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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喜欢陶瓷，是喜欢它那种浴火重生的品格。

一坨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泥土，经过匠人们的拿

捏、摔打、精雕细刻，放入几千度的窑中旺烧，就可

以把泥土塑造成精美的瓷器，实在是一件妙趣横

生的事情。

三十多年前，我刚结婚不久，在老家西大街，

一个很不起眼的门市部，淘到一套陶瓷餐具。这

套餐具，装在一个竹筐里，每一件之间，用稻草隔

开，相同的碗碟，用草绳捆在一起，满满的一筐。

除碗、盘子、碟子、汤匙外，还有一个更大的椭圆形

鱼盘和一个大汤碗。每一件餐具的底部，都印有

“中国醴陵MADEINLILIN---- CHINA”的中英文

字样红颜色的字。用手抚摸餐具时，瓷质厚实、圆

润。每件瓷具都镶有金边，并绘有祥云图案。祥

云之间，写着“万事如意”的隶书字样。说实在的，

喜欢这套餐具，一来是喜欢它瓷质的骨感，沉甸甸

的，掂摸中，仍能感到大火历炼后的凝重，是那么

的殷实、可靠；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万事如意”的

寓意。当时，我大学毕业不久，刚分配工作、结

婚。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能找到工

作，并很快娶妻成家，就很知足了。这也算一个过

日子人的本分。人，只有守着本分生活，才能过成

如意的日子。三十多年里，这套餐具，就一直跟随

着我的小家。等到女儿在西安成家，我便把这套

“万事如意”餐具，也带到了古都长安。好像这套

我珍藏了几十年的老餐具，与古长安更匹配，也更

有古意。

万般事物，喜欢就好，世上并没有什么绝对好

的东西。我喜欢那种豆绿色的瓷器，青青绿绿的。

看起来，很沉稳，一点也不浮躁。这种偏爱，要缘于

我小的时候，在奶奶家吃饭时，奶奶总是把拍好的

黄瓜，调好放在一个很小的豆绿色的小碟里。爷爷

就是夹着豆绿色碟子里的黄瓜，抿着小酒，有滋有

味。多年间，仿佛那豆绿色的碟子，就是一种味道，

常常活灵活现。有一年，在山西文博会上，走进陶

瓷展区，看到商家在卖这种豆绿色的碟子，我便放

慢脚步，驻足观赏时，把一个豆绿色的小碟子，捏在

手中抚摸、打量，的确是温润、安详。碟子大小与奶

奶家的差不多，只是展会上的碟子，圆周上有了起

伏不断的波纹边，碟子中间，烧制出了暗凸起的花

形，像牡丹，若隐若现的。瓷色，仍是豆绿色，未着

它色。细细一品，更增加了它的隽永、秀美和内

敛。这些豆绿色的小碟子，又勾起了我在奶奶家生

活的童年时代，又想起了那一碟黄瓜的味道。经一

番讨价还价后，我让摊主，把展柜上的豆绿色小碟，

都取来，点数后，便全部买了下来。从展会上买回

这些豆绿色的小碟后，洗净，码在一起。一日三餐

里，我把炸好的花生、黄瓜丝、豆腐丝、卤肉，放在这

些豆绿色的小碟中，就算是一些佐餐的小菜，围在

餐桌的转盘上。看一眼，都是那么精致、典雅，有过

日子的气象。至今，这些豆绿色的小碟子，还整齐

地码在我老家餐柜中。碟子边上那些祥云一般的

波纹，碟子中隐约的牡丹图案，透着生活里的美好，

让人难以割舍。

有意义的才值得珍藏，淘到的瓷，都是有故事

的。两年前，我们一家人，来到了陕西铜川市的陈

炉古镇。陈炉古镇，是耀州窑国内唯一遗存的“炉

火千年不绝”的烧造基地，烧制陶瓷的历史可上溯

到 1400 年前的北周时期。是著名的耀州窑青瓷

的发祥地。穿过“罐罐垒墙，瓷片铺地”的陈炉古

镇，来到了一个陶艺展示厅。那里，陈列着耀州四

宝——倒流壶、良心壶、凤鸣壶、公道杯。还有瓷

坊传承人现场讲解。这些当然都是耀州瓷中的精

品，价格也还算不贵。但我还是不为它们的实用

性所动心，倒是两个耀州瓷的生肖兔，吸引了我。

