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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线条简雅，纹彩风流，解码文化。

这幅图，出自汝州，见证历史，惊艳世界。

说它是人类的第一张画也不夸张，经专家用碳十四测定，它

是原始社会仰韶文化时期的产物，距今已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
这幅生动粗犷的鹳鱼石斧图，唤醒了华夏先民爱美的萌芽，在我

们不曾细究的线条纹样里，流淌着先人对家国的质朴祈愿，深藏

着中国美学与文化的密码。

中国为文明古国，辉煌的历史源远流长，有着上下五千年的

美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国的文化一直都领先世界，被称

为东方文明古国。

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文化类型，分布在

黄河流域，以渭水河谷为中心，范围大概在今天的甘肃省到河南

省之间。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持续

时间大约在2000余年，大概存在于7500—5000年前。今天在中国
已发现上千处仰韶文化的遗址，其中以河南省和陕西省为最多，

是仰韶文化的中心。在各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出土了大量的彩

陶，因此仰韶文化又被称为彩陶文化。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9年出土于我市（原临汝县）阎村，是
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
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
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
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

陶画。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2003年被国务院确定为64件不
可出国展出的珍贵文物之首。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类型，其外表呈

红色，作直壁平底圆筒状。陶缸外壁有彩绘一幅。画面左侧为一

只站立的白鹳，通身洁白，圆眼、长嘴、昂首挺立。鹳嘴上衔着一

条大鱼，也全身涂白，并用黑线条清晰描绘出鱼身的轮廓。画面

右侧竖立一柄石斧，斧身穿孔、柄部有编织物缠绕并刻划符号

等。白鹳的眼睛很大，目光炯炯有神，鹳身微微后仰，头颈高扬。

鱼眼则画得很小，身体僵直，鱼鳍低垂，毫无挣扎反抗之势，与白

鹳在神态上形成强烈的反差。

整幅图内容分为两组：右边画的是一把竖立的装有木柄的

石斧。石斧上的孔眼、符号和紧缠的绳子，都被真实、细致地用黑

线条勾勒出来。左边画的是一只圆眸、长喙、两腿直撑地面的水

鸟。它昂着头，身躯稍微向后倾，显得非常健美，嘴上衔着一条大

鱼，面对竖立的石斧。

为表现鹳的轻柔白羽，作者把鹳身整个涂抹成白色，犹如后

代中国画的“没骨”画法；石斧和鱼的外形则采用“勾线”画法，用

简练、流畅的粗线勾勒出轮廓;斧、鱼身中填充色彩，犹如后代中
国画的“填色”画法。这幅作品已经孕育了中国绘画传统艺术表

现手法的两种基本形式—勾勒和没骨。所以，有学者认为它是中

国画的雏形。

这幅图像不仅具有初步的绘画技巧，更有了一种物象间的

逻辑，也就是说，这幅图像不仅是为了装饰，而是有意识地用不

同形状的线条和不同的颜色去模拟一个物象，然后通过对物象

的排列组合，来传达一种特别的含义。

在人类绘画史上，这幅《鹳鱼石斧图》不仅反映了人类童年

绘画萌芽时期的艺术风格，已经具备了中国画的基本画法，应当

是中国画的雏形，而且以其宏伟的气势，体现了中国史前彩陶画

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它是仰韶文化的杰出代表作，标志着中国

史前绘画艺术由纹饰绘画向物象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中国史前

绘画艺术家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思想。

从民族艺术而言，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也充分证明了中国

先民很早就成功掌握了点、线、面的艺术表现方法和绘画法则，

整个器皿和构图展示出一种较强的民族时代精神与艺术魅力。

从科学角度而言，先民很早就能够利用黏土，经水湿润，塑成一

形状，彩绘加工，干燥烧成，整个工艺流程掌握得既熟练又恰到

好处，展示了先民开发大自然，利用化学变化创造发明的科技水

平。

先古时期，汝海汪洋。由于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是在我市阎庄

村出土，而阎庄村在考古界也很出名，这里出土了很多有价值的

