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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洞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凤

凰山，系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亦

即“南宋修内司官窑”，于1996年被

发现。修内司窑建于南宋早期，距北

宋灭亡不久，因为与汝窑关系密切，

甚至说有北宋带去的汝窑工匠。两

窑具有许多相似之处：（1）性质相

同。汝窑为北宋宫廷烧制瓷器，老虎

洞窑为南宋宫廷烧制瓷器，同为官

窑性质。（2）产品种类基本相同。两

窑生产的瓷器种类除大量的生活用

瓷外，还有不少器物是供陈设赏玩

的，如花盆、花瓶、薰炉等；有些是做

祭祀礼器用的，如碗、盘、洗、碟、盏

托、套盒等；三足鼎、鬲式炉、兽首

环、耳壶等则为仿青铜礼器。（3）釉

色造型类同。两窑均为烧造青瓷的

窑口，釉成乳浊，半失透状。汝窑以

天青为主，亦有粉青、月白、卵青诸

色；老虎洞窑则以粉青、米黄为主，

大部分釉面开片，开片又同为冰裂

纹和鱼鳞纹。两窑的产品造型基本

相同，如洗、盘、碗、鹅颈瓶、板沿盆、

套盒、盏托、三足尊等。老虎洞窑有

不少器物与汝窑毫无二致，俨然出

自一个工匠之手。（4）窑具和支烧工

艺相同。两窑窑具大同小异，最常见

的是带有5个支钉的圆形薄饼状支

烧，也有不少圆形垫饼和垫圈。外装

具主要是筒形平底匣钵，另外还有

束腹空心支柱。两窑瓷器同为两次

烧成，第一次为素烧坯体，待施釉后

再入窑烧成。不少器物为外裹足支

烧，通体满釉，惟圈足底部留有支钉

痕迹。

然而两窑内所处位置和自然条件

不同，尽管使用同样的工具和方法，也

难烧出完全相同的产品。比如，产品的

胎釉就有差异。老虎洞窑瓷胎颜色较

深，胎体都呈灰褐色，而汝窑则呈香灰

色；老虎洞窑的釉呈较深的青色，而汝

窑的釉色较浅，呈天青、粉青等，同时

不见米黄色。产品种类虽大多相同，亦

有少数不同，且老虎洞窑不重装饰，而

汝窑除宫廷用瓷外，民用瓷装饰繁多。

烧制工艺上也有少数不同，汝窑产品

上支钉痕小如芝麻，而老虎洞窑的支

钉偏大，呈圆形。对残次品的处理方法

亦有不同，汝窑是将残次品打碎后，就

地掩埋，而老虎洞窑则是将残次品打

碎后，有意识地挖坑深埋，以避免向外

流失。 （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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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二○二○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二

○二○年只有三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

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三年后如期

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

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

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

意义的伟业。

———《二○一八年新年贺词》（2017年12月31

日），《人民日报》2018年1月1日

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

幸福美好的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

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特别是在深度贫困地区，无

论这块硬骨头有多硬都必须啃下，无论这场攻坚

战有多难打都必须打赢，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

———二○一八年春节前夕赴四川看望慰问各

族干部群众时的讲话（2018年2月10日至13日），

《人民日报》2018年2月14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任务，作出一系列

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脱贫攻

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

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新

篇章。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

话》（2018年2月12日）

脱贫攻坚成效巨大，但面临的困难挑战也同

样巨大，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依然不少。行百里者

半九十。要清醒认识和把握打赢脱贫攻坚战面临

任务的艰巨性，清醒认识把握实践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不放松、不停顿、

不懈怠，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挑战认识得

更到位一些，做好应对和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准

备。

———《在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

话》（2018年2月12日）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保障和

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实现全体人

民共同富裕在广大人民现实生活中更加充分地

展示出来。

———《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3月20日），人民出版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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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宽为限，紧用功，功夫到，滞塞通。心有疑，随札

