：“大当家的，真不行了咱出去
投降吧？小的也不想做您的二当家的了，只要能
活着就行！”

吴 阿 来 大 怒 ：“ 奶 奶 的 ， 你 也 想 跑 ？
我……”他呼地跳下神案，举刀就向土狼劈下。

土狼缩身躲过，边往外跑边叫：“弟兄们，
快打开门跑啊，快跑啊……”

院里的土匪们马上乱了起来，蜂拥着朝着大
门口冲去。

吴阿来叫骂着追杀土狼。就在他再次举刀劈
向土狼的同时，大门突然被从外面撞开了，到门
口的土匪一步步退了回来。

门口，一队官兵端着枪对着土匪，一步步向
里边逼近。

“大人到！”一声高叫的同时，刘敖、陈星
聚和乐文祥从官兵散开的缝隙中走进了庙院。

吴阿来像一只落入陷阱的孤狼一样绝望了。
他看到土匪们纷纷跪倒在地，而刘敖、陈星聚却
在乐文祥和官兵的簇拥下步步逼了过来。

走到吴阿来的身边，陈星聚轻蔑地看了他一
眼，竟禁不住笑了起来：“哈哈！吴阿来，你可
是让我想得好苦哇！”

已经疲惫不堪的吴阿来挣扎着转过身来，血
红的眼瞪着眼前的众人说：“不是我那个傻弟弟
不听我的，你们是抓不住我的！告诉我，是谁想
的这一招把老子逼到绝路上的？老子临死也要看
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老子要……”

“怎么？你还要怎么着？”陈星聚上前一步
朗声道：“作恶多端，死有余辜，本官拿你，就
是要以正大清典刑！”

看到眼前的五品官员虽然穿着官服，但怎么
看都像是一个私塾先生，吴阿来有点怀疑：“这
么说你就是陈星聚？”

徐芬喝道：“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他就
是陈大人！”

吴 阿 来 一 下 子 凶 相 毕 露 ：“ 陈 星 聚 ，

我……”他用尽全力站起，举起刀就朝着陈星聚
砍去。

站在陈星聚身边的陈福早已飞身上前，手起
刀落，伴随着一声惨叫，吴阿来慢慢地倒在了众人
的面前，头上慢慢淌出的血洇红了他身下的地面。

这时，庙外的街上传来了长长的鞭炮声。
与此同时，山上茂密的灌木丛里，蓬头垢面

的丘阿朗从里边探出头来，看着山下燃放的鞭
炮，他失望地摇了摇头，从牙缝里挤出了一句怒
骂：“八嘎！”然后就悄无声息地缩了回去。

片刻，他的身影时隐时现在山林里，最终消
失在了茫茫的大山中。

陈星聚、刘敖就是这样度过了一个完全可以
让他们骄傲一生的清晨。就是这个清晨，在北台
湾横行了数年的吴阿来匪帮终于在他们的精心谋
划和严厉打击下彻底土崩瓦解，匪首吴阿来也于
这个清晨结束了他罪恶的生命。

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有丘阿朗
这个混入土匪内部的日本人成了漏网之鱼，更想
不到在他们管辖的淡水厅，也有人在焦急的关注
中度过了同样的一个不眠之夜，只不过这个关注
者此时还不为他们所知罢了。

就在穹庄庆祝胜利的鞭炮炸响的同时，淡水
教堂的那间密室里刚刚有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里
射了进来。听完刚跑回来的罗豹的汇报，背对窗
户的玛士牧师猛地转过身来，他着实有些不甘：

“就这么完了？”
“估计是被包了饺子了！”罗豹喃喃道。
“上帝呀！饶恕他们吧！”玛士慢慢转过身

子，在那道光线照射下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就这么算了？”罗豹看他陷入了沉思，

也不敢再多说些什么，只是小心翼翼问道。
玛士呼地转过身来骂道：“这群蠢猪！我这

么长时间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这就是你们中国
人，为了私仇，他们……算了，顾不上他们了。
从现在起，铜锣湾那边你要多上点心，再不能让
这样一幕重演！”

“是！”罗豹起身应道。
与此同时，淡水的山货行里却在进行着另一

场会见。
山货行账房的窗户密闭得很严，虽然是白

天，却仍是一片昏暗，山胞打扮的丘阿朗已经悄
悄潜回到这里。此刻，他已经把自己的境遇向井
先生做了报告。

井上听完，却没有责怪他：“你做得很好！
帝国的武士是不应该陪着这群土匪送死的。虽然
你还没来得及把这支土匪武装掌握在手里，但是
能脱身就好，我们的任务还需要你！”

这有点出乎小野的意外了，他收敛了一下心
神又道：“没有完成帝国交给我的任务，我愿意
接受惩罚，但是，我在那里有意外的发现！”

“啊？什么发现？”
“吴阿来曾经劫持了一家三口，因看管不严

让他们跑了。”
“不就是因为追这些人他们才被消灭的吗？

这些个土匪，活该！”
“我是说这跑了的人。”
“跑了的人怎么了？土匪抢人不是很正常

吗？”
（未完待续）

《沧海残阳》长篇小说连载（三十七）

■余 飞

王志勇先生倾情讲解。 本报记者 范子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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