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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汝窑三足洗现珍藏于北京故宫，高

3.6厘米，口18.3厘米，足距16.7厘米，底部

刻清乾隆戊戌年（四十三年，1778）夏御

题诗一首：“紫土陶成铁足三，寓言得一

此中函。易辞本契退藏理，宋诏胡夸切事

谈。”汝窑三足洗属宫廷陈设用瓷，传世

品仅此一件，无法估其价值。

在我们窑乡世代相传，这件汝窑三

足洗是苏轼创作设计和命名，并由汝州

女窑主梅娘制作烧成。说来还有一段动

情的故事———

北宋嘉祐二年（1057）3月，21岁的苏

轼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从家乡四川眉

州到汴京应试，途经汝州时和家乡卭窑

匠的后人梁梅青奇遇。梅青的先祖是著

名的卭窑匠，因家乡爆发了王小波、李顺

起义，为讨活路来到河南汝州，在汝窑的

故乡定居谋生，成为一代汝窑名匠。

苏轼少时由父亲引领到邛崃看龙窑

邛瓷，曾和随爷爷回家乡祭祖的梁梅青

有过一面之交，梅青赠苏轼一枚汝窑天

青项坠，苏轼送梅青邛瓷武俑一个。十多

年过去了，梅青已是汝窑界大名鼎鼎的

女窑主，人称“梅娘”。

久别重逢，再续瓷缘。梅娘让苏轼看

一件天青釉圆洗：敞口，浅弧壁，圈足微

外撇，胎呈香灰色。通体施淡天青色釉，

釉色莹润，釉面开细碎片纹。外底有三个

细小如芝麻粒状的支烧钉痕。线条柔顺，

造型秀丽，和谐完美。苏轼不胜伸手抚其

釉面，平滑如玉，器表呈蝉翼纹般的细小

开片，釉下有稀疏的气泡，在光照下时隐

时现，如晨星闪烁，在胎与釉的结合处微

现红晕，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

梅青说这件圆洗胎质细腻，在制作

的七十二道工艺中，道道细作考究。它以

名玛瑙入釉，色泽独特，随光变幻。釉如

“千峰碧波翠色来”……梅青说着把圆洗

翻过来让他看：“这件圆洗满釉支烧，器

底有小如芝麻状支钉痕，这和邛窑的工

艺虽有传承，但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特

色———”

“什么特色？”苏轼追问道。

“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辰星稀，

芝麻支钉釉满足。”梅青说道。

苏轼喃喃重复着梅青的话，心里不

禁赞叹道：“真是民间有奇才，草野藏英

雄啊！”

“这是我和丈夫天炎在爷爷指导下，

烧制的一件通灵瓷器，几辈窑匠都难求

啊！我想留下来作为传家之宝，却让汤窑

司给盯上了。苏大哥您帮俺再设计一个

新的圆洗造型，转移一下窑司的视线。”

梅青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说。

“我———能行吗？”

“行，凭着大哥的才识学养和灵气，

肯定能行的！”

苏轼从命，就一个人顺着窑厂边的

章家河散步构思。那件圆洗像青精灵一

样在他的眼前飞翔。那件汝窑极品———

圆洗的造型雅致，端庄凝练，形神兼备，

我如何再能设计出一件足以和她媲美的

造型呢？

苏轼想到了汝瓷圆洗表现在工艺形

式上的美感：和谐、单纯、平淡。端庄的形

体，流畅的曲线，宁静的釉色，优美的韵

律。而她的单纯和平淡，绝不是“淡乎寡

味”。在釉色上汝瓷最讲究细洁和净润，

又更追求奇妙丰富的肌理层次，和“精光

内蕴”的质地效果。在造型和装饰上，汝

瓷圆洗既注重于矛盾中的统一，又善于

从统一中寻求变化，在充满生命的动感

中求得和谐的表现之美。

苏轼如此想着，思路渐开：以泥土做

胎的汝窑瓷器，用单纯的泥土本质，单纯

的手工制作工艺，单纯的天人合一思想，

囊括自然之德，人性之美———这时候，有

三只喜鹊刚好从苏轼头顶飞过，“三只喜

鹊，三只喜鹊！”苏轼紧盯着三只喜鹊喃

喃自语，灵感飞来了———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忽然

想起老子的《道德经》，“天地人之道，从

三数也！”又想起了许慎的《咬文嚼字》。

由滋生万物的“三”，又想到了立国重器

———三足鼎。“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

器也。”其实最早的鼎是用黏土烧制的陶

鼎，后来才有了青铜铸就的铜鼎。不管陶

鼎和铜鼎，都是国家重器，而支撑起国之

重器的是“三”———三只铁足！

苏轼的脑海里忽然蹦出了“三足洗”