文物，品种极为丰富，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的农业很发达，因为这

里出土了不少农具。除此之外，还出土了不少的石网、鱼叉等文

物，这也就说明当时的人，在捕鱼业也很发达，先民已经有了捕

鱼为食的能力。

从这几点看来，就可以对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上画的鸟，认定

为帮助人类完成对鱼捕捉的鹳鸟，其嘴里叼着的鱼，正是它捉到

的鱼，旁边的石头斧子则代表了农耕，两者组合起来，就代表了

我们的先民赖以生存的两种主要方式。

同时，有学者认为，在当时的人类，很可能是以鹳鸟为一种

图腾，之所以画上了鹳鸟，是对图腾的一种祭拜，而旁边的石头

斧子也不是农具，而是他们首领带领他们与外族打仗，并且打了

大胜仗，在给首领下葬的时候，画上了部落的图腾和他的武器，

表示对首领的崇拜。

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存在是在人去世

后盛放的器皿，而这款鹳鱼石斧图彩陶缸的器皿显然与众不同，

它一定是盛放当时尊贵的首领下葬，上面的画是为了彰显地位。

图像往往都是出现在某一个物品的表面。因此，理解绘画图

像，要和承载它的那个物品一起来看待。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上的

鱼、鸟、斧如果是画在葬具上，因此一定与死亡有某种关系。考古

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装饰着特殊图画的瓮棺，其墓主人一定身

份非凡。斧头代表权力，据推测应是一位原始部落酋长的葬具。

因此，这幅图则象征着他生前的丰功伟绩。

在氏族社会时期，鸟和鱼常常被氏族部落作为图腾加以崇

拜，成为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符号。因此，鸟和鱼可能分别代表

不同的原始部落，衔着鱼的鹳鸟明显是胜利者，应该代表酋长自

己部落，而鱼则是代表敌对部落。在酋长的带领下，鹳部落打败

了鱼部落，所以鸟以胜利者的姿态叼着鱼。如此一来，这便堪称

是中国最早的一幅纪念性的政治画了。

同时，这幅图是原始社会图腾文化产物，表达了“鸟”部落对

“鱼”部落征伐和功绩的原始文化意指。及至两汉，其内涵已被赋

予了镇墓避凶、死而复生、阴阳复合等特殊文化意指，成为汉画

像石中常见题材，映射了两汉时期天地人神观念和抽象哲学思

想。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价值极高的稀世国

宝，它的价值在美术历史领域也一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鹳鱼石

斧图彩陶缸上的画作，为中国绘画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样一件国宝文物，为我们“讲述”了来自6000年前的故事，

也为我国证实了6000年的文化历史发展，着实“打脸”了西方专
家说的3700年历史言论。它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文物，在它的标签
上，都带着“最早”两个字，例如“中国最早的彩陶画”“中国最早

的国画”“中国画的开山鼻祖”等等，足可见其重要价值了。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就像是一个历史节点，镶嵌在我国璀璨

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众多文物中的重要一员。其实，每一件文物

都有其背后的故事，都承载着我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

1945年4月的一天，大峪店抗日根据地的
八路军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突然得到情

报：禹县国民党县长席子猷再次带着日伪军

侵入根据地东沟村一带。前来汇报情报的人

气愤地对王树声说：“王司令员，席子猷太嚣

张了，简直像一匹恶狼。他带着人在东沟又杀

人又烧房又抢牛羊。一个小孩子刚满一岁，被

他们扔进水潭活活淹死，那些窑洞他们无法

用火烧掉，席匪就命令手下用镢头把窑洞刨

塌，你说他是人不是人？”

王树声司令员听到这儿，气得把手往桌

子上一拍，大声说道：“席子猷如此凶狠，惨无

人道，我王树声今天非把这匹恶狼除掉不

可！”说罢，回头对警卫员说：“通知各部迅速

到司令部开会，准备出兵抓狼。”

会议期间，有同志提出：“司令员，我们的

主力部队正在外线作战，根据地兵力有限，这

场仗怎么打？”也有的同志说：“席子猷刚刚打

了败仗，如今再次侵入我根据地，看来是有备

而来，不可小看他。可不可以等外线作战的部

队返回后再全力反击？”

王树声司令员严肃地说：“你们的意见都

有道理，但要明白一点：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

子弟兵，抗击日寇，为民除害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眼看着席子猷这头恶狼横行霸道，为

非作歹，我们稳坐不动，这算什么人民军队。

当然，席子猷来者不善，我们要慎重对待，但

打是要打的，就看如何打了。”

