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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五年前，小任大学刚毕业，响应号召，到基层去，到一个叫樊古

城村的地方，当一名驻村书记。在小任到来之前，已经有两位学长因为

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落败而逃。第一任大量引进外地的果树，

由于不适应这里的水土，没有成功；第二任开发矿石，事前的考察出了

问题，由于这里是贫矿，没有更大的开采价值，反而将生态环境破坏了，

老百姓怨声载道。

小任偏不信邪，主动请缨，作为党员，责无旁贷，必须当仁不让。当

小任走马上任的时候，其实老百姓是不欢迎的。

小任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来樊古城村的情景。那是一个午后，太阳暖

暖地照着，老乡们三五成群靠在墙边晒暖。见她提着简单的行李，乡亲

们以为她是来旅游的。这里偶尔也会来个把旅游者。有几个大婶走过来

问长问短，其中就有后来待她如亲闺女般的扈大娘，当然是希望她能住

到自己家里去，这样兴许能赚个十块八块的。当大家知道她是来驻村

的，都讪讪松开手，各自走开，留下小任自己。

老百姓实在经不起折腾了。如何在不折腾的情况下，让老百姓得到

实惠、富起来，这是小任主动请缨之后就一直在思考的。樊古城村是本

市唯一一个没有脱贫的村子，是脱贫攻坚的最后一站。这是位于大山褶

皱里的小村庄，周围群山环抱，景色秀丽，是上天赐给的一块风水宝地。

小任坚信，人心齐，泰山移，一定可以攻克最后一块堡垒。

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小任走村串户，翻山越岭，仔细地了解情况，不

时地在本本上记着。当然，村民也有不配合的，耿牛就揶揄道：“前头两

个大男人都成不了事，看你个小丫头片子能成气候？就瞎折腾吧！”小任

只是笑笑，也不辩解。扈大娘身体不好，经常吃药；耿牛有手艺，但不好

好干；银凤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负担重……

这里是伏牛山余脉，重峦叠嶂，林木茂盛，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民

风淳朴，村落依山傍水，古色古香，是一个宜居的好地方。与外面的世

界几乎是隔绝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偶尔有几个驴友也是

来去匆匆的。这是一个养在深山的绝色美人，稍加修饰，就会令人刮目

相看的。小任与几个村委、老党员根据情况，结合实际将村子的发展定

位为旅游。

小任逐步理清了思路。第一步，修路，这点上面很支持。小任来之

前，从市里、县里到乡里得到大力支持，只要能解决脱贫问题，资金没有

问题。很快地，资金到位，连接村里和外面世界的一条宽阔的柏油马路

就建成通车了，并且村村户户都有水泥路、石板路相连。

如何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道樊古城村，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

如何留住外来的游客，小任与村两委会干部商量，一方面加大宣传力

度，另一方面加紧对民居进行改造。在现有基础上，对房屋进行整修、翻

新。小任跟大家说，即使不接待游客，让自己住得舒服些、漂亮些也是应

该的。在这方面村民出奇得一致，十分配合。不多久，一幢幢白墙红瓦、

古色古香的房屋就修葺一新，引进山泉自来水，增加床位，床单被褥簇

新。根据各家的特点，对房屋进行装饰。小任就是学美术专业的，有独特

的审美眼光，根据每家的具体情况，设计不同风格，或童真童趣，或淡雅

清新。市电视台、乡广播站，都在播放有关樊古城村的信息；小任发动自

己的同学、朋友通过微信传播，很快地，樊古城村扬名了，周边城市的市

民利用周末来这里旅游，再后来，外省的游客也慕名而至。随着山货外

出，外面的人进来，村民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啦。

小任意识到目前村民们的富裕并不是真的富裕，这只是借助外力

作用，只是表面上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变输血为造血，激发大家的内生

动力，让村民真正富起来，这是小任和村委干部考虑的重点。此时恰逢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来到村里，小任他们

