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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纹灰陶茧形壶，是汝州市汝瓷博

物馆的馆藏精品文物之一，1982年出土

于纸坊公社程楼大队一砖场内，同年时

任馆长张久益，在开展田野调查时发现

该文物，随即将其收缴入藏。弦纹灰陶茧

形壶，高29厘米，足径13.1厘米，重量3.5

千克。沿残疤1.4厘米×0.7厘米、1.3厘

米×0.3厘米、2.4厘米×0.9厘米、0.9厘

米×0.4厘米、2厘米×0.7厘米。该弦纹灰

陶茧形壶为典型的西汉陶器，壶型端庄

大气却不失灵巧，壶体与颈、足间过渡自

然，弦纹线条流畅，分布均匀。整器采用

压光工艺，不仅保证了器物的光洁度，更

增强了用具的抗冲撞强度，降低了盛器

的吸水率，其精湛的制作工艺，反映了汉

代汝州民间工匠的高超技艺。

茧形壶是古代一种储存液体的容

器，主要有青铜、泥陶等材质。器形大多

呈唇口、短颈、圈足，腹呈横向长椭圆状，

壶腹或彩绘流云、几何图案，或仅以暗刻

弦纹装饰。因器形似蚕茧，又若鸭蛋，所

以被命名为“茧形壶”，也称之为“鸭蛋

壶”或“卵形壶”。

茧形壶最早流行于战国时期的秦

国，为秦国标志性器物。秦国是春秋战国

时期的大国之一，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茧

形壶并非秦地原产，在战国时期的秦墓

及一些同时代遗址中才开始发现茧形壶，但茧形壶很快便在秦地

广泛传播开来，到战国晚期时已经与蒜头壶和扁形壶一起成为秦

文化的典型代表器物，此后又随着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流传到全

国各地。

茧形壶主要作用是储水，秦国地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特

殊的自然环境使得秦人养成了储水习惯，横卧式的圆罐比较容易

埋入地下，能够防止水分蒸发，地下温度低也有利于保持水质新

鲜。此外，这样的水罐储水量也比较大，侧上部开圆口取水又比较

方便，因而成为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器。有学者研究认为，茧形壶在

当时既可用作容器，又可在战争中埋入地下，口沿露出地面，士兵

趴在茧型罐口沿上，可以倾听远方敌方骑兵马蹄声和听步兵脚步

声，防止敌人偷袭。到了汉代茧形壶仍十分盛行，除用作容器外，

逐渐演变为装饰用品，为放置

平稳，在茧型罐底部出现了圈

足，同时器型也随之变小，约

在东汉之后逐渐消失。

命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难 忘 的 峥 嵘 岁 月

我叫张中信，出生于1935年9月，汝

州市钟楼街道闫庄社区人。我今年89

岁，年幼时，家庭生活极度贫困。8岁的

我，被迫随家人以乞讨求生。因家庭变

故，14岁的我只身逃荒到四川。残羹剩

饭、垃圾翻遍，骨瘦如柴的我毅然坚强

的活着；忍饥挨饿、破衣烂衫，渴望美好

生活的我倔强地与命运抗争着。1949年

12月，遇到我人生的拐点，有幸参加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

军战士，被编入第11军的通信连。岁月

的沟沟坎坎、命运跌宕，最终我总算有

了自己的“家”。

多年苦难流浪生活养成了我勤快的

习惯，更磨砺了我善良的本性和顽强的

毅力。吃尽生活苦，感恩生活甜。在我心

爱的部队里，我因勤快上进、军事素质过

硬、完成任务好，不久成为连队的骨干。

随着战争的推进，炮火的洗礼催我

不断成长，在那各种危险的战火考验中

淬火成钢。1950年2月，我被调入11军31

师司令部，担任师部通讯员，核心工作就

是做好司令部与下面各部队的联络工

作，保障军令的下达畅通。

在战场上，通讯兵就是炮兵的“眼

睛”“耳朵”，首长的雷达。我们只有把敌

军的具体位置、详细情况报告给司令部，

师首长才能正确地下达命令。

1951年3月，我随部队在辽宁省丹东

市宽甸县，涉水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

线。部队白天休息，晚上行军。面对装备

精良、狂妄不可一世的美英法联军，我们

志愿军战士，用坚强的意志和勇敢顽强

的战斗精神，捍卫了中国人不屈的民族

尊严，用生命和信仰谱写了中国人民志

愿军的恢宏篇章。在炮火与鲜血的洗礼

下，我曾先后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阻击

战、上甘岭等多次战役。

在那时，朝鲜战场的分分秒秒，都是

在跟死神的决斗。我们在内心强烈的国

