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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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瓷之美，千古以来已形成两点共识，一是在于瓷

土细腻，温润如玉，明亮而不刺眼，有“似玉非玉胜似

玉”；二是在于其有如“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釉色效果，把

自然造化中无处直言的色调以诗意般的朦胧意境尽然

呈现。

我作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高级古陶瓷鉴定

师、非物质文化汝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倍感艺术

传承之任重道远，在对陶瓷艺术家在技术传承、磨炼与

坚守中，我看到的、感受到的，最多是在瓷器冰冷的器物

中赋予的满满的温度与内心的赤诚。

我生于汝瓷之乡汝州，孩提时便在汝瓷文化的浸染

中长大，上学时，国营汝瓷厂就在从家到学校每天经过

的路附近，每天总会看到从瓷厂拉出来的很多精美的瓷

器，在盛产特色文化产品的地方，美学教育总会以独特

的方式给人以启蒙。

我对艺术和美的熏陶、启蒙正来自那些美丽的瓷

器。冥冥之中，或许就注定了这辈子要与汝瓷结下不解

之缘。近三十年的历练，我已经把自己和汝瓷融为一体

了。感觉自己与汝瓷每日相伴犹如密友，只要我用心对

她，她便会散发出独特的光彩。心力集中时呈现的东西

非常静，专心做出来的作品也不一样，大家透过作品都

能看到我当时的状态和心绪。把心和汝瓷融为一体的

我，在多年的潜心创作中，也感受到了汝瓷带给人的禅

意和人生哲学。

二十多年前，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全身心地投

入到汝瓷的创作中来，独立出来的我，大胆遵从心的理

解、思考和感受，结合娴熟的技艺，不断创作出让人心仪

的精品。

汝瓷的釉色以天青为基调，非常有内涵，釉色的深

浅变化，青色和绿色的色值不同都会有不同的意境，即

便是很细微的不同。所以在对釉色和器型的把握上，我

通过捕捉时代文化、社会题材，将反映时代特色和文化

内涵的元素融入到作品的创作中，让传统技艺在符合当

下的社会题材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多年来，我秉承了‘做精工艺 做足文化’的核心，

心手合一，踏实而笃定。

我有个心愿，不仅要做一个陶瓷艺术家，更要做一

个“陶瓷艺术的思想者”。 （六十五）

荫王振芳 范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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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3月 16日，笔者在固始县政协文史委主

任吕欣凌、三河尖镇党委委员汪炜陪同下，

考察三河尖古镇历史文化，惊喜地发现了陆

军第四十五师师长临汝戴公端甫德政碑。在

异乡的土地上，亲睹当地民众为家乡人树立

的德政碑，这意外的收获让我倍加高兴和激

动。

据《固始县志》记载：“三河尖”，地处固

始东北部，民国初期，商业贸易兴盛，上市人

口常达 4万多人，故有“小上海”之称。德政

碑屹立于三河尖镇遗址上的一个高岗上，两

层砖砌碑座高约 1米，中间镶嵌一块匾额，是

新 立 此 碑 时 所 为 。 文 曰 ：“ 戴 民 权

（1891-1940）名正，字端甫，河南汝州人。国

民党高级将领，抗日英雄。曾任国民革命军

第 45师师长、第 39军副军长、豫南游击队第

五纵队司令。1940年 5月在抗日阻击战中壮

烈殉国，时年 48岁。戴民权功德碑得益于黄

郢村黄海堂、顾长芬二位老人悉心保护，留

存于世。”整座石碑被钳进砖砌的长方形（上

方为拱形）保护墙中，巍峨高耸。

我们通过初步丈量，碑高 2.85 米，上宽

87公分，下宽 85公分，碑身厚约 20公分，整

体为长方形，顶为半圆形。石碑从中间断为

两截，虽经衔接立起，但腰身右首下边脱落，

留下两公分大小的豁口。碑文中间的大字

是：“陆军第四十五师师长临汝戴公端甫德

政碑”。立碑单位分别是中华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驻三河尖镇：河南省盐务收税总局