请老师来给村民做知识技能培训。课程涉及很多方面，有养殖技术，林

木果树栽培技术；有健康养生，幼儿护理；有理发剪裁、修饰打扮等等，

满足不同人的需求，大家学得可带劲儿啦，人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意。见面打招呼就由原来的“你吃了没有？”变成现在的“你今天去学习

没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跟以前明显不一样。

五年里，她跑项目、拉客户，走村串户、翻山越岭，为山货找销路，为

村民找富路，遭遇多少艰辛，经历多少磨难，小任都没叫过一声苦，落过

一滴泪，看到乡亲们真正富足起来了，值了！

根据工作需要，小任要离开樊古城村了。为了不惊扰村民，头天晚

上小任把工作已移交完毕，只跟几位村委干部交代清楚。第二天一大

早，窗户上透过一缕晨曦，早起的鸟儿叽叽喳喳呼朋唤友叫着，小任拉

起昨晚已经收拾好的行李箱，就要出发了。待她轻轻地打开房门，眼前

的一幕把她惊呆了。

门前的空地上，皎洁的月光下，齐刷刷站着全村的男女老少，有年

逾七旬的老人，有刚上一年级的学生娃娃，还有年轻的妈妈，胸前正奶

着娃娃，站着最前面的就是拄着拐杖的扈大娘。小任连忙上前搀着扈大

娘：“大娘，我……”扈大娘：“闺女，啥也别说，知道你昨晚睡得迟，想让

你多睡会；你不想惊动乡亲，可不送送俺们心里过意不去呀！”扈大娘将

手里的一袋东西递过来：“你是心善的姑娘，这是大娘的一片心意，你要

不收，我可就生气了。”大娘的手里，提着一袋颗粒饱满、色泽鲜亮的山

楂，在月光下闪烁晶莹剔透的光。大娘知道，小任为了山里人操劳，风里

来雨里去，不能按时吃饭，脾胃不好。这是大娘花了半晚上的功夫一粒

粒拣出来的。

耿牛从后面冲到前面来，粗声大气：“知道你们有纪律，平时你不喝

老乡一口水，不吃老乡一口饭也就算了，但是今天，你要不收下，就走不

了了。大叔大婶们，你们说是不是？”大家异口同声：“是！”呼喊声响彻

黎明前的山村，惊飞了树上的鸟儿。乡亲们送的都是自己地里种的，树

上结的，这些都是小任带着大家种的，猕猴桃、落花生、石榴、金桔……

把小任的行李车塞得满满当当的。手巧的银凤还将自己亲手绣的香囊

送给小任，叮咛道：“挂在床头上啊！”