仇家恨的驱动下，怀着誓死保卫新中国

抗战胜利果实的决心下，没有害怕、没有

后顾，充斥大脑的只有战斗、拼命和胜

利。想想当年，我们国家穷啊！跨过鸭绿

江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时，我们每人就只

有脖子上挂的一个二三十斤重的炒面干

粮袋，拿的是落后的水连珠步枪。面对装

备精良，可以说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鬼

子，我们靠着顽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打赢了一场场硬仗，重创了敌军。我们31

师也成了美军最害怕的对手之一。

在第五次战役时，我们31师奉命进

行大穿插。战斗中我们被敌人的4个王

牌师团重重围攻，那真是一场噩梦啊！

我们的后勤保障被阻断，弹药、食物等

所有的一切全被阻断，就连报话机的信

号都被阻断了。敌人飞机高喊着全面歼

灭我们的口号，对我们的阵地进行着轮

番轰炸。战友们在敌人炸弹、炮弹交织

的火力网中一片片倒下。整个部队最后

成功突围，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计

划，也捍卫了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打不

垮的铮铮铁骨。

1952年8月，我的部队奉命参加举世

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上甘岭，美军叫三角

山，在那里我们挖坑道、筑工事、布弹药，

冲锋、躲避、迂回、厮杀，在与敌人的胶着

战中，双方炮火就像纳鞋底一样在这3.7

平方公里的山头上反复交织。40多天的

鏖战，整个山头被炮火削低了2米多，血

肉之躯与泥土砂石和成泥浆，勇敢刚毅

的中国军人牢牢守护着阵地。

有一次，营长说派2个人出坑道侦查

一下敌情，我奋勇当先，冒着生命危险圆

满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并把信息及时传

达到炮兵。在阵地上，敌人上来时，我一

个人足足用了两箱手雷，全部投向了敌

军。那次和战友们，一起共消灭300多名

敌人，我们牢牢坚守住了5号阵地。

记得还有一次，为了便于侦察敌情，

我奉命带着助手，把电台架设在靠近前

沿阵地的高岗上。那天，我们完成侦察

任务后，沿着坑道，跨过层层尸体、杵着

血固泥浆、猫着腰返回的途中，突然听

到熟悉的弹道啸叫，我判断那向我飞来

的是82炮弹。在这万分危机之时，我一甩

膀子把报话机放在地上，同时伸手把助

手拽压在报话机上，并顺势趴在助手身

上，同时大声喊让战友卧倒。就这毫秒

之差，炮弹从我脊背擦过，落在面前2米

远的地方爆炸。庆幸的是我命大，躲过

了这一劫，但就在保护报话机的这一刻，

后背被炸弹的碎片擦伤了。战友给我做

了简单包扎之后，我们又继续战斗。由

于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我荣获团部嘉

奖一次。

这次战役持续了43天，我们志愿军

与敌人反复争夺阵地多达59次，阻击敌

人900多次冲锋。最终我们志愿军牢牢守

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志愿军在此次战

役中打出了国威军威。

严酷的战争，恶劣的环境，我原本钢

板一样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1952年

底，被部队医院检查出肺结核，而后，被

送往黑龙江密山县25院治疗。为不给国

家添负担，1954年我申请退伍返乡，回到

汝州市（临汝县）当上了农民。

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报党恩。

拳拳忠心天地鉴，中华大同一家人。作为

一名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老兵，我会永

远保持着爱国爱党的纯粹初心，传承好

红色基因，教育孙男娣女们，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做个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口述：张中信 整理：马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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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周杰伦