也许是我属免的原因，对兔子造型的东西，都格外

上心。取一个，放在手心中观赏，圆润的兔身，抚

之，有顺滑的感觉，体现出了兔子顺从、温和的品

格。设计者着力表现出兔子两个耳朵竖起来的特

性。刻画兔子的眼睛时，只是轻轻地点了两个很

小又若隐若现的两个圆点，兔子的善良、纯朴，便

呈现出来了。在两个耀州瓷兔，和一个属兔之人，

心灵有瞬间感应时，我买下了这两个耀州瓷兔

子。以后，想到这次耀州之行时，那些名瓷、名炉、

名窑，可能我都记不清了，但那两只耀州瓷小兔

子，会常常让我想起在陈炉古镇抚摸它们时的情

景。那一定是对善良、朴实的一种由衷的崇敬。

用陶瓷装点生活，日子就会越来越有情有

义。陶瓷制品，不仅有它的实用性，更有一种强烈

的装饰性。从古陶上的鱼纹，到瓷板画上的抽象

艺术，陶艺之美，总是那么让我心旷神怡。在平常

的日子里，我更钟情于一种“遇见”，我相信那是

缘，是一段尘缘。一次，洗完碗筷，我把一个小碟

子，单独放在了一边，并对家人说：这个碟子，以后

就不用盛菜了，另有它用。家人们听了很不解，不

知我要它做什么。之后，我找到那年在泾阳茯茶

古镇，买的几个茶饼托，取出其中一个，把那个碟

子卡了上去。那个碟子，是件白瓷制品，大小有六

寸左右，圆圆的瓷盘里，绘着江南水乡的图案，简

简单单的几笔，勾勒出水乡建筑的房檐，空白之

处，你可以想象成一片水，那些白墙灰瓦的建筑，

你也可以想象成水乡客栈。我把这个装了托架的

江南水乡瓷碟，放进书柜里时，书房立刻有了一丝

江南的气息。女儿看了后很惊讶，没想到一个小

碟子，经过这么一包装，便成了一件心仪的工艺

品。问及这个江南水乡碟子的来历时，女儿说，那

是她们在海南买的。海南水果丰富，当时，是为了

切水果装盘，便在商店买了这个碟子。返回后，便

把这个碟子，放在橱柜里，用来装菜，没想到它现

在摇身一变，成了一件漂亮的工艺品。

半个多月前，我到早市上买菜，看见一个中年

妇女，从三轮车上，往地上搬一些瓷器。瞄一眼地

上的东西，有碗有盏有盘有碟，有单独的有成套

的。在众多的瓷器中，我一眼便看到了一组戏曲

脸谱的组合瓷器。白瓷底上，绘着的戏曲脸谱，颜

色只有红黑两种，很有气势。确定是我喜欢的那

种时，立刻下手挑了几件。买回家后，我把入户花

园的壁灯打开，那个壁灯是仿古的，牛皮灯罩，顶

端有仿汉木房檐盖覆盖，开灯后，透过牛皮灯罩，

透出晕黄的光线，宛若汉室之光。然后，我把买回

的几件戏曲脸谱瓷盘，用手托住，靠住壁灯右侧的

墙壁，眯起眼，看与壁灯搭在一起的效果。果然，

暗弱的灯光中，那些脸谱瓷盘，像再次打了戏粉的

底子，圆润光洁。红黑描绘出的脸谱也越乏灵动

起来。如果多组合几个，挂在一面墙上，在灯光的

映照下，大有汉室之文采。但，问题来了，那面墙

是仿古瓷砖所砌，钉子固定不住，如果用电钻，恐

怕把瓷砖打烂。于是，将戏曲脸谱瓷盘，悬挂在墙

上的想法，只得止于美好的想象，不能付诸实施。

无奈，我让女儿从网上，买了大大小小的木制

瓷盘托架。快递回来后，我把那些脸谱瓷器盘，分

别摆放在托架上。都上架后，远远一看，也挺养眼

的。之后，不管女儿愿不愿意，我取两个瓷盘，放

在了她的书房里。另外几个就摆在我的书房的角

柜中。这么一摆，女儿和我的书房，文气大增。推

开窗户时，好像远处正传来一声声吼着的秦腔。

说实在的，这些年一路走来，我淘到的瓷品，

总共也没花去几个银子。只是有缘遇到了一些我

喜欢的器物。这些，不能用钱来衡量，一比划，就

没了气象，就俗了。养着它们，是我的福分，缘分，

今生让我遇见；也有那些碎了的，也是一段割舍不

断的情缘，算是曾经的遇见。这世界，从来就没有

圆满。比如，那些还未遇见的瓷器，或许，来生还

有缘淘得几件。

古木盖木本之丛灌，以树为魁首。须

分针阔叶为其类。有四至清明，拥木成林之

习性。故而生息自繁，千年不朽，皆为古木。

盘古辟地，古木尤生。溯其远，先祖

栖木而择宁，江河唯吾不成流；欣其荣，乌

金阳石化其身，钻木取火薪相传。嗟乎，

神灵古木，轮刻自然之盛衰，见证大千之

物界。宗祠古刹言作序，茅庐农舍斯作