三河尖分局、中央税警团第一分团。立碑者

分别是：河南省盐务收税总局三河尖分局局

长陈三寿、税警第一分区区长徐桐石；固始

县三河尖商会主席钟瑞生及商界代表□（此

处石碑有残缺，碑文损坏）东修；绅界代表沈

云台，农界及工界代表黄弼臣，学界代表□

□（此处石碑有残缺，碑文损坏）；监利县县

长商城、鄂城县县长张友伊联合为其撰文；

三河尖商会书记沈望斋为其书丹。

碑不能言，却透出了巨大的信息量。它

详细记述了当时三河尖座落位置、管辖隶

属、繁华盛况及戴部在三河尖的作用等内

容。虽然此碑距今已 85年，历经繁华风光、沧

桑磨难、天灾人祸、文革动乱……能保存到

今天，足见古镇人的文化情怀和文物保护精

神。斑驳的碑文，仿佛向后人述说和见证着

当年三河尖的繁华、历经的风雨磨难、时代

的风云变幻等近百年的悲壮史。撰文者文笔

扬葩振藻，旁征博引，娓娓道来；书写者笔力

苍劲雄健，一气呵成，汪洋恣肆，让人深为叹

服。站在碑前，不啻在鉴赏品读一篇赏心悦

目、字字珠玑的妙文佳作；又是在领略一幅

名家高手的书法艺术珍品。

二

当日，由于行程安排很紧，未能抄录碑

文，甚为遗憾。恋恋不舍中离开遗址时，又在

石碑对面坍塌房屋的木门上发现一首《残碑

缘》的打油诗，“淮河渔叟真执着，多次驱车

赴三河。利用放大来辨认，认真研究细琢磨。

戴君长眠九泉下，含泪感恩心中乐。时间已

过八十载，还遇贵人写颂歌。王建国，2018.3.

29”见我疑惑不解，吕主任告诉我，“淮河渔

叟”乃固始县政协委员、文史学者姜忠，数十

年来致力于三河尖镇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整

理……我急于拜会姜忠老师，热心的吕主任

用电话联系，可惜未果。

夜宿在蚌山村干部汤殿臣家，久不能

寐，索性起床叫上主人一起拜见该村小学退

休校长丁德有。汤殿臣是姚金成老师介绍给

我的当地朋友，热诚勤快。丁校长通过他的

学生———姜忠的妹妹，终于联系上了“淮河

渔叟”。不巧，他出差上海了。

翌日，在汤殿臣的引领下，拜访黄郢村

支部书记于立江，他是保护石碑和二次立碑

的当事人。于立江明白了我的来意后立马放

下手头的事情，跟我们一道驱车赶往三河尖

遗址。路上，于立江告诉我，石碑原来立在老

庵庙前，后来被人垫在三河尖仓库西南角的

涵洞上，直到 1974年，村民扒石头卖给窑场

烧石灰被挖了出来。

黄海堂老人得知后半途把石碑拦截下

来，动用 8个棒劳力，把石碑抬到自家门口保

护起来。2016年初春，镇文化部门发现此碑

后，奖给 42年来一直保护此碑的黄海堂夫妇

1000元，并安排于立江把石碑挪到他家门

口，由其父亲于家勋负责看管。同年 5月 25

日上午，姜忠、雷鸣春、李顺海、朱学炜一行

五人专程来到于家勋家拍照、录像。同年 6

月 10日上午，气温高达 32度，姜忠邀几个好

友，带着纸、笔、刷子、颜料、尺子、放大镜，再

去考证这碑文。迎酷暑、顶烈日，逐行斟酌、

逐句辨识、逐字推断，一一抄录。不久，碑文

公布于世，古镇哗然。2017年 10月，在镇政

府的重视支持下，石碑被运往三河尖古镇遗

址二次竖起。

我再次站在古镇遗址高大的石碑旁，为

三河尖一代代人保护石碑的义举所深深打

动。在感慨中逐字逐句辨认并抄毕碑文，已

时近中午。我提议要拜见保护石碑的功臣黄

海堂夫妇。于立江说黄海堂老人去年已经去

世，老伴顾长芬健在。我们连忙赶赴回村，谁

知老人去安徽住闺女家了。我虽为未能见到

老人而惆怅，但碑文的内容却印在了脑海。

三

返回汝州，疾书此文。现将“淮河渔叟”