的这句歌词，很多人都以为是写青花瓷的，

其实天青色等烟雨，真正带入的是汝瓷。

汝瓷，是中国古典美的浓缩式展示，处

处透露出华夏民族的含蓄美，充分体现着宋

代瓷器的极简之美。

简是一种智慧。汝瓷之简，不仅是简介、

简洁、简练，更是高级形式的复杂，越高级的

东西越简单，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

量越高。汝瓷，正是以其简单的形式，简单的

釉色，完美阐释了人间最复杂的美。

据传，宋徽宗赵佶梦中观雨，醒来后写

下“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的诗

句。

因想念美梦中的景色，宋徽宗遂令汝窑

工匠烧制天青色的瓷器。

工匠们反复试验，终于在灵光乍现中添

加了玛瑙入釉，最终烧成一种特殊的釉色，

有卵白、粉青、豆青、虫下青、葱绿和天蓝等，

其中尤以“天青”为贵。

在阳光下观察，汝瓷釉色七彩纷呈，灿

若星辰，当真如“雨过天晴云破处”般的颜

色，纯粹而深远，淡雅而隽永。

即便在当时，汝瓷的烧制技术也已是登

峰造极。

汝瓷通体施青天釉，色泽青翠，釉汁莹

亮，素净典雅，纹片晶莹，宛若碧玉。汝瓷的

造型包括：樽、盏托、碗、洗、水仙盆、碟、盘

等。其中最受世人喜爱的为瓶，因瓶的外观

变化较为丰富，有玉壶春瓶、胆瓶、纸槌瓶、

梅瓶等多种样式。

为了将汝瓷之美打造到极致，御用汝瓷

都使用满釉支烧的工艺，将耐高温的泥土做

成如芝麻般细小的支钉，黏在瓷器底部，起

到隔开匣钵的作用。出窑后，工匠们将支钉

敲掉，瓷器满身釉色，只有底部有几枚浅浅

的支钉痕迹。

汝瓷高雅素净的艺术特征，用最简单的

方、圆，烧一件简单的单色釉瓷器，让天青色

的静和延伸着的冰裂纹的动，透出宋人对素

与雅的完美感悟，带给人们一种温文尔雅、

洁身自好的人生感悟。

虽极简，却极雅。

最具代表性的汝瓷荷叶瓶，瓶口呈莲

花盛开状，瓶体丰满更显端庄秀丽，流线

造型恰到好处宛若天成，犹如一个袅袅婷

婷的淑女，气韵典雅生动。汝瓷荷叶瓶侈

口卷沿、束颈、鼓腹呈瓜棱形、喇叭状足。

大瓶口沿由6片向外翻卷下垂的荷叶组

成。每片叶子中下部凸出一个釉珠，似欲

滴的甘露。腹呈六棱状，腹下与圈足相连

处饰凸弦纹。胎质较坚密，呈灰白色，胎体

厚重，系手拉坯分节制成。器物内外及足

心施天蓝釉，釉汁润泽，釉面有橘皮、棕眼

及开片。该器物存世共两件（一对），一件

现藏于汝瓷博物馆，一件藏于河南博物

院，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再如葵口洗，它是奔放、跌宕的，静中有

动、寓动于静，有向上跳跃的曲线，也有向下

收敛的曲线，这种矛盾对立构成了一首优美

的旋律。同时，汝瓷所有的器物造型古朴大

方，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

釉古相传”的赞誉。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

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之

美妙，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

擎，明亮而不刺目。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

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

“似玉、非玉、而胜玉”。

汝窑瓷器在北宋时常刻“奉华”二字，京

畿大臣蔡京曾刻姓氏“蔡字”以作荣记。宋、

元、明、清以来，宫廷汝瓷用器，内库所藏，视

若珍宝、与商彝周鼎比贵。被称之为“纵有家

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李苦禅曾说：“天下

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也。”