记。吾木冠荫四海，根蔓八方。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生生不息，伟岸山巅，可

谓之苍天不老兮地阔无边，唯吾独秀兮万

古长青。

止：吾邑却波，与苍天厚土共生，其木，

扎根故里，拥关山，布村寨，绿荒野。引鹳

雀盘桓佑民于荫下，是为吾邑之大观也。

古今，巍巍古木，滋生宝地，得乾坤正

气，秉日月明光，簇拥却波展虬枝，相聚文

院垂万条。若夫，东观永福日出，西仰锦

屏落霞；北望王山宝塔，南闻书院雅歌。

登云顶，揽庞泉，置景怀古，何不叹吾邑胜

状，更惋惜王维诗画。借曰：交山留胜迹，

我辈复登临。观其：奇松九龙玄中千头，

略输唐槐云根；周柏钢鞭，汉槐狮头，稍逊

明松凤凰。天下古柏，星罗棋布；卦岳之

柏，独领风骚。其柏卷曲盘拗，形同龙虎：

牛头柏，龙爪柏，惟妙惟肖；飞虹柏，绣球

柏，栩栩如生。如雕镌始交城古木兮，史

蕴如涛；却波雅颂兮，人杰浩浩。吾邑古

木，添人文之胜景，壮神州之云天。越白

松之庙，过枯桑诗社。盛杨阅烟景，宝柳

垂河塘。其婆娑之势，人文积淀，可称雄

三晋兮。

国以人为本，人以树为生。今天下大

治，海晏河清；国如大树，庇荫于民；民获

嘉树，恒安祥和。此为天道、树德、人和

也。有道：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今曰：交山夕阳几度红，晚归皆是种树

人。就，似落角催牙。其形纹曲水蹙，鱼

跃龙伏之势，无愧“黛色参天”之佳句，不

负“谡谡长松“之绝响。

交城古木兮，史蕴如涛；却波雅颂兮，

人杰浩浩。吾邑古木，添人文之胜景，壮

神州之云天。越白松之庙，过枯桑诗社。

盛杨阅烟景，宝柳垂河塘。其婆娑之势，

人文积淀，可称雄三晋兮。

或曰：国以人为本，人以树为生。今

天下大治，海晏河清；国如大树，庇荫于

民；民获嘉树，恒安祥和。此为天道、树

德、人和也。

有道：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今曰：交山夕阳几度红，晚归皆是种树人。

人生在世，总免不了会遇到阻碍、

艰难和困境，对有准备和有能力的人

来说，这就是个向世间展示自己的机

会。就像流星一样，无论在浩瀚的星

空中旅行多久，总会遇到命定的星球，

双星相撞，势必会绽放出无比璀璨的

光芒。

信陵君如今也遇到这样的机会，

得以向世人展现自我，并留名青史，在

之后的两千余年中，被无数的英雄豪

杰赞叹颂扬。虽然这样的机会，对于

赵国和平原君来讲，感受到的是痛苦

和不安。

起因是秦赵对上党地区的争夺。

上党本是韩国的地盘，横亘在秦国东

出之路。秦王派军伐韩，韩军不敌，韩

王承认上党为秦所有。不料，上党郡

守冯亭十分厌恶秦国，宁可举上党全

郡十七城投奔赵国，也不愿意遵循韩

王之命降秦。赵王得到消息，喜出望

外，不出一兵一卒，唾手可得十七座

城，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接着就是

了。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为了这

“馅饼”，人家秦国可是费了老半天劲

的，你赵国凭啥就这么轻轻易易地收

了去！按说正常情况下，没人愿意干

这事。然而，赵王居然同意了，他派平

原君前往上党，封赏冯亭，堂而皇之地

接收了上党。

秦王出兵出力，好不容易才打服

韩王，本以为上党已是囊中之物，不

料，赵王在旁，居然轻轻巧巧地伸手摘

了桃子，这种羞辱，便是常人也难以忍

受，何况秦昭襄王乃天下雄霸之主。

毫无疑问，秦王雷霆震怒，当下就增兵

前线，誓夺上党。

而赵国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

后，开疆拓土，国富兵强，的确有实力

与秦国对阵。因为有此底气，所以赵

王毫不犹豫，任廉颇为统帅，领兵前往

上党迎击。双方在长平相遇，相持数

月，难分胜负。