小任的眼泪止不住哗哗流下来，为乡村们的淳朴，也为这些年的付

出，即使付出再多也值得啊！她没有擦去眼泪，让泪水尽情流着……

“小任，常回来看看啊！”车轮慢慢转动，小任泪眼模糊，挥手依依不舍地

惜别乡亲。

祝愿汝州越来越好！

过了腊八是小年。孙大娘张罗着想去城里看看儿子和媳妇。前几天他们

电话里说，城里菜价一溜水涨，高得离谱，大葱一斤五块八，螺丝椒七块八，

就连青皮大萝卜也涨到一块四一斤，还疯传着疫情严重，快封城了，一些人

听风就是雨，呼啦一下子一窝蜂似地去市场上抢粮、抢油、抢菜、抢盐，啥都

慌着储存囤积，一时弄得人心惶惶。这事不知道便罢，听说了在家横竖都坐

不住，心里一直惦记着城里打工的儿子，孩子、媳妇两人一月就挣那仨核桃

俩枣，日子过得不容易，若是在山里凑凑合合都过了，可那是花钱如流水的

城市呀。孙大娘连着几夜都合不住眼，满脑子都是儿子媳妇。

腊月初九，山里人都认为这是好日子，喜祥吉利，所以，孙大娘天刚闪亮

就慌不迭地爬起来收拾东西，晚了怕赶不上去城里的早班车。

自己腌制的糖蒜、韭花、萝卜条，一样装一塑料瓶，然后一股脑装进一个

大塑料袋，拿根麻绳缠紧扎好放到一边，脚不沾地又跑另间房里，挑一条大

编织袋装半袋萝卜、半袋白菜，麻利地绑好口绳，这才朝屋外喊：“哎，你是屙

辘轳抖井绳类，去个厕所大半天，人家汽车可不会臊磨着等咱一个人！”孙大

娘一边唠叨一边嘟噜。

孙大娘家住紫云山石梯沟，离镇里汽车站十来里地，要说不算远，就是

路上山高弯多坡陡，开三轮车可不是闹着玩的，老头子七十多的人了，眼拙

手笨，路上不敢跑恁快，所以笨鸟先飞，赶早不赶晚，能使自己等车，到点了

人家车可不等人，她活大半辈子啦就是这火辣子脾气———性急。

老俩收拾妥当准备出发，但刚跨出大门，孙大娘猛地一拍大腿，“看我这

记性。”她推老伴一把说：“拐回去取俩零钱，要不到城里坐公交车咋弄？”

老头子扑哧一声笑了，“真是憨鳖，城里公交车现在不要钱，我去孩子那

几次了坐车都免费，心放肚里走吧。”老头子朝孙大娘背上拍了一巴掌。

“就你能，俺不是没你出门多。”孙大娘嗔怪着扛了下老头子的身子。

到镇上汽车站时日头已露大半个脸，把东方的半边天都染红了。路两边

挤了一堆人，个个抻着头像吊着脖子的旱鸭翘首凝望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孙

大娘老俩慌忙把菜抬着从三轮车上卸下来，抬着放到路边起。抽半支烟功

夫，公交车开了过来，车还没停稳，一堆人就你挤我扛，争先恐后往车里钻。

孙大娘只好等人全上完了这才提着装腌菜的塑料袋挤了上去。车上一年轻

人见了忙起身为她让座，孙大娘不好意思地坐下后感激地对小伙子笑了笑。

老伴见老婆子上了车，这才吃力地把抱着的编织袋硬塞到众人的脚缝里，气

喘吁吁地抹了把脸上的汗，还不忘巴结讨好地对司机说：“师傅，到东转盘时

给老婆子提个醒，别坐过了站。”司机点了点头。

老伴这才放心地下了车，前脚刚挨着地却又突然回身对孙大娘说：“记

着，二路车，免费的。”

“回去吧，看你絮叨成啥。”

到县城也就几十里路，太阳一竿子高时就到了东转盘，有两个热心人帮

孙大娘把菜抬下来放到站牌下，孙大娘感激得正不知说啥好，车已载着年轻

人开走了。

孙大娘站在站牌下踮着脚尖，扒叉着一双老眼盯着开过来的每一辆公

交车，生怕错过去了。心美滋滋的，想着一会就能见到儿子一家人了。

县城的公交车不很多，大约一二十分钟一趟，但开过来没有一辆是二路

车，孙大娘仰脸看看快爬到头顶的太阳，直急得嗓子眼里冒青烟。恰在这时

又开过来一辆公交车停在站牌前，孙大娘看看还不是二路车，她不想再等

了，就想乘这路车去孩子那，不就是花两块钱吗？值啥！她刚想喊车上的人下

来帮忙抬下菜，但一摸口袋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傻脸了。孙大娘顿

时气不从一处来，心里恶狠狠地暗骂起了老头子。

路边有个环卫工见孙大娘在站牌前等时间不短了，瞧她那焦急样子，猜

想她肯定是不知道免费公交停开了，不忍心看着再让她瞎等下去，于是上前

问道：“老嫂子，不常进城来吧？”

“嗯，好几个月啦。”