白话陆军第四十五师师长临汝戴公端甫德

政碑碑文附录于后：

三河尖位于淮河之滨上游，是安徽、河

南两省交界的水运交通枢纽，分成东西两

岸，依淮河为界，由两省共同管理。东岸属六

安（英是六安的古称）霍邱县管辖，西岸隶属

固始县，过去号称重镇。当时镇子上非常繁

华，河里的桅杆像树林一样密集，街上商店

林立，排列整齐。

1932年春夏之交，连降暴雨，三河尖被

大水淹没，镇子上可以行舟。放眼望去，水中

到处是等待救援的人。大人孩子，只能在高

地上避难或者借船和楼房逃生，洪水滔天，

大麦小麦淹没。夏天很快就过去了，大水逐

渐退去，路上到处是饿死的人，存活的人脸

上全因吃野菜而呈菜色。哀鸿遍野，哭号满

地。极目望去活着的人都是长期营养不良、

在水中长时间浸泡的难民，是许许多多无家

可归的人。这时，家家户户的烟囱几乎都不

冒炊烟，祈祷老天爷也不灵验，从春天到秋

天都伤心悲惨。当时的惨状就是通晓绘画、

技巧最著名的画师，也不能描绘出的凄惨人

间悲剧。

戴师长当时驻扎在固始县城，在维护地

区局势，保持地方平安之余，念念不忘抚育

三河尖的老百姓。饷捐巨款和大宗的面粉，

经过请示上级，减免赋税。这些面粉当时都

是溯淮而上到达三河尖的。同时征聘城乡公

正士绅，设立赈济组织，调查老羸妇稚，不得

滥报数字，按人口计发面粉……（此为断处）

赈务还没有完成，疾病又开始蔓延，戴师长

筹集药物，不惜药物珍贵，控制疾病，阻止蔓

延。招揽中西医术人士，联合起来，亲自过

问，药到病除，没有因为灾后大疫而死人的

事情发生……水患和疾病时至今日得以控

制，老百姓都在口口用童谣传颂，戴师长和

乐平易的美德怎么能到达这样的地步啊？沐

浴在恩德之中，庇护在恩泽之下，如同饮食

一样养育黎民百姓。

当年秋天，突有悍匪万余人入攻三河尖

……烧杀淫掠，离三河尖近在咫尺，且扬言进

占三河尖。老百姓非常恐惧，相向而泣，只能

坐以待毙。消息传到固始，戴师长为了招揽人

才而操心忙碌，废寝忘食，礼贤下士，求才心

切，不分文武，优先启用……匪犯南岸，戴师

长不卸征衣，指挥若定，分遣劲旅迎头痛击，

斩获无数，匪乃大奔。南照集之匪畏惧戴师长

威武，狼狈地夜里逃跑了。这场战役也显示了

戴师长神武不测，三河尖人则交口称赞……

戴师长关心党国，关心百姓疾苦，戴师长的恩

德福及万民。不仅三河尖一隅得到恩惠。

特就戴师长救灾防疫，扶危济困，救老百

姓于水火，过上安定日子，为表达三河尖百姓

祈愿戴师长添福禄，增仁寿，彰显戴师长功

绩，特立碑就是为了备他日战史资料，兼作后

人循良的镜子。美好盛大啊！这样的功勋只有

古代襄阳遗爱羊叔子（羊祜，别名叔子。著名

战略家、政治家和文学家，西晋开国元勋。屯

田兴学，以德怀柔，深得军民之心。）岘首（山

名，即湖北襄阳县南的岘山）齐名，元老壮猷

马文渊（马文渊即马援，东汉扶风茂陵———今

陕西兴平东北人，一生立下许多战功，人称伏

波将军。他有句名言：“大丈夫应战死沙场，

用马革裹着尸体还乡”）铜标比美，后生辉映，

不让前贤……

发现临汝戴公端甫德政碑
●彭忠彦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标志着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坚定地走上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关系揭开了新的篇章。

