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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味道 紫 砂 壶 被 冠 以 “ 文

人”的名号，可见其中深

厚的文化内涵。文人紫砂

壶不仅仅是由于文人的参

与设计和陶刻装饰，更重

要的是表达其“淡泊以明

志，宁静以致远”的文化

特征，呈现出超然物外的

意境和情趣，是一种心灵

上的抚慰和寄托，也是一

种情感与文化的体现，以

情融壶，妙在其中。

说 到 文 人 壶 ， 我 们 最

为熟悉的就是“曼生十八

式”的设计者陈曼生。这

位江苏溧阳县令也是清代

著 名 的 “ 西 泠 八 家 ” 之

一，善于书画、篆刻，潜

心紫砂，设计了诸多经典

的壶型，同时上面的铭文

也 是 非 常 的 具 有 文 人 气

息，他把异地为官的孤独

和仕途的苦闷都寄托在紫

砂壶中，直到今天，曼生

壶依然为广大的壶友所喜

爱，成为传世经典。还有

一位人物，就是清代书画

家、陶艺家瞿子冶，他首创了子冶石瓢，是继陈曼生

之后，又一位将紫砂壶与书画紧密结合的文人，堪称

“书绝、画绝、壶绝”，子冶石瓢目前也是最受文人雅

士欢迎的器型，历久不衰，延续至今。清晚期的梅调

鼎可谓是继陈曼生之后文人紫砂壶第一人，他在紫砂

壶铭文与壶铭书法两方面所达到的审美文化高度，至

今还没有人能同时逾越，极大的丰富了紫砂文化的内

涵，滋润了世世代代的紫砂艺人和广大的壶友。

紫砂文人壶究竟滥觞于何时，可以追溯到明代紫

砂巨匠时大彬，在明朝经济文化等等因素的积淀之

下，江南文化影响至深，从苏州园林、苏作家具中可

以看到，文人崇尚精致随性的生活，于是文人紫砂壶

应运而生。总有人说：“梅调鼎之后再无真正意义上

的文人壶”，尽管有些绝对，但是如今的紫砂刻绘内

容之中，已经鲜有如同过去的那种心境和味道。“禅

茶一味”、“春华秋实”、“舍得”等等题材的铭文用之

太多太滥，失去了文人壶的本来意味。文人壶的铭

刻，必须贴合“切形、切茗、切情”这三点之中的其

一，若仅仅是为了刻字刻画而为，随便刻一副山水、

一首唐诗，便如同标签装饰一般，没有文人壶的味

道，徒增一些俗气。

千年紫砂，绵延至今，雅俗共赏，文化先行。

文人壶陶刻装饰兼收并蓄，诗书画印融于一身，但

是其中的气韵却是通过合适贴切的组合呈现出来的

独特气质。如同陈曼生在井栏壶上面的铭文“汲井

匪探，挈瓶匪小，式饮庶几，永以为好”和梅调鼎

在 柱 础 壶 铭 文 “ 久

睛何日雨，问我我不

语 ，请 君 一 杯 茶 ，柱

础 看 君 家 ”等 等 ，都

是 恰 到 好 处 的 表 明

了 壶 型 的 渊 源 和 其

中 的 内 涵 ， 可 谓 是

情 景 交 融 ， 理 趣 皆

备 ， 观 之 令 人 会 心

一 笑 ， 紫 砂 之 趣 莫

过于此。

洞 阳 观 的 碑 廊 里 有

九通古碑，从右往左看，

第一通最为高大，立于清

代 乾 隆 十 四 年（ 公 元

1749 年 ），离 现 在 271
年 。 这 通 碑 上 有 高 达 1
米、端庄厚重碑额，碑身

下有厚达 0.4 米的驮碑

。此碑的巨大程度，是

洞阳观其它古碑望尘莫

及的。

这 通 乾 隆 古 碑 总 高

3.2 米，碑额为浑厚凝重

的 浮 雕 ，周 围 是 灵 动 威

风、张牙舞爪的“二龙戏

珠”，碑首镌刻“重修洞阳

观”五字。

碑 下 的 庞 大 墩

实，可惜全身被混凝土浇

埋。

碑体高 1.8 米，宽 0.9
米，厚 0.22米。碑文为工

整的楷书，每个字高宽均

为 2.5厘米。碑面整体雍

容大度，显示出天朝盛世

豪迈威严的风格。

立碑之际，清廷定鼎

中原一百零五年，玄烨大

帝奠基，胤 承前启后，

弘历稳坐江山，大清疆土

辽阔万里。

此时的华夏大地，海

宴河清，物阜民康，正是

史 书 公 认 的“ 康 乾 盛

世”。而九凤山中呢，“明

末兵燹之后，楼殿塌毁，

徒存基址。神像摧崩，一

切渺然。百十年来，无有

人兴衰起废者。”

乾 隆 元 年（ 公 元

1736 年），附近村众请来

道人管贞静入住。管道

士 于 乾 隆 十 二 年（1747
年）开始募化重修洞阳观

万圣楼，至乾隆十四年完

工。

这 次 重 修 洞 阳 观 和

万圣楼的规模超越历代，

供奉神像的造型和殿堂

建筑的工艺都远非往昔

可比。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登

基 后 ，文 治 武 功 达 到 鼎

盛，国家财源滚滚，社会

经 济 繁 荣 ，民 间 生 活 充

裕。此时的永宁州，城乡

百 姓 安 居 乐 业 ，农 商 兴

旺，民众企盼四海祥和，

五谷丰登，子孙永享太平

之福。

食饱衣暖、家和财旺

之时，于是各地兴建佛寺

和道观成风，官民纷纷布

施捐资，建寺修观，高塑

神像，焚香膜拜。洞阳观

于此时大规模重修，超大

石碑现世。

乾 隆 巨 碑 所 记 载 的

施主中，最高的是官居五

品的永宁州知州李廷 ，

其次是侯铨知县、汾阳举

人 孔 玫 ，再 次 有 训 导 3
位，监生 6 位，贡生 3 位，

生员 15 位，信士数十名，

真 是 阵 容 井 然 ，人 才 济

济，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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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秋风瑟瑟，思念悠悠。