赵王原想，为了区区一个上党，秦

王是不会死磕到底的，只要双方相持

一段时间，一定会和谈，到时候在谈判

桌上，分割上党，这事就算完了。没有

料到，秦王这次铁了心，非但不肯和

谈，而且举全国之力，秘密任命白起为

统帅，前往长平与赵军展开决战。既

不肯谈，那就打吧。赵王嫌廉颇不够

进取，便用赵括替换廉颇，又调集二十

万大军前往长平，与长平驻军会合，共

计四十万大军，向秦军发起总攻。结

果，中了白起之计，四十万大军全军覆

灭。第二年，秦王派兵继续攻打赵国，

兵围邯郸，赵国岌岌可危。

在赵国平原君的斡旋下，魏、楚派

出援军，救援邯郸。秦王得到消息，派

使者知会楚王、魏王，说邯郸城旦夕可

下，谁前去救赵，我灭赵后，立刻就移

兵相攻。楚王魏王听了，觉得邯郸城

被打到这份上，即便去救，十有八九也

无济于事，便给前线统领大军的春申

君和晋鄙下令，暂时先观望情况，再做

定夺。于是，楚军和魏军已经到了邯

郸城附近，却都安寨扎营，按兵不动。

邯郸城里的赵国军民，盼星星盼

月亮般等来了楚魏援军，却是这么个

结果，眼见士气渐渐消沉下来，就快要

撑不住了。平原君更是急得快要吐血

了，他派使者去见楚魏两军的统帅春

申君和晋鄙。春申君借口机会不成

熟，再三推诿；晋鄙冷冷地回复，他是

魏国的将军，只听魏王的命令。

平原君左思右想，最后只有一个

办法可以试一试，那就是求助于信陵

君。想到这里，平原君立刻坐下来，亲

笔给信陵君写信。事态紧急，他也顾

不上修饰词语，实话实说，在信中他责

备信陵君，大意是：邯郸城马上就要陷

落，我已山穷水尽。没有救援，赵国很

快就会被秦军给灭了。现在，撇开你

我之间的交情不说，我还是你姐夫！

你就是不在乎我，难道你也不在乎你

姐姐吗？你忍心看着她跟我一起落入

秦军手中？晋鄙的大军近在咫尺，只

要他出兵袭击秦军，我从城内响应，内

外夹攻，秦军必败。然而，他却按兵不

动，眼睁睁看着我们落败。你名满天

下，却坐视这样的事情发生，实在令天

下英雄齿冷！

信陵君收到平原君的亲笔信，看

完之后，更是着急上火。实际上，为了

催促晋鄙尽快出兵，他已经多次面见

魏王，魏王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嫌

他烦，干脆避而不见。信陵君无奈，又

请 托 各 路 贵 人 贤 人 出 面 ，去 说 服 魏

王。但是，魏王是真怕秦王来攻，又觉

得即便去救，也是救不了的，所以始终

不肯松口。

信陵君束手无策，也是愁得寝食

不安，现在接到平原君的信，更是坐不

住。他左思右想，实在没法子了，长叹

道：“算了，我说不动魏王，干脆，我去

赵国与他们一起死了算了。”

当下，信陵君变卖家财，购置兵车

武器，加上自己原本有的，一共集合了

一百多辆战车，准备去救赵国。消息

一传出来，门客们踊跃参加队伍，愿意

跟随他前往邯郸，凑了凑也有一千多

人，大家就组了个队伍，略微准备了准

备，就此出发了。

再说侯赢，虽已是信陵君的高等

门客，但他不肯住在信陵君府上，依旧

回东门陋室安住。一般没有事情，也

不去见信陵君，倒是信陵君常常来探

望他。这段日子，信陵君忙于救赵事

宜，也顾不上前来探视。侯赢与往常

也没有什么区别，照旧每日晒晒太阳，

偶尔与朱亥喝喝酒、聊聊天。

这一天，侯赢靠在墙根处，正与人

闲聊，抬眼望见一支队伍往东门走来，

他定睛看去，这支队伍打得是信陵君

的旗号，人都是熟面孔，个个脸上是悲

壮之色。侯赢略一沉吟，肃立起身子，

默默看着队伍从身边走过。

过不多时，信陵君的车子来到身

前，侯赢紧走两步，上前行礼，道：“公

子这是准备去干什么？”信陵君跳下

车，示意身后的队伍继续前行，他拉着

侯赢的手，来到路旁，将前因后果细细

说了一遍，最后道：“我现在一点办法

都没有了，只好出此下策，前往邯郸，

与平原君共存亡，也算对得起他了。”

侯赢听了，面色平静，道：“哦，原

来如此！我知道了。我老朽了，不能

跟随公子上阵杀敌，只好预祝公子旗

开得胜。”

