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郭营战） 3月

3日晚，热闹红火的温泉镇第三届汤王

街古镇庙会在镇政府北广场落下帷

幕。本届汤王街古镇庙会是温泉镇举

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效益最好、

参与人数最多、宣传效果最好的一次

盛会，真正起到了弘扬文化、促进旅

游、优化结构、扩大开放、发展经济、振

兴温泉的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庙会的第三天，温泉

镇来了一位的特殊的客人，他就是中国

民协副主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

民协主席程建军。程建军现场详细了解

了本届庙会举办的相关情况，并不时驻

足观看，与艺人交流交谈，询问传承脉

络，考察制作流程，端详工艺成品，并从

专业的角度，积极地为他们排忧解难，引

导创业思路。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都饱含了对民间匠心传承的礼敬，对民

间创造精神的尊重。

据悉，本届汤王街古镇庙会从正

月十三开始至正月十七结束，历时 5

天，共分民俗汇演、花灯展览、特色小

吃、综合晚会、游乐杂技、戏曲表演、非

遗展演、体育竞技等 8大版块、20余场

民俗文化展演。庙会期间，温泉镇区长

安路、则天大道、南张线、商都路两侧

精心布置的街景亮化和 50 多组大型

花灯竞相展示；并举办了由 6支实力

强劲、技术精湛的省内外篮球队参加

竞技的第三届“汤王杯”篮球邀请赛；

举办高空舞狮、花样高跷、变脸吐火、皮影戏等非遗项目

展演，同时还开展了秧歌操、广场舞、唢呐、铜器等文艺

赛事，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晚上，还举办了精彩绝伦的民

俗绝技———打铁犁花表演；庙会期间位于如意湖公园内

的音乐喷泉也一展芳华，吸引了大批游客观赏。据估计，

游客总人数达 15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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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振芳，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汝瓷烧