我的大哥辞世已经两年了。两年前，七十

年的手足亲情顿失，我痛惜人生路上，失去引擎

和榜样，常感惆怅与失落。大哥二周年祭日临

近，不由得于深切怀念中追溯往事。

大哥是家庭的长子，是父母改变命运的希望，

是大家庭振兴的顶梁柱，更是我的福祉。我年小

大哥 22岁，自幼以来被大哥关爱。即使在有了自

己的小家庭，当上妈妈，做了奶奶，那份厚爱都未

曾褪色。我在大哥身边读小学和初中，记忆深处

最难忘的，便是那段温暖而厚重的岁月……

读小学

大哥一直在外工作，在我幼年里没有和大

哥直接相处的记忆。那时常常觉得大哥好像就

是那块心爱的“方格子围巾”和那条美丽的“连

衣裙”(都是大哥给买的)。
1959年初春，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跟随父母

去了榆次市，和大哥一家共同生活了四年，大哥

的形象在我心中慢慢地丰满起来。

在大哥的安排下，我转学到榆次市寿安里

小学，我这个“山丫头”从进校入班的第一天起

就难适应，时常哭鼻子，不合群……大哥只好每

天护送我上学，直到我适应了新的学习生活。

榆次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当年的生活虽然

很困难，但有大哥在，一家人和和美美。我在大

哥身边读书，有感染、有熏陶、有磨炼，也有成

长！我由“娇生女”变成了“铁姑娘”。最难忘跟

随大哥去市东北郊猫儿嶺地段的野外抬粉渣。

1961年深秋的一个星期天，兄妹俩日落时

分起身，大哥带铁筒和绳架，我拿扁担，走出市

区，步入郊野，要行很长的一段路，才去到粉铺，

这时天已黑尽。粉铺作坊是用席子围成的，很是

宽敞。大哥在席棚内和众师徒拉话，我却不好意

思进去，一个人捂着手立在席缝旁老瞅着棚内。

抬着粉渣回家的路上，没碰到一个行人和任何车

辆。我一路上提心吊胆，不敢左顾右盼，兄妹俩

谁也不说一句话……等把粉渣抬到家，灯依然亮

着，妈还在等我们。一瞅闹钟，己过午夜二点半。

上贺中

1962 年春夏之交，大哥调回离石县工作。

暑假里我随家人返回故乡，次年 7 月参加了离

石县统一升学考试。

一天午饭后，一大家人在院子里乘凉闲聊，

爹提起了我升学的事，说：“我的儿(指三哥怀兰)
念不起高中还休了学，女儿就不用再念了……”