早在 1944年 8月 17日，毛泽东就在中共党内提出建

立联合政府的设想。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主张正

式提出后，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和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

照，立即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

人士纷纷集会，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拥护中共提出的建

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彻底转

向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斗

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 1月 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

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

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毛泽东决定用发

布口号的方式来表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

治意图，于是亲自起草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4月

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

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

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一经发表，就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第

二天，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即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

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

必须的途径”。“五一口号”发布后，当年 8 月至 1949 年

8 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经上海、香港党组织周密安排，

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

和华侨代表陆续从香港及国民党统治区到达东北解放

区的哈尔滨、华北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李家庄，参与新

政协的筹建工作。

1949年 9月，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

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宗

教界、海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的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新政协

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的正式确立，掀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历史篇

章。 （市委统战部李朝霞、陈娅佩整理）

“五一口号”的由来

做个陶瓷艺术的思想者

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山西省昔阳县教给我们的，以

后又有浙江省的几个材料。又说，不经过 1958年到 1960年的

经验教训，是学不会建设的。

毛泽东说，多年提倡下去调查研究，就是不下去。搞了多少

年工业并不知道什么叫工业，不懂机器，不懂设备，怎么行？

毛泽东说，工业、基本建设不能太急，（年产 100万吨以上

的煤井过去一般要六年才能建成）现在四年、五年建成，这就算

是多快了，太急了不行。你逼得厉害，他就要弄虚作假。

毛泽东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者必须结合。

只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而不抓阶级斗争，人的精神面貌不能

振奋，还是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只搞生产斗争，不搞

科学实验，行吗？只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说

拥护总路线，结果是假的。

26日和 27日，毛泽东连续两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

谈到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但他更多

的是谈到赫鲁晓夫的问题。

毛泽东说，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的贺电，还考

虑到一种可能，就是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上来的人有可

能比赫鲁晓夫好，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比他坏的可能性更

大。所以要拉赫鲁晓夫一把推迟中苏分裂。会上还讨论继续评

论苏共《公开信》的问题。“八评”的稿子毛泽东已经看过了，也

基本定稿，只须在文字上再斟酌一下就可以发表，并且考虑在

月底发表。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

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泽东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

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

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

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现在要做准备，到时候再说。

毛泽东最后还说，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

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贺信要用

四个人的署名，这是党、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联合贺信，用

毛、刘、朱、周四个人的联名签署。

3月 27日晚，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视察。

28日凌晨 l时 40分，专列途经邯郸。

下午 2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应他之邀在此等候的山西

省委负责人陶鲁笳、阴发祥，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刘子厚及保

定地委负责人陈子瑞，石家庄地委负责人康修民，衡水地委负

责人赵树光，邢台地委负责人刘琦，邯郸地委负责人庞均，邯郸

市委负责人刘英等十多人开“四清”工作座谈会。主要听取山西

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汇报。

毛泽东招呼大家坐下，说：“鲁笳同志，你先谈点情况吧。”

陶鲁笳汇报：山西全省从去年 12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

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

毛泽东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

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陶鲁笳汇报：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

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

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

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

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

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

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

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

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

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有人汇报：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

毛泽东表示：革命要革到底。农村“四清”要讲质量、品种、

规格嘛，要验收，不能只讲数量出次品，出了次品要重新来，要

搞好搞透。紧了不行。我说的是至少三年到四年，是从去年 5月

算起。因为 5月以前，还没有第一个十条，不能算。第二个十条

是去年 11月发出的。今年搞一年就取得了比较完整的经验。现

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 50％到 60％，明年

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

“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

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

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未完待续）

·连载·

戴公端甫德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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