的形象：三条弯曲的铁足鼎立，支撑着浑

圆规则的圆洗。他为这个发现激动不已，

忙蹲下身子，捡起一个带棱角的石子，在

一块石板上构图。如有神助，寥寥数笔，

一只极富神韵的三足洗画图在石板上诞

生了……

苏辙和梅青找来时，苏轼的情绪已

稳定下来，围着石板在仔细推敲三足洗

构图的数据比例。梅青的目光只在石板

上一瞥，眼睛都绿了。

“好，好，俺要的就是这种简单明了

的造型，苏大哥太有才气了！”梅青说。

“没有比单纯更能包罗万象，也没有

比单纯更能体现汝窑的美！”苏辙赞叹

说。

苏轼还要给二人解释造型的设计内

涵，梅青搬起石板扛在肩膀上说：“快回

作坊去，我亲自拉坯制作！”

苏辙本是要回避的，可是他又不忍

心失去观看梅青手拉坯制作三足洗的机

会，就陪着哥哥蹲在一边静观。

苏轼说：“洗原是盛弃水之用的，但

《易经·系辞》里却说‘圣人以此洗心，退

藏于密’这说明洗不仅可以作用具涮笔，

洗手脸，而且还可以洗心。君子如有过

失，立即悔过自新，使高尚的品德深藏不

露。君子洗心，退藏于密，故有上部其圆

洗也；吸苍天之灵气，纳大地之精华，怀

圣人之厚德，故有洗之三足也！三足鼎

立，高擎懿德，家之兴，民之盛，国之昌，

尽蕴其中焉……”

苏辙被哥哥的情趣感染，也大发宏

论说：“三生万物，三点成圆，三柱擎天，

三阳开泰，三星高照，三足鼎立———汝窑

三足洗寄寓了儒之深邃，佛之超然，道之

宁静，禅之淡然，天地之谐，万物之序

……”