听了爹的话，我心里也并没多想什么，只觉得爹

说的对，再说对于能否考上初中，我自己心里也

没有底。

过了段时间，一天晌午，三哥从大队办公室

回来，带来个好消息，说大哥从离石打回电话，

告诉我考上了贺中，还考了个离石县应届生第

一名，让三哥农历七月十六把我送到贺中上

学。随即三哥到峪口买布料，二嫂连夜给我赶

做袄和裤，三嫂把结婚时的被褥和脸盆都支援

出来……

农历七月十六日，三哥骑自行车携行李，送

我赴贺中入学报到。一路上，我思绪复杂，心怀

忐忑，有高兴，有感激，有忧虑，还有不安……

入学两月后的一个傍晚，我在回宿舍的路

上，碰见了大哥。只见他提着一件棉坎肩，告诉

我说：“我在峪口缝纫社做了件坎肩，快穿上试

试！”瞧着灰色的缎面上点缀着本色的小花，里

料还是灰绸子的，绵塌塌，厚敦敦的，我好惊

喜！没等回到宿舍，哥让穿上一试，真够长，能

掩去半个臀部！这是我第一次穿坎肩呢，宿舍

的同学也都投来羡慕的目光。这件棉坎肩，陪

伴了我读贺中的三个秋冬。

在贺中读书的第一个春天是新奇的，更是

温暖的，大哥不约而至。我的蓝花棉袄还不需

换去，大哥来校要带我去量体裁衣。说刚领下

工资，买了块豆色布搁在缝纫社，要给我做件换

季上衣，还吩咐做好后让我自己去取……

大哥生活简朴，穿着极为普通，风格朴素。

换季时装最应该让大哥穿！大哥最有资格穿！

大哥却忘记了自己，把最好的“春光”给了我。

当我参加学校“五四”运动会，穿着崭新的夹克，

列队走过主席台时，心中满是自豪。

1964年十月的一天上午，课间操刚结束，操

场上洒满了学生，不经意间在人流中瞅见了大

哥，我飞也似地迎过去，叫了声哥。只见大哥手

里提着一双刚染过的红羊毛袜子，还不时地滴

着红水滴。我抱怨说：“哥，就不嫌人家笑话

……”大哥笑着毫不在意地说：“这有啥可笑话

的？才染了，没法拿，就提着了。”随后大哥告诉

我，入冬后买了些羊毛捻了线，先赶着给我打了

双袜子……

那天晚上熄灯后，我辗转反侧，难于入睡。

想到大哥的入微体贴，想到大哥病中捻毛线织

毛袜的疲累和辛苦，眼泪润湿了枕头……

1963年春，我头上生了大片黄痂疮，又疼又

痒。大哥来学校看望我，得知后当即买回了冰

糖和白酒，带我去到机关办公室，又跑了几处才

找来一个粗瓷碗，紧接着进行炮制……待碗内

蓝色的火苗熄灭后，将那碗冰糖水晾在门外椅

子上，又拿报纸不住地扇……冰糖水放凉了，大

哥急催着让我喝，喝半碗还不行，直到全部都喝

了才放心。说来也真济事，五月初，头疮便先后

敛去。

大哥在田家会公社蹲点，好久没能见面，我

好想念！晚秋的一个星期天，忽想到要去见大

哥一面。于是约了同学，步行去田家会看望大

哥。问路来到田家会公社，却没见着大哥，人们

说他己去一个村子下乡，我非常失望！公社一

位干部问知我是薛映兰的妹妹，便留住我们，还

特意把我俩领到同院的一个粉铺。一位师傅端

来一铁瓢热粉条，搁在大案板上要我们吃，这是

我压根儿没想到的。我俩站在案板前，便一根

接一根的夹着吃起来。粗粉条，滑溜溜的，好不

爽口！

那时，粉条可算上配菜的上等料，“大烩菜

‘三条腿’，粉条，豆腐，‘恶’块块”，这是做事宴

的“口头禅”。粉条在当时不算稀罕，却不是经

常能吃到的，要吃多在过年过节或事宴上。凭

大哥饱享一顿口福，真乐不可支！

1965年春上，大哥久病初愈上班，就近在城