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弘宝汝瓷艺术总监。

范随州，工艺美术大师，汝州市陶瓷协会名誉会长。

汝瓷的故乡储藏有丰富的陶土资源，早在新石

器时代，在这块土地上，先民们已经凭他们的聪明才

智，烧制出了实用而精致的陶器。名满天下的官窑瓷

器———汝瓷便是这块沃土上的奇葩。富含铜、铁的原

料，使陶瓷在烈火淬炼下产生奇异的窑变效果，一件

件珍若拱璧的弘宝花釉，常常是这窑变的千古绝唱。

弘宝汝窑的范随州、王振芳大师致力陶瓷研究 20 余

年，他们在继承汝窑精华烧制技艺的同时，常常有灵

光一现的创新。汝瓷玉质瓷、弘宝花釉是他们源于汝

窑技艺上的创新经典。这些经典有根、有文化、有内

涵，我们相信，这些经典也许是后来者模仿和继承的

文化典范。拥有一件弘宝花釉，您就可能是中华陶瓷

史上一位重要见证人。

拿出唐宋前后遗存的古瓷片细细研究，把自己

多年来研究天青釉时出现的各类奇形怪状的釉色式

样仔细琢磨，忽然心生开朗，那颜色像酱釉，像柿红

釉、像油滴釉，而又非酱釉，非柿红釉，非油滴釉的釉

色，充满了玄妙，不正是我们在追求汝窑之变的过程

中，不经意之间遗落的珠玑吗？

———她非色、非彩，色中有色，大气磅礴。

———她别于主流的具象艺术手法，完全是一幅

抽象的绘画。

———她强调美德自然属性，天人合一，顺其自

然。

———她是美学的开拓，哲学的深度，社会学的丰

厚。

———她是人工器不求天成，呈现出一种自由表

达的意愿。

———她不矫揉造作，散发着自由奔放的气息，洋

溢着来自于内部的诱惑，充满了表达力，充满了张

力。

———她性格独特，个性鲜明。每件作品都具有稀

有性和唯一性的独特特征。

我们相信，她源于深厚的汝瓷文化，源于不经意

的追求，她是我们追求汝窑之高贵过程中不自觉的

惊世之作。她既是科学技术的发明，也是文化艺术的

创造。

亢奋数月，引经据典，竟然不能为她起个好听的

名字。冥冥之中，有一个名字虽不贴切，似受之无

愧———弘宝花釉！ （六十一）

荫王振芳 范随州

中华陶瓷发展史上的又一记忆点

晚上，毛泽东在住地刘庄召开会议，除一些中央领导

外还有彭真、陈伯达、吴冷西参加。毛泽东问到关于总路

线两个稿子（一个是邓小平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

文件写作班子起草的，一个是陈伯达自己起草的《备忘

录》）的情况。因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要求双方交换意

见。他不参加，但派秘书林克旁听。毛泽东集中力量搞《前

十条》。

3日晚，毛泽东到上海去接见外宾。

3日、4日、5日连续三天，每天上午，写作组和有关的

人在西泠饭店后八楼西头的会议室开会，讨论关于国际

共运总路线的两个稿子。林克参加了三天的会，把双方的

意见记录下来，等毛泽东回到杭州后向毛泽东汇报。

4日，毛泽东接见了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凯

塔·恩法马拉，几内亚妇女代表团团长卡马拉·洛福夫人，

以及两个代表团的成员。

5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新闻工作者代表团、阿

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工会代表团、

阿尔巴尼亚档案工作代表团。

5月 6日，毛泽东分别接见了朝鲜法律工作者代表团

团长朴世昌和团员金斗七。马里政府文化代表团团长穆

萨·凯塔及团员巴布卡、巴契里。

下午，外宾接见完了，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杭州。

回到杭州后，毛泽东听取了林克关于国际共运总路

线两个稿子讨论情况的汇报，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并且

说，等开完会以后再把大家找在一起谈。

当天，毛泽东在刘庄住所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写作

班子和陈伯达两个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稿子怎么修改的

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正在国外访问），彭真、陆定

一、陈伯达、康生、吴冷西也参加。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还是年轻人行呀，我们都是老头

子了，伯达你也算是老头子了，被年轻人攻得不行了。他

说，依我看，还是年轻人的意见对。

毛泽东说，他在北京时讲过这个总路线要从分析当

代矛盾讲起。这一点陈伯达做得对。他希望经过七改八

改，最后形成比较正确的文件，不至于一下子被人驳倒。

接着毛泽东提出，先由陈伯达根据大家提的意见，改

出一个稿子来。不一定所有的意见都接受，自认为哪些意

见可以接受的就接受。

毛泽东要求，陈伯达修改的稿子出来后就到北京去

讨论，同北京的秀才们一起修改。周恩来、邓小平都赞成

这么做。

毛泽东又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

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先不要提到政治局去讨论。要先

在常委范围中搞得比较成熟，然后征求一些兄弟党的意

见，比方朝鲜党、越南党、新西兰党、日本党，还有印度尼

西亚党等东南亚一些党的意见。这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可能会搞得更完备些、更周密些。毛泽东说，但是，这不是

作为各国左派党的共同文件提出，而是中国党提出的建

议，针对苏共 3月 30日给中共的来信提出的一个反建

议。

5月 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彭真主持起草的《关于目

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

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毛泽东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

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 11个省，只

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

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

点，方法不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

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

产劳动这样一套。

毛泽东阐述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基本观点

和基本方法。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

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

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

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1957年搞了一次，

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 90％以上的

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

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

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

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

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

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

洗澡，轻装上阵。要把 90％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

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

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毛泽东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

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

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

‘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

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

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

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

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

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 60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

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

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

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

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

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

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

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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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看花灯、舞狮子、打铁犁花、

赶庙会是大家都熟知的民俗，但还有一种

习俗———点灯盏也一直流传了下来。正月

十五前做灯盏，正月十七点灯盏的习俗在

我市由来已久。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

城乡人口的流动，会做的、愿意做的人越来

越少，更多的人选择在市面上买上几个，有

这么个意思就够了。

灯盏的样式有很多种，常见的有狗、

鱼、龙、凤、石榴等，一套灯盏一般有 12组。

不同造型的灯盏要摆放在不同的地方，比

如狗形灯盏要放在家门口，让它保家护院；

鱼型灯盏要放在水缸上，祝愿合家幸福、财

源顺水来；龙凤造型的灯盏要放在卧室里，

既是吉祥如意的象征，也祝愿一对新人早

日诞下龙凤双胞胎。

骑岭乡王庄村的王阿姨从正月初八开

始，就带着自己的女儿和媳妇在家里做灯

盏，正月十二至十六把做好的灯盏带到集

市上售卖，每年可以卖 50来套，有时不等把

灯盏带到集市上，就已经有人到家里边预

定。“我做灯盏已经十几年了，现在要教会

儿媳和女儿做，这是咱的传统文化，不能

丢。”王阿姨一边讲着灯盏的传统，一边说

道。

正听着王阿姨的讲解，来买灯盏的张

阿姨来到了摊位前，她说这是女儿出嫁后，

在婆家过的第一个元宵节，要挑一套最好

看的，等到正月十七时，由丈夫带着在娘家

过元宵节的女儿，带上灯盏回婆家。

在中大街马师傅的店中，记者立刻被

眼前忙碌的景象所感染。她的店铺面积不

大，只有一间，支起来放灯盏的几块木板

占了半个屋子，只见上面整齐地排列着一

行行的灯盏半成品，或黄或绿，惹人喜爱。

记者采访时，马师傅正在往凤凰头部粘眼

睛，她的妹妹则不停地做着灯盏初期的造

型。马师傅说：“今年已经做了几百盏了，

就等着预定过的顾客来取呢！”“做灯是个

细发活，也是个辛苦活。”马师傅伸出双

手，“你看我右手上的伤口都是做灯时不

小心扎住的。”