梅青边练泥边说：“你们肚里喝的墨

水多，说出的有些道道我也闹不明白，但

我就认一个死理：苏大哥设计的三足洗

耐看，耐看的东西养眼就当留，耐看的东

西人见人爱，人见人爱才会永久相传

……”苏氏兄弟深为梅青的大白话折服。

汝窑难烧，十窑九不成。苏轼设计的

汝窑三足洗，在他离开汝州的第三年才

烧制成功。它直口平底，底部分布有5个

细小的支钉痕，三个弯曲形足鼎立。其造

型简洁雅致，制作严格规矩，一丝不苟，

口底清爽利落，口外有一道绕一周的旋

纹，里外施釉，色略淡，开有冰裂片，釉色

光洁莹润，整个器型神韵天成。

大学士苏轼和汝窑匠梅娘联手打造

的三足洗，激活了汝窑界的创新精神，其

他窑系的各个窑口也竞相仿制，汝窑三

足洗一时成了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竞抢

的宝贝。80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汝窑三

足洗被作为经典造型，广为流传。2002年

3月30日，国家邮政局发行的《中国陶

瓷———汝窑瓷器》邮票，三足洗名列其

中。窑乡人为感念苏轼之功，把他设计命

名的汝窑三足洗，更名为汝窑“东坡洗”，

永世纪念，流传至今。

荫王振芳 范随州

离经叛道玉质瓷（上）

我从事汝瓷烧制技艺研究30余年，玉质汝瓷是一次

在纠结与矛盾心境中产生的发明专利。

对汝瓷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汝瓷的典型特色就是

胎色香灰、釉色天青、釉质如玉。为超越宋人，更高层次

地追求汝瓷的如玉效果，我在釉的配方、胎的配方及烧

成制度上做了数不清次数的尝试，遗憾的是，除偶有宋

汝瓷神韵的珍品问世，少有达到本人所期待的珍品满室

的惊喜。深入研究宋代汝瓷，技艺超群的宋代汝窑工匠，

也有“十窑九不成”的困惑。

受绘画作品底色对作品风格、色彩影响较大的启

发，我有意识在胎料配比中调重调淡胎的香灰色，发现

在釉的配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胎色的浓淡对釉的成色

与质感影响很大。在坯料采选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一

种烧成后呈和田玉的白色，有玉石质感半透明状的胎体

原料，经化验其含矿物铁量极小。于是，我大胆拿来尝

试，在白胎上施汝瓷粉青玛瑙釉。第一件试验品“竹韵

壶”在万分期待中出窑，没想到这种偶然的尝试居然有

了出奇的效果，“竹韵壶”在开窑的刹那，呈现出高雅、清

丽，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效果，更神奇的是，用灯光照射

时，竟有可以与高端和田玉媲美的通透感，于是，本人及

设计团体欢呼雀跃，庆祝发明获得成功。

样品放置在作品展示厅，立刻引起大家议论纷纷，

对汝瓷了解不多的人，大都翘起拇指，啧啧称赞。然而，

一些对汝瓷有研究的人，则大都不以为然，甚至招来情

绪激烈的批评：你这东西，改变了汝瓷香灰胎的基因，还

叫传承吗？创新也不能太离谱了呀。在人们的争议中，我

们做了比较理智的选择，先是在2012年2月20日申报发

明专利，同时，试制出了少部分产品，在市场上求得检

验。2013年5月22日获得了专利授权。 （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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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韵壶

什么是井冈山精神，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那个时候，“政治上

官兵平等，进行民主建军，成立了士兵委员会。赋予士兵委员会

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监督，做错事要受士兵委员会

的批评甚至制裁。整编前，官兵生活待遇相差悬殊。整编后，改成

官兵完全一致，军官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很快

使官兵的关系密切起来。”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关系、民主关系。

虽然生活相当艰苦，“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穿的是百家衣。自

己有什么穿什么，没有统一服装。夜里盖的是禾草，脚上穿的是

草鞋。有的同志甚至连草鞋都穿不上，打赤脚。上山下山全靠两

条腿。所有吃的、用的东西全靠两肩挑”。大家是“坚定乐观的”，

“红军官兵斗志昂扬，作战勇敢”。“许多同志英勇献身”。

毛泽东讲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人打断他的话。

据当时接待毛主席的江西省公安厅厅长王卓超回忆：

主席的谈话是一种漫谈的形式。关于井冈山斗争，主席谈到

革命青年在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的作用，说牺牲了一大批

青年人。他特别提到这么几个人，印象很深。第一个是卢德铭。原

话记不准确，大意说：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

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同志牺牲了。他们是一

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是一个很好

的同志，有智慧，能吃苦，在文家市决定进军路线的会上，就是他

有力支持我退入萍乡向罗霄山脉转移的提议。他在芦溪一战牺

牲了。

三十一团党代表何挺颖，原是上海大学学生，北伐时在国民

革命军第八军任团指导员。三湾改编任第一团三营党代表，很年

轻(1905年生)。还有二十八团第一任团长王尔琢，是黄埔一期学

生。红四军成立时，王尔琢任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1928年

7月打郴州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回到崇义。8月，二十八团二营

营长袁崇全和党代表叛变，团长王尔琢前去追赶，士兵们一听团

长喊话，跟着回来。袁崇全从躲着的寺庙出来，掏出手枪打死了

王尔琢，带着几个人逃跑叛变了。当时二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是林

彪，第三营营长是萧克。林彪比较会打仗，被提拔为团长。

还有张子清，参加过北伐，是秋收起义三团第三营营长。三

湾改编时，黄埔一期学生陈浩当团长。1927年 12月，陈浩从茶陵

率部队没有回井冈山，准备投降敌人，张子清和宛希先坚决反

对。陈浩被逮捕后，张子清升任第一团团长。他很会打仗，立场坚

定，1928年春下山接朱德的部队，在酃县战斗中负了重伤。那时

井冈山医疗条件差，有一点药，张子清都先让给战士用，战士们

流着眼泪留给他，他坚决不肯。井冈山的官兵关系，比亲兄弟还

要亲，还要真。人心都是肉长的。革命的理想使官兵上下一致，整

个部队团结得像一个人。1929年 1月，红四军主力下山，张子清

为了不给部队增加负担，主动提出留在山上做辅助工作，调任红

五军参谋长。1930年牺牲在永新。张子清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志，

牺牲时也只有 28岁。

毛泽东那天很激动，他说，一回到井冈山，脑子里重现出他

们一张张年轻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们都是有坚定信仰有牺

牲精神的好同志。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几岁呀！井冈山斗争说到底

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井冈山斗

争高举五四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进一步反剥削反压迫，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井冈山斗争是伟大

的，这些为革命牺牲的青年人是伟大的。

他还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

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

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

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

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

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

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

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

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中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

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

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

样教育提高？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这和我们井冈

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

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毛主席很强调路线，这点给我印象很深。主席结合当年井冈

山的斗争，说了这样一些话。他说，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

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

能简单地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

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

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

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

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

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就要难得多。这个

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看

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

国共产党很远。记得主席一边抽烟一边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

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

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

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

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

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

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

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

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

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主席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承和发扬

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主席像老师考学生一样问我们，

井冈山精神是什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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