关公社城内大队蹲点，工作很是劳碌。9月份我

侄儿也考入贺中，姑侄俩都住了大哥的办公室，

此后这里便成了我们的“家”。

那时，大哥担心我们受饿，冬天凑取暖火

炉，晚上总要熬一小锅钱钱饭，给我们加餐。说

也奇怪，每晚下自习回来，常常是熬好的饭己搁

在火台边，却不见大哥。于是姑侄俩在高兴中

操碗弄筷舀饭，一会热乎乎香喷喷的钱钱饭就

被吃个净光。那时处于懵懂，却不知大哥为啥

不在？更不知大哥是否肚里叽咕……

大哥经常忙碌至深夜，多是参加蹲点大队

的会议，有时撰写县委的有关大型材料，不时还

写个小稿，挣点稿费添补烟钱。大哥大病初愈，

生活清苦，工作繁重，经常熬夜，一定也饥肠辘

辘，自己不沾粒米，却给成长中的亲子与小妹熬

“钱钱饭”……多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加餐“钱钱

饭”是何其珍贵

1965 年 10 月，有一天晨读刚上完，我在俯

穿单杠跑着去厕所时，不慎撞伤了头，晕倒在

地，被同学送到医院。

大哥闻讯后立即赶到医院，陪护缝合伤口

……大哥的到来使我感觉有了救星，不禁转忧

为喜，倍感安全。万万没想到这一撞，却带来头

晕恶心的麻烦，待到七天拆线问医，诊断为轻度

脑震荡，医生建议服药继续休息。这之后，我被

中断了正常在校学习，一直在大哥办公室养伤。

此时正是初三的节骨眼上，不意中断了学

业，使我非常忧虑和焦躁不安。遵医嘱卧床休

息一周后，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担心误下的功课

太多，会导致休学和留级，如此会花费更多的

钱。为了不致掉队，我每日里多是在钻研功课，

完成主科作业，做数学题，背俄语单词。这一来

又引发了三叉神经疼，晚上还常常失眠难寝。

为缓解我的烦恼，大哥会在星期天讲许多

故事，诸如爷爷以文取仕当区长，奶奶早年寡居

育二子，父亲失父披星戴月受恶苦等，以及大哥

跟随伯父读书，沟门初出坡教书，调县委宣传

部，省报当记者……大哥饶有风趣的讲述，引领

着我和侄子的成长，让我深知家事更爱家，明白

要有前途必须向大哥那样去拼搏！

一天晚上，大哥从文件柜取出一个简易笔

记本，翻开让我和侄子看……斑驳的三行字，曝

光了三宗天文数字欠债，计超五百元。随即大

哥给我们讲了负债的原因，原来债务是在榆次

时就背上的。我和侄子好半天无言面对，更难

能平息震撼，难能体谅大哥的苦衷，难能读懂大

哥！……大哥却很乐观，他笑着说：“重债不压

人，会熬出去的！”无怪乎听爹常说：“你大哥是

个大肚子，能滚过两个碾轱辘。”岁月维艰，可见

证大哥的担当！

大哥的言传身教和关爱体贴，启迪并激励

我终于力克艰难，走出困境。1966年春季开学，

补考科目全部过关。

1966年 7月，我毕业返乡，八月受荐在本村

学校代教，自此与教师结缘，43年许身教育，有

幸成为本村 20 世纪六十年代可屈指数的职业

女性，亦成为贺中“老三届”就业最早的学子之

一。

“长兄如父”。大哥育我功高，恩重如山；担

当付出，不求回报。大哥以博大的胸怀，重教兴

家，提携弟妹，即使在非常困难时期，负担再重，

压力再大，生活再拮据，也不曾放弃我读书的机

会；尽管身患肝病，背负重债，仍竭尽全力供给

我读完贺中。大哥的家国情怀，人格魅力，精神