中国的瓷器世界闻名，我们的制瓷历史

相当悠久，其中最盛的时期有宋、明、清。尤

其是宋代，是瓷业发展史上的繁荣、鼎盛时

期，这个时期出现了最为人所熟知的五大名

窑———汝、官、哥、钧、定。

线条简练、清新秀丽、细腻温润，汝窑是

北宋时期皇家的主要代表瓷器，以烧制青釉

瓷器著称。汝窑不仅美，而且贵，其烧造时间

极短，只有20年左右，时间段约在北宋哲宗

元祐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

年）。更何况，存世量极少，当今世界上能藏

有宋代汝瓷的博物馆不足10家，而这些加起

来的汝窑存品，不足百件。

汝瓷的简约之美，首先表现在造型的

视觉效果上，而造型又主要表现在器型构

件的各种比例关系上，它遵从上下对称、

左右逢源的审美标准，不论是盘的高度与

口径的大小，盘口撇开的幅度，还是洗的

高度与花口的起伏，无不表现为一种令人

叫绝的比例关系，真正达到了“增之一分

则嫌高，减之一分则嫌矮”的奇境，正是做

工精良、比例完美的魔法，使它真正成为

造型充满韵律的艺术。

汝瓷是有生命的，其釉色自天而降，其

开片似错非错，其形影不动即动，在看不见

的成长中继续承载着时间。汝窑是有语言

的，爱喝茶才会聆听领悟到真诚。泡上一壶

茶，静静独赏独品时，宛见山青水白，心目

间，喧嚣褪去，让那温温的汝窑暖着手，一直

暖到心里。

最高级的审美，一定是极简。素到极致、

简到极致、净到极致，雅到极致，都让人心底

安详、心地空明，净月无痕。极简是一种生活

美学，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一件小小瓷器中，

不仅蕴藏着我们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趣，也蕴

藏着我们追求的处事之道。

大象无形，大道至简。汝瓷，以最简洁的

外观，诠释最独特的美。

汝瓷之简 如此之美
○李晓伟

姑 嫂 寨

民间故事

姑嫂寨建在大红寨南边的一个山头上，它咋叫姑嫂寨

呢？传说古时候，大禹听说大红寨山上有许多坚实耐用的古

树，就从二十里外的登封阳城来到这座山上，用豹榆、檀木、

黄栌和栎树、槲树制作劳动工具，一来种田用，二来治水用。

一年夏天的一天，忽然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大禹

在大红寨山上看到南边的村庄和田地变成一片汪洋大海。

大禹急忙放出自己养的一只水鸭，骑着鸭子来到了那片被

水淹的地方。把爬在树上和困在高岗上的人一个个救下来，

放到鸭子身上，然后送到安全地带。水落之后，大禹组织人

们疏通河道，排放了那一片汪洋大水，让人们过上了安居乐

业的生活。

大禹要率治水人马返回大红寨，有位年轻媳妇听说后，

带着小姑子拦路跪下磕头。她说她的公婆被洪水卷走，是大

禹从水中救了她们姑嫂性命，为了感谢救命之恩她们愿意

跟随大禹到别处治水，要是不答应就跪死在地上。大禹想着

女人们跟着男人们风里雨里治水太受罪，就把姑嫂二人安

置到大红寨南山头上，给她们盖了茅草房，用石块圈了寨

子。安置她们住好后，临走还留下一只水鸭子，让姑嫂使用。

之后大禹又带人出去斩蛟治水去了。

此后，姑嫂俩在寨上一边种地，一边纺花织布。做成衣

裳鞋帽，绑在水鸭身上送给大禹，让大禹和治水的人员穿

戴。后来，当地人听说水鸭会在大红寨给大禹运送东西，纷

纷扛着粮食、衣物，从北天门和南天门进入姑嫂寨，把一袋

袋、一捆捆东西堆放在姑嫂寨的水鸭周围，让鸭子抓紧时间

给大禹送去。水鸭也日夜运送，走遍了大禹治水的山山水

水。最终，水鸭货物越驮越多，累死在姑嫂寨前。姑嫂二人见

水鸭累死了，悲伤过度，也慢慢得病去世了，后来这座寨就

叫姑嫂寨了。一直到现在人们在深夜僻静的时候，还能听到

纺花洞嗡嗡的纺花声和

水鸭嘎嘎的叫唤声哩。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