记，就人问，求确义。

———《弟子规》

【释义】读书计划要宽松，但用功要加紧；工夫到了，

学问自然就通了。不懂的问题，要随手记笔记，有机会随

时向良师益友请教，求得确切含义。

【感悟】自我加压，求真务实。

151.房室清，墙壁净，几案洁，笔砚正。

———《弟子规》

【释义】房间要清洁，墙壁要干净，书桌要洁净，笔墨

摆放要端正。

【感悟】学习环境，必须整齐洁净。环境影响心情，心

情影响人生。

152.墨磨偏，心不端，字不敬，心先病。

——《弟子规》

【释义】墨磨偏了，说明心思不端正，字写出来不工

整甚至歪歪斜斜，说明心浮气躁。

【感悟】心不端正，字不工整。心不在焉是干不好工

作的。

153.列典籍，有定处，读看毕，还原处。

———《弟子规》

【释义】典籍要排列有序，并有固定位置，读完之后，

要放回原处。

【感悟】读罢典籍，放归原处。学习有条理就出好成

绩，工作有条理，离成功就不远了。

154.虽有急，卷束齐，有缺坏，就补之。非圣书，屏勿

视，蔽聪明，坏心志。

———《弟子规》

【释义】即便是有急事，也要把书本收好再离开，一

旦发现有缺损，就要及时修补。不良书刊，应摒弃不看，

否则蒙蔽智慧，还会坏了心志。

【感悟】爱护书籍，珍惜知识。好的员工，就懂得珍惜

自己的工作。

155.勿自暴，勿自弃，圣与贤，可驯致。

———《弟子规》

【释义】遭遇困难挫折，不要自暴自弃，圣贤的境界

虽高，但是循序渐进，还是可以达到的。

【感悟】只要学习，圣贤可致。方法总比困难多，世上

无难事只怕肯攀登。不怕板凳冷，就怕不努力。

156.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

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

———《淮南子》

【释义】君子不认为小善不值得做而舍弃它，积累小

善才能成为大善；不认为小不善无伤大雅就去干，因为

小不善积累起来就是大不善。所以君子常常反省自己，

不因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

【感悟】不因恶小而为之，不因善小而不为。“小善”、

“小恶”其实往往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小和大是相对

的，但善与恶却是绝对的。再小的善也是善，再小的恶也

是恶。善是一种循环，恶也是一种循环。美好的生活在我

们的点点滴滴中创造，在持之以恒中延伸。我们要从小

善做起，开启一扇善门，并将小恶挡在门外。

关于汝州药师寺，现存的六部汝州旧志

中，除清乾隆间《汝州续志》外，其他五部旧志

都有记述。明正德年间《汝州志》、明万历年间

《汝州志》、清康熙二年《汝州全志》、清康熙三

十四年《汝州全志》，众志一词，皆在“寺观”类

目下列有“药师寺”条目：

药师寺 在州东南四十里，元至正年间

建。

既然五部方志都有载述，可见这药师寺

应该不算太没有名声。那么它的具体方位在

哪里呢？

近日查阅清乾隆年间重修《宝丰县志》，

其中在“山水”类目下列有“湖浪山”条目：

湖浪山 县西北四十五里赴汝州大道，

土人呼“虎狼”，语音之讹，实亦三堆山也。

“浪”，平声。任砚庄诗：“湖浪开佛寺，汝水濯

云苍。”西二里有药师寺。

由此可知，药师寺应该位于湖浪山，即今

虎狼爬岭上。三堆山（湖浪山）起于宝丰县官

家衙村西一里许，逶迤而西，进入州境后西去

二里，正好在当时军屯村落———杨起营（后改

为杨其营村）南二三里的地方，方向恰是汝州

城的东南方。另外，道光《直隶汝州全志·卷之

四》“沟渠”类目下列有“杨家渠”条目：

杨家渠 州东南四十里，杨起营。

都是在“州东南四十里”处，这证明药师

寺与杨起营村是在同一个地方。

笔者又在汝州市民政局、河南省地图

局2017年编制的汝州市政区图上，用尺子

量了一下，从城东关到这里的直线距离是

20.1公里，与古代方志中说的“四十里”基

本吻合。而那里也正好有一古寺院遗址，

19世纪50年代后期，杨其营人曾在此处挖

出不少砖瓦、条石等物，且遗址附近的一

条坡沟就叫寺沟。依古代方志和当地人所

述，药师寺就应该坐落在那里。不过据杨

其营村人说，此寺不叫药师寺，而是叫药

水寺，也有人说叫药草寺。并说，该寺建成

后，寺外形成了闻名遐迩的药草贸易市

场，方圆数百里的药材贩子都蜂拥而来赶

“药草会”。

笔者认为，既然志书上称其为药师寺，应

该是准确的。至于为什么当地人称“药水寺”