王树声沉思了一阵，说：“从情报上看，席匪

这次进犯我们，分兵多路，这可犯了兵家大忌。

我准备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以迅雷

不及掩耳之势包围席匪的几个据点，让其相顾

不暇。然后派一支精锐部队攻占席子猷的老巢。

用一张大网，套死这只恶狼。”

当天，王树声紧急调回张才千和皮定均

两个支队共6个团参加套狼战斗。具体布署
是：由皮定均司令员带精锐部队主攻席子猷

的指挥部范 村，由张才千司令员带支部队，

对席子猷的外围据点分割包围，使其不能出

兵援救席子猷，一旦攻破范 村，即逐个展开

猛攻。为防意外，由临汝县独立团分兵把守各

个路口，若发现有援兵增援，拼命阻击，再令

地方武装秦广善带队埋伏在范 、赵庄一带；

王天一带队埋伏在官山、马王寨一带，另一支

队伍埋伏在田黄山一带，密切注视席匪的动

向，待机歼敌。

当晚，天下大雨，皮定均司令员和张才千

司令员分别带队冒雨出发。

却说皮定均司令员带队赶往范 村，立即

下令进攻。顿时枪炮齐发，战士们拼命朝范

的寨门奔去。这时，席子猷正在客厅里与一群

部下闲聊，听见枪声，席子猷并不害怕，对一

群部下夸口说道：“王树声的部队都在外线作

战，听说伊川那边打得很激烈，八路军并未占

到便宜，外边这些枪声都是些土八路，不足为

虑。告诉弟兄们，把他们打下去。”

席子猷刚说到这儿，一个匪兵慌慌张张

进来报告说：“八路军的主力攻上来了，已经

攻到寨门口了。”

席子猷站起来喝道：“慌啥慌，哪来的八

路主力？”说着，带人往寨墙上跑。席子猷一到

寨墙上，果然见外边黑影乱晃，有部分八路军

战士已距寨门口只有几十米了。

却说王树声等战斗打响之后，在司令部

里坐不住，骑马赶到了范 村外的指挥部，正

好碰到寨上敌人拼命抵抗，我军攻势受阻。王

树声见状，命令道：“立即组织土坦克进攻，不

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这话一说，战士们

立刻领会，负责攻寨的一个营长马上派几个

战士拿来了十几条棉被，将棉被放到水中浸

湿，自己先拿一条湿棉被披上身，喊一声：“不

怕死的跟我上！”说着，裹着湿棉被冲在前头。

立刻有20多名战士跟着他裹着棉被紧跟上
去。

正在寨墙上督战的席子猷看到八路军战

士如此不要命地往前冲，慌了心神，跺脚喊道：

“快，快，去叫上官寺的人过来参战。”一个小匪

头目回道：“已经派人去上官寺了，回来的人说

上官寺也被八路包围了，根本出不来人。”

席子猷听到这话，立刻慌了神，他强作镇

静地喊道：“给我顶住，我去上官寺叫人过

来。”他急步下了寨墙，迎头碰见他的参谋长。

席子猷也顾不得体面，叫道：“快跟我进地道，

八路军很快就攻进来了。”

席子猷刚躲进地道，就听见外边一阵喊

声：“活捉席子猷，不能让他逃了。”八路军已

经攻进村里了，席子猷转身顺着地道一溜烟

逃跑了。

范 村被攻破后，战士们到处寻找席子

猷，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个俘虏说：“席子

猷早从地道跑了！”八路军找到地道口，顺着

地道往里追，没有抓到席子猷，却抓了他的参

谋长。这位参谋长浑身是伤，一条腿被打断

了。追问之下，他的参谋长说：“席子猷往禹县

县城跑去了。”

第二天，王树声指挥部队，先一鼓作气攻

下了上官寺村，歼灭了守寨的大部匪兵。接

着，又集中皮定均和张才千两支部队，包围了

下官寺。席子猷的得力干将李清现带人守下

官寺，在八路军第一次进攻时，李清现急红了

眼，用手枪击毙了两个想逃跑的匪兵，吼道：

“谁敢退后半步，就是他们俩的下场。”匪兵们

在他的威逼下，只好拼死抵抗。

王树声见敌人顽抗，命令炮兵开炮攻寨。

几声炮响，下官寺村坚固的寨墙被轰开

了三个豁口。战士们高声喊着：“缴枪不杀！”