境界更是濡泽我今生的宝贵精神财富。

《说说唱唱没个完》，是一套

艺术文集名称，同一名称的书共

有三本，称为上集、下集、续集，

是康云祥先生自编自演用过的

部分文稿，是他 60年从艺历程的

缩影记录，本来还要续两本，一

本是礼生文稿，一本是培训手

稿，因为先生意外仙逝而搁浅，

成为难以弥补的憾事，也成为艺

术事业的一大损失。

康云祥（1945 年—2017 年）

是临县安家庄乡康家岭村人，他

道情演员出身，10 岁登台演出，

丑角表演天赋神韵出神入化，少

年成名，在临县红极一时。倒仓

坏了嗓音后，转入曲艺、秧歌行

当中，与年长二十岁的樊如林成

为搭档，两人同为艺痴情同手

足，编创表演合作天衣无缝，场

场演出精彩绝妙，他们健全文艺

门类，挖掘民间精粹，创新艺术

表现，开创了临县民间文艺新境

界，将二人各自的艺术带上了新

高度，他们的名气妇孺皆知，他

们的艺术让人赞叹，樊康合作

成为吕梁艺坛传奇佳话，持续

活跃二十余年。在合作出彩的

同时，康云祥的伞头秧歌独有

高度，全县首届大赛夺取冠军；

新时期民间文化活动中，率先

步入礼生行当。特别是在文化

馆，长期担任民间文艺培训班

班主任，“康老师”广为人知，颇

受社会尊敬。

说到对康云祥的推崇，有这

样一件事，2014 年，临县县委组

织拍摄《临县人》纪录片，邀请中

央电影纪录制片厂承办，执导的

是著名导演郭岭梅，郭导是诗人

郭小川的女儿颇得父亲真传，在

临县采访整整一年，最后拍摄了

六节纪录片，有完整一节的内容

便是对康云祥的记录，把他作为

线索人物，立足他的艺术编创内

容视角，活态呈现临县人生产生

活状态。

2017 年秋天，临县县委、县

政府围绕褒奖传承康云祥艺术，

组织了一场特别的座谈会，活动

的主题是“康云祥先生从艺六十

年座谈会”，参加者以老领导、老

朋友和学生为主体，大家畅谈先

生的艺术历程、艺术成就，共论

民间艺术传承发展之路。座谈

会上，有一项重要的仪式，那就

是授予“人民艺术家”光荣称号，

这在偌大的临县还是前所未有

的举措。木质精美的牌匾，书法

艺术雕刻，与康云祥先生的艺术

经历相得益彰，最为精妙的是与

先生一生自喻的“啄木鸟”暗合，

成为先生以艺劝世治病的最好

注脚。

先生去世后，“康派艺术”在

他的学生们的传承下进一步发

扬光大。张林峰被评为“三晋英

才”，山西省“四个一批人才”，出

版了第二部文艺专著；薛二兵艺

术日臻完善，他坚持康老师立艺

立德、立德树人方向，作品朴实

厚重，直播间引起广泛的社会关

注，带货直播很是火爆。康云祥

先生长子康保生在工作之余，全

身心投入艺术传承中，倾力搜集

民间曲艺磁带、录像带，抗疫期

间自编自演三弦书引起广泛好

评，成为临县三弦书市级传承

人。看到他们人们就会自然地

联想到先生，多一份好感，多一

份赞叹，多一份期待。

生年难满百，唯艺最长久。

这正是：欢欢笑笑入了心，说说

唱唱没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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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赵国君主赵肃侯一世英