看起来不大的一盏灯，制作起来也要不

少功夫，做灯盏工序繁复无比，马师傅以做

凤凰灯为例介绍说，黄色的凤凰灯盏有三个

分枝，上面有六朵红绿相配的花朵，象征“凤

飞翱翔，四海求凰”的祥瑞之意；一片碧绿的

荷叶上面配着两条红色的鲤鱼，象征着“连

（莲）子连（莲）孙，年年有余”。整个灯盏有近

10道工序，大到和面、定型、蒸熟，小到给造

型上的动物做眼睛、用梳子做花边。马师傅

说：“做灯盏最关键的是和面与定型。”面一

定是死面，也就是没有经过发酵的面，发面

因其有蜂窝孔，容易渗油而不能用。第二个

关键是定型，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美学造诣

了，什么小狗、老虎、辣椒、花生、红枣的雏形

都能信手拈来。定型成功，开始上笼蒸至七

八成熟。放凉后，用筷子插入一个用棉花搓

成的灯芯儿，一个个精致的灯盏就新鲜出炉

等待使用了。

由于全部是手工制作，传统灯盏不可能

大批量生产，只在每年元宵节前后这短短几

天里有生意。“今年闺女刚嫁出去，我想着给

她送几对灯盏，咱汝州流行娘家妈第一年送

灯盏，这不我前几天都来预定好了，今天赶

紧来取，打开盒让你看看，我选这几对好看

吧！”前来店里取灯盏的李阿姨笑不拢嘴地

对记者说道。

小小的灯盏，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

承，更是父母对孩子爱的表达，对他们美好

生活的祈愿。

陈晶 宋小亚

灯 盏

匠心与天工

有个老农辛苦半辈子终于置下一个桃

园，他终日在桃园忙碌。老伴去世早，三个儿

子都已成家分开另过，他只好轮流到三个儿

子家吃饭。日子久了，三个儿媳妇都有些不耐

烦了，就剩饭剩菜，冷眼冷语对他。为了填饱

肚子，他只好忍气吞声，持久地劳累、郁闷，加

上饮食无规律，他病倒了。

一天，一位多年不见的好朋友来桃园探

望他，看着草庵里憔悴衰弱的昔日老友，朋友

忍不住落下了泪，经过一番询问，朋友知道了

事情的原由，他给老农出了个主意。

没过几天，三个儿子带着他们的媳妇争

相来到桃园小草庵里，接老农回家疗养。接

到的，笑逐颜开；没接到的，后悔没早来一

步。这以后，老农享受到的是好饭好菜，笑脸

相迎。吃了饭，靠着墙晒暖儿，老农净是夸赞

儿子儿媳。方圆十里八村，谁都知道他有三

个孝顺的儿子和三人贤惠的媳妇儿。好名声

传到了儿媳妇们的耳朵里，他们伺候老农更

周全了。好媳妇们就这样过了好多年，老农

无疾而终。临终前，儿子儿媳跪在他的床前

期望听他最后的交待。大儿子代表兄弟几个

问道：爹呀，人家外人都知道你有十二个宝

匣子，装满了金元宝，你该平分给我们兄弟

三人啊！

老农说：我把宝匣子埋到了桃园里，时间

长了，想不起埋到哪几棵桃树下了，你们只好

挨着翻地吧！反正，就在桃园里！

老农说完就咽了气。

三个儿子厚葬了老农，开始到桃园翻地，

他们日复一日地刨啊，平啊，把整个桃园都翻

得土地蓬松，杂草不存。桃树随之越长越旺，

收成喜人，兄弟们把桃子卖了好价，平分了钱

财。这样闲时翻地找宝匣，忙里摘桃子卖好

价，三兄弟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周围的村民

都夸他们勤劳能干。

一日，老农那个聪明的朋友从外云游归

来，又拐到了桃园。三个儿了都想从他这里探

出宝匣的秘密。他哈哈大笑：当初我和你爹放

出口风，传言你爹有宝匣子，你们竟信以为

真，抢着养活你爹，他才得以安享晚年，临终

前又说宝匣埋在树下，你们翻地找宝，才使桃

子丰收。

直到这时，三个兄弟才恍然大悟，明白了

这场善意的骗局。

这真是：

为了度晚年，才把众人骗。

儿子得孝名，媳妇落惠贤。

翻地为寻宝，桃树收成好。

无意柳成荫，土里生黄金。

摘自彭中彦、常文理主编《汝州民间故事
选萃》

土里生黄金

鱼型灯盏 狗型灯盏 造型各异的灯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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