“啊哦，那您是等二路免费公交吧？”

“是啊大兄弟，来时俺那一口子对俺说十分钟一趟，恁长时间咋一辆都

没见呢？”

“老嫂子啊，疫情现在紧，防守严，为了减少人员流动，避免交叉感染，免

费公交停啦，别瞎等了，去吧，花两块钱坐别的车。”

孙大娘听罢，本来翘首抻着的腰杆子一下子佝偻起来，望望停站牌下放

着的菜，手不由又摸了摸口袋，长长叹了声闷气。

环卫工真切地看见了孙大娘这个无奈的举动，心里顿时明白了一切，他

柔声地问：“这编织袋是你带的吗？分量可不轻呀！”

“从老家给孩子们捎点菜，没想到免费车停开了，可是俺……”孙大娘欲

说又至，显得很是难为情。

“老嫂子俺看出来了，你是出门忘了带钱吧？没事，把菜放这环卫车上俺

送你。”环卫工也不管孙大娘答应不答应，边说边把环卫电动车掉转头推到

站牌下，弯下腰一用劲，满满一大袋蔬菜被抱上了环卫车。“来吧老嫂子，你

也坐上面。”

孙大娘听环卫工这么一说心里正发愁着不知咋办呢，环卫工已把菜搬

到了车上，孙大娘喜出望外，十分感激地望着这个素不相识的环卫工人，不

知道该如何感谢人家。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李晓伟

梦 圆 在 汝 州
●刘勤

偶 遇
●无根的云

一

每种瓷色都有每种瓷色的美，每一种瓷色，都美着自己独特的美。

汝瓷，迷之存在。宁静、祥和、温润、鲜活，浴火重生，张扬着蓬勃的生命力。

汝瓷之美，源于宋代。宋朝是中华陶瓷美学的划时代时期，美学追求的是意

境。汝瓷之美，是“雨过天青云开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是天青、粉青、豆绿、月白，

以及……其釉色滋润，手感如玉，被誉为青如天、面如玉、晨星稀。世有“天青为贵，

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之说。

大道至简，宋朝就是最早的极简。古代美学，到宋代达到最高，其舒逸的单纯，

就是圆、方、素色、质感的单纯。宋朝人用墨画画、烧单色釉瓷器。

她契合了中国文人对美的追求：含蓄、内敛、优雅、深沉。静默成景，意境深远。

汝瓷之色，东方色也，亦是中国色也。与汝瓷交融的各类釉色，无端地就有了

诗情，有了意境，有了旷古幽思之情。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二

恰如今年春晚节目中的国风舞蹈《只此青绿》，一出场便惊艳世人。那高耸的

头饰造型，独特的青绿腰，青青的衣衫，袅袅的舞姿，带我们走进千回百转、峦水叠

翠的《千里江山图》之中。

如汝瓷一般，那一抹青绿淡雅的颜色，让躁动的心瞬间静下来，

那一刻，千年前的大宋朝回来了，青绿的巅峰时代复活了，此所谓绘绝大宋，

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跌宕。

汝瓷追求的是“天工与清新”的境界，它古朴、浓厚、天然朴拙、柔丽静雅，以自

己独特的美倾倒世人。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俯拾千年的历史碎片，聚焦在中原汝州千年古