勇敢冲向豁口。寨子里李清现还想负隅顽抗，

突然得到消息，说席子猷已经逃进禹县城。听

到这个消息，李清现再也无心恋战，带着一伙

匪兵逃走了。

随后，席子猷的10余处据点，被一一攻
克。

王树声撒网套狼的这场战斗，歼敌2000
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虽说没将席子

猷捉住，但席子猷再也无力与抗日军民对抗，

被彻底打垮。

这就是汝州抗日史上的“上、下官寺战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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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故事

司马光是朝里的大臣，人很正直，也很

有学问。有一年，朝里的奸臣陷害司马光，皇

帝就把司马光贬到洛阳去写书了。

司马光骑了头小毛驴，从汴京往洛阳

去。途中，司马光赶路错过了住宿的地方，半

夜里来到汝州界南山一个小镇里。司马光进

了镇，就问镇里有没有客栈可宿，村里人说

镇里没有客栈，村南临河有个烧瓷器的叫严

和，他家里经常有贩瓷器的人住，可能有地

方住宿。司马光就牵了驴，找到严和家里。严

和一见是个读书人来借宿，很高兴，就很热

情地招待司马光。

吃饭时，司马光见严和家使用的餐具、

茶具都很精致，釉色有豆绿釉，也有天青釉，

釉面温润如玉。司马光越看越喜欢，就问严

和说：“这就是汝瓷吗？”

严和说：“正是，俺这小镇叫严家店，只

有小人祖辈都烧制汝瓷，俺叫严和。”

司马光又问：“严掌柜祖上烧制汝瓷有多少年了？”

严和说：“传到小人这一代，至少也有二百来年了。”

那天夜里，司马光就住在严和家里。第二天早上，司马光

吃过饭后，忽然对严和说：“严掌柜，我想去你家窑场看看。”

严和见这个读书人对自己烧的瓷器这么喜欢，心里自然很高

兴，就引着司马光去看了作坊、窑场，最后把他引到自家摆放

精致瓷器的厅堂。司马光一进厅堂，看见好几个瓷器架，上边

摆满了各色各样的瓷器，有荷叶瓶、有八卦鼎、有盘、有碗。司

马光看见这么多好东西，禁不住夸奖说：“自然天成，有大家

之风，堪称瓷中珍品。”

严和见司马光喜欢自家的瓷器，临走时赠送司马光一套

汝瓷文具，有笔筒、有笔架、有洗。司马光接了这套汝瓷文具，

心里很高兴。心里想：如果将这汝瓷推荐给朝廷，皇家一定喜

欢，可是当时他正受朝廷排斥，心中虽有想法，口里没有说出

来，就离开汝州到洛阳去了。

司马光在洛阳一住就是十几年。后来老皇帝死了，新皇

帝登基。新皇帝知道司马光是个忠臣，就颁下一道圣旨，起用

司马光到朝里当宰相。司马光掌握了朝中大权，就想起了汝

瓷，马上向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要宫廷里一律改用汝瓷，还派

人到汝州选了一批汝瓷，到汴京让皇帝验看。

谁知道经过了十几年岁月，严和把汝瓷烧制得更好了。

他到山上采集了玛瑙石，兑到釉料里，烧出来的汝瓷釉色绿

是绿、青是青，非常纯净。原先的釉色明亮是很明亮，但很刺

眼，又烧的釉色明亮和以前一样，但很柔和，不刺眼，看着很

顺当。

皇帝见了汝瓷，果然比宫廷里原先用的器皿好多了，马

上颁了一道圣旨，命令汝瓷为宫廷的御用瓷器，还在汝州派

了监造官，专门监造汝瓷。规定汝瓷烧造出来后，先由宫廷选

拣，宫廷选剩下的，才能让老百姓使用。

再往后越来越严了，皇帝专门在汝州建了御窑，烧出来

的瓷器能用的朝廷都调走了，不能用的，就当场摔碎，埋起

来，市面上根本见不到汝瓷了。

为啥汝瓷烧制技艺失

传后，传世的汝瓷很少呢？

其中就有这件事的原因。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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