雄，终其一生，都在与秦、楚、燕、魏、齐

争 斗 不 休 ，以 一 国 之 力 ，没 有 落 了 下

风。五位诸侯一直恨的牙痒痒，但面对

赵肃侯的强势，却也无可奈何。

再强势的英雄也斗不过死神。公

元前 325年，赵肃侯死了。

五国诸侯得到赵肃侯死去的消息，

心中大为畅快，都觉得老天有眼。大伙

心照不宣，各自召集了精兵万人，不约

而同去赵国，追悼自己的这位老对手。

去参加人家的追悼会，谁见过要还

要带那么多军队的！这不明摆着要在

赵肃侯的追悼会上，大家分割赵国嘛！

大家的想法是，反正赵肃侯已死，你赵

国就都是群龙，不也无首了吗！这个时

候，不要了你的命，什么时候要！

各国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欺负当时

赵国的太子赵雍年龄小。赵雍刚满 15

岁，虽然年龄小，却也不会堕了父亲赵

肃侯的威风。接到五国带领精兵要来

参加追悼会的消息，赵雍心中的愤怒要

多过恐慌。

赵肃侯临终的时候，把赵雍托付给

自己最信任的大臣肥义。肥义协助赵

肃侯与这五国诸侯争斗了一辈子，自然

很清楚这五国的用意。他来不及为赵

肃侯的死悲痛，就面临着如何处置这样

严峻的情况。

当他找到赵雍时，赵雍也正盼着他

来。赵雍对着这位自己从小就当做父

辈的大臣，深深地行个礼，说：“我们该

如何办？”

肥义回礼，说：“大王的想法是什

么？”“绝不屈服。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好。”肥义大声赞道。“我已筹划良

久，今日前来，正要与大王合计合计。”

君臣二人同心，细细谋划一番。即

刻间，赵国的四路秘使，风驰电掣般执

行自己的使命去了。

一路奔韩，一路奔宋，与两国国君

签订协定，结为战略同盟；一路飞驰越

国，携带大量礼品，并许诺事成之后，还

有更多奇珍异宝奉上，请他出兵攻楚；

一路飞驰楼烦，也是一样的礼金，请他

攻击燕国，并窥视中山国。

越国和楼烦本来就与楚国、燕国是

敌人，又拿了赵国的厚礼，顺水人情，自

然都是同意了。

韩、宋本就与赵国是战略同盟，此

次自然是站在一起的。

同时，赵雍下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

军队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对五国的使

者，发出最严厉的警告，赵国欢迎大家来

参加悼念仪式，但是一兵一卒都不允许

进入赵国境内。否则，就是和赵国宣战，

赵国百万雄兵将歼灭一切来犯之敌。

这个时候，楚、燕都接到越国和楼

烦进犯的消息，自己国家安全要紧，也

顾不上谋取赵国，都回军国内，去解决

自己的问题。秦、魏、齐也听到赵、宋、

韩结盟的消息。两大集团比较起来，似

乎前者也占不了多大的便宜。只好按

兵不动，先派使者去参加悼念仪式，探

一探情况再说。

五国使者进入赵国，看到赵国举国

戒备，全国军民一幅决一死战的样子，立

刻明白自家原来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只

好规规矩矩地参加了悼念仪式，表达了

对赵肃侯的怀念和对赵国的慰问。

赵雍的表现非常得体漂亮，赢得了

赵国上下的赞许，尤其是得到了以肥义

为首的大臣和以赵成为首的赵氏贵族

的认可和支持。于是，在赵肃侯的葬礼

风风光光举办了之后，赵雍也进行了他

自己的登基典礼。成为赵国第六位君

主，就是后世有名的赵武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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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的首秀
□ 李牧

《游心壶》

油画《古镇印记》
王原平 作

生活

既然逃脱不了

那就干脆握手言和

既不埋怨 也不争吵

活着

努力活成别人的

样子 你是痛苦的

努力活成自已的

样子 你是幸福的

童年

并不是你活过的样子

而是你记住的样子

放弃

人这一生 只有

放弃最易

几乎不需要

花费半分力气

微型诗
□ 吕世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