“药草寺”，大抵有两个原因：

一是建寺的由头。传说古时候村里一位

又贫苦又丑陋且生着满头烂疮的凤姑娘，在

湖浪山上遇到一位采药老人（药王爷）。老人

指点她采山药，喝泉水，一年过去，人吃得胖

胖的，头上的疮疖全部结痂脱落，一头黑发似

瀑布一样，浑身脱了一层皮，长出细白粉嫩的

皮肤，丹凤眼清亮惹人，鹅蛋脸白里透着赤

红，漂亮极了。后来人们鸠工修建一座药师

寺，以纪念药王爷。因凤姑娘喝泉水疗疾痊

愈，所以不识文断字的老百姓就叫寺为“药水

寺”。寺成后，这里很快成为中草药的集散地，

一年一度药草大会，闻名百里。

二是长期以来大多是文盲的老百姓的口

误所致。正如康熙二年《汝州全志·古迹志》中

所说，本来是贾复城，没有文化的群众按谐音

讹说成“寡妇城”；也正如群众按谐音把“落花

生”讹说成“老鸹生”一样。

然而，若认定此处即药师寺旧址，问题又

出现了。因为距此处仅十来里之远的杨寨东

村，也有一个药师寺旧址。1960年小屯人民公

社编纂油印的《小屯乡志》中说：

药师寺———位于东村。不知哪朝建筑，传

说有房七十余间。庙院很大，有很多老和尚，

霸占着大部分土地，压迫人民。现在有房子四

十余间，解放后杨寨小学设此。

看起来东村的药师寺也不是空穴来风，

的确存在。

但根据古代方志记载，可以认定州志记

述的药师寺，不是东村的药师寺，而是杨其营

岭上的所谓药水寺或药草寺。理由有三：

一、乾隆《宝丰县志》中指出药师寺是在

湖浪山上，而不是在汝河岸边的某一个地方。

而“药水寺”恰好在湖浪山上。

二、从方向上说，古代汝州志书中说的是

在“州东南”，而杨寨东村虽然从市区看为正

东偏南，但在道光《直隶汝州全志·卷之三·村

庄》记述中，把包括杨寨在内的、含8个村庄的

安乐里下牌的方位，记述为“正东乡”，而不是

东南乡。而“药水寺”恰好位于州城的东南方

向。

三、汝州清代名人任枫（字砚庄）的诗云：

“湖浪开佛寺，汝水濯云苍。”也证明佛寺———

药师寺建在虎狼爬岭上，而不是在位于平原

的地方。

据传，位于湖浪山上的药师寺，后来毁于

大火，时间大约在清末1840年以后，因为1840

年出版的《直隶汝州全志》并未提及该寺院焚

毁一事。

杨其营村的老人们说，“药水寺”被烧毁

后，就迁往他处了，同时闻名遐迩的药草盛会

再也兴不起来了。

如此推断，原来的药师寺焚毁后迁到了

杨寨东村，另建寺院，也不是没有可能，不过

也只是推断罢了。但应当肯定的是，历部汝州

旧志中记述的药师寺，就是位于杨其营村南

边虎狼爬岭上的“药水寺”。也就是说，湖浪山

上的“药水寺”本就叫药师寺，它修建于600多

年前的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8），于1840

年以后焚毁，后来迁往何处，尚有待进一步探

索和考证。

汝窑与老虎洞窑

在播放录音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将林彪的

讲话稿印发给大家，到会的人都鼓掌，表示支

持。周总理要我去请示毛主席。散会后，汪东兴

报告毛泽东了。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

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毛泽东还嘱咐说。

讲话稿要由林彪审定后发。汪东兴将毛泽东的

指示立即用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你

抓紧办理，先印出清样，送常委审阅。”汪东兴

让王良恩去林彪处取讲话稿，他没有拿来，25

日又去拿，还是没有拿来。

上午散会时，陈伯达在礼堂门口塞给汪东

兴一份材料，对汪东兴说：“这份材料请打印5

份。”汪东兴问：“你是要发给常委吗？”陈伯达

说：“是。”汪东兴见要打印的材料是几条语录。

考虑常委看完后，可能要发给政治局委员。就

交代会议秘书处打印20份。

这份材料后来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

作（黄永胜当时留在北京）。但在军委办事组成

员中，却不送给李德生。

这天上午，叶群同吴法宪等商定采取统一

行动：各组讨论时，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邱会作要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

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天才”语录；要

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

强烈煽动要“揪人”。

下午，各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

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各组带头发

言。他们在同一时间，引用同样的语录，按照事

先商量好的统一口径，大肆煽动。

下午3点钟，陈伯达到华北组参加讨论。他

到会场时，有一位同志正在发言。主持人打断

了这位同志的发言，请陈伯达先讲。陈伯达说：

“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

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

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

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

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

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

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

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

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

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

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

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

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

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

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

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

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

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在插话中还说：“有

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

得跳起来了。”

当时汪东兴也参加华北组的讨论。陈伯达

讲的一口福建话，别人听不懂，能听懂的同志

替他作翻译。他讲到“欢喜得跳起来了”时，还

动手动脚地比画着。

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

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

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

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

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

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

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

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

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

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

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

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

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

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

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

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

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

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

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

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

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

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

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

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

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

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

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

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

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

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

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

主席、林副主席。”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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