信陵君听了很不是滋味，但也不好

说什么，只能辞别侯赢，穿东门而去。

他边走边琢磨，心想：我自认为对侯赢

非常尊重，礼节周全。如今，我明明要

去赴死，他怎么会一句有用的话都不对

我说！看那表情，甚至还有点冷淡，莫

非是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得罪了

他？不行，我得回去问清楚。（待续）

阳台上的马蹄莲又如期绽放，今年是

一开两朵，花姿灼灼，葳蕤生辉。我和儿

子因此每天数次去阳台逗留，或搬个小凳

坐在一片融融生机的光影里，任由时间缓

缓流逝。

说起这盆马蹄莲，是儿子出生那年植

的，一眨眼伴随我们近十九个年头了。它

诚然已是家庭中的一员，每天清晨起床，我

第一件事就是到阳台上去看看它的长势，

赏赏那碧绿的叶子，观察它水分是否充足。

马蹄莲跟随我们在离石小城辗转搬了

三次家。从龙凤街老高家的院落，到袁一

路农业发展银行家属院前排三单元二层楼

房，最终在东城锦绣小区定居。花盆也换

了三次，刚移植时，花八块钱买了个塑料花

盆，那时我们租住的院子里有两棵苹果树，

我住的房子朝西，因为马蹄莲喜阴凉潮湿，

夏天时为避免强烈的阳光灼伤，每天上午

就把花放在门口屋檐下，午后再挪到苹果

树的树荫下。等我正式有自己的房子搬到

现在住处后，便换成了小瓷盆。马蹄莲一

直长势旺盛，总觉得花盆太小，根茎舒展不

开，后来干脆换了个口径三十五公分的大

瓷花盆，这下可以肆意地扎根生长了。

马蹄莲属天南星科花卉，叶片硕大碧

绿，甚好！花朵更是优雅尊贵、洁白纯净，

怎么放置都是阳台上众花的 C位。

这些年在我的阳台上先后确实养过

不少花，养几年就淘汰一个品种，换了不

少种类，唯独这株马蹄莲自始从终伴随着

我。每年清明前后，都会给它换一次土，

深施一次肥。夏天逢连续阴雨天，得费力

地搬到院子里淋雨。

马蹄莲的花季在春节前后，每每岁

寒，白色的花婷婷于绿叶间，二三朵不等，

花期有个把月长，甚是赏心悦目。万物兼

有灵，马蹄莲也如此。去年儿子高考季，

马蹄莲竟在炎炎夏日儿子高考那几天绽

放。这是仅有的一次夏天开花，仿佛宣示

儿子青春年华的又一次新启程。

今天是儿子的开学日，下午四点四十

飞往春城昆明。出发前，我帮儿子打理衣

服，打量着站在我面前瘦高的儿子，身段

已高出我一头，现在都得踮起脚才能把围

巾搭在儿子脖子上。初春的阳光直射过

窗户，照着他青春明媚的脸庞，背后是那

株绽放吐蕊的马蹄莲，忽明忽暗掩映在儿

子修长的影子里，两朵雪白的花在绿叶间

怒放，金黄色的花蕊挺拔动人。阳光透过

窗棂照满了整个阳台，将这温馨的时刻定

格在午后的一片融融春光里。

二月

□ 高鹏

交城古木赋
□ 李红 吕继峰

初春的绽放
□ 崔瑜萍

◇美文

二月的春风

剪开了棉衣的扣子

岭上的山花

纵情盛开

飙升的气温

向着夏天奔去

沙尘暴后

天空下土了

候鸟的翅膀

没有划过眼眸

泛绿的小草

在风沙中

努力的

亲吻阳光

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

春华秋实，生生不息

我的梦想在这里扎上翅膀

偶尔疲惫的时候

我像农夫一样在你的怀里栖息

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

年年的泥土清香

唤醒我生命的纷繁希冀

还有谁比你更钟情

在旭日初升的地平线

我赤子一样地听到你的呼吸

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

繁华落尽，时光无语

一条静静的河流

披着穿越今古的月光

在我的泪光中悄悄远去

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多情的土地

千年的时光中

你守候着田园牧歌的所有美丽

我的童年枕着你河流一样的夜曲

我的青春，我的爱情

在你的安宁中琴音袅袅，风光旖旎

在我脚下沉默着的这块土地

我的先祖，带着他们的故事

早已和你融化在一起

你的厚重无与伦比，荣枯之后

我的生命不尽欣喜

我的灵魂向你皈依

沉默的土地

□ 王春雷

方华方华 摄摄便觉眼前生意满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东风吹水绿参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