城，心火点燃了沉睡的汝窑，虽经沧海桑田的轮回，汝瓷，仍在塑造着梦幻般的只

此青绿。在窑炉的煅烧中涅槃，宁碎而不弯，超凡而脱俗。

一千年的岁月静默，当“寥若晨星”的汝瓷浴火重生后，她依旧是保持着一份

恳切的虔诚，从物象审美深入到器物之里，感受其背后的境界韵味，与青绿气息相

通，散发着汝瓷深入堂奥的“大道”。

汝瓷，以一片凉薄，越经烈火煅烧，越经时光打磨，越接近一泓秋水的碧透和

一碧蓝天的抒情。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三

从大街到小巷，总有古瓷窑的遗迹。城以瓷为名，汝瓷是老汝州的灵魂。

走在古城老街，仿佛听到人声鼎沸中有珠落玉盘、凤鸣九天。

追寻汝瓷，如在青绿里行走。

站在窑边，当年的瓷匠和当代的瓷匠们，依然在与匣钵瓷土对话，他们让粗糙

的烟囱散出精致的青烟，闪亮的汝瓷高贵典雅的青绿。

那一双双手和那一双双手里抟出的精神，像水像釉，在洁净的瓷坯上流过，把

岁月的艰辛和想象的丰富，一一留在釉面以下，长成绚丽的色彩，长成多姿的器

型，长成蕴藉的灵魂。

朴质无华的汝瓷，色嫩时，如新竹滴翠；颜老的，如星辰大海。

一片灵动的汝瓷上，葳蕤地流淌着淡雅清新的水墨之色。一只古老的汝瓷花

瓶，那些许的龟裂纹痕，悠悠地闪耀在我们的视线中，凝练五彩斑斓，舒展素净雅

韵，既久经沧桑，又朗洁清纯，如一泓清泉，接天籁灵音。

历史可以在一刻停滞，然后把那个年代如一页薄纸般轻轻翻过，而人们的遐

想却一直荡漾，可以从任何一个细节开始，肆意于所有可以延伸的地方。想想千年

前，古人们身着淡雅素绸，在柔和的烛光中，手执汝瓷美器，对坐茶饮，尽显礼仪之

邦的大气象，中华文明的极致盛美，是多么令人自豪。

汝瓷，历千年而如恒。敲击着古城一隅，瓷音清脆，如乐出天籁。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四

“青”从东方来，从中国千里江山走来，闪耀着青铜、青花器物的古意文明之

光。

而今，在汝瓷之上，她重又绽放在时光里，以美丽的姿态，时尚的色彩，向我们

走来。

汝州，青石路面，青砖黛瓦，青山绿水、古朴清新。汝瓷，言炳丹青、蟠青丛翠、

青史垂名。

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

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

清乾隆皇帝嗜古成癖，尤爱古代瓷器，特别是汝瓷，并亲自为汝瓷题诗。其流

传下来的诗文中吟咏陶瓷的诗作就有200余首，其中多首诗歌就是为汝瓷专门所
题，乃汝瓷的“超级粉丝”。

一如那青绿釉似的汝河水，在汝瓷历史深处的碧波中，把桨荡漾。

流水悠悠，瓷韵悠悠，岁月也悠悠。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五

岁月在行进，许多东西被岁月毁灭，许多东西也可浴火重生。

汝河水绿，春江风暖。青绿如釉，暖似窑火。窑火熊熊，红透了古城半边天。

城北传来风穴寺隐隐的钟声，似在解说禅旨，又似在讲述历史。那和汝瓷一脉

相承的汝水，不媚不俗地淌着，一色青绿的气息从历史的深处汩汩流出，多硬的岁

月都被她流过。在汝州看汝瓷，仿佛看到华夏子民世世代代锲而不舍的灵魂。

“梨皮、蟹爪、芝麻花”。汝瓷，质美蕴蓄、青雅素净、光泽柔和、富有水色。其釉

色淡者如碧空万里，谓之“天青”；深者似雨过天晴云破之处，谓之“粉青”；淡白者

如月辉闪耀，称之“月白”。还有卵青、豆青、灰青、虾青……还会有更多的青。

汝瓷，是以诗歌的比兴的意趣来做瓷。

阳光不老，汝瓷会老吗？

优雅是她的外衣，神秘是她的封皮，千年沧桑为她做了底。古朴睿智为她做了

序，传承创新是一把钥匙，一打开，她就汝瓷青绿，碧空如洗，一碧苍穹。

汝瓷青绿，只此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