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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杰，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10月曾任中共临汝县委副书记兼箕

山区情报处长，主要负责抗日根据地的统战

工作。提起张清杰独闯虎穴的故事，汝州人

至今仍津津乐道，无不佩服他的机智勇敢。

1944年10月下旬，张清杰奉令在伊川县

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抗日新政权和地方武

装力量。这天，他突然接到豫西抗日先遣支

队皮定均司令员和徐子荣政委的密信，要他

马上赶到支队司令部，有重要任务。

张清杰收信后立马赶到支队司令部。皮

定均司令员和徐子荣政委一见他，马上说：

“张书记，让你赶回来，是有件重要事让你去

办。”说着皮司令指着司令部一位当地打扮

的人说：“这位是临汝来的李逢年先生，让他

先把临汝的情况介绍介绍。”

那个叫李逢年的忙向张清杰点点头，说：

“是这样的，我是临汝县汝河南岸边下水磨村

的，贱姓李，名叫逢年。前些时，我在俺们那儿

和几个地方武装头头们见了几次面，他们听

说咱八路军在大峪山里建了根据地，和日本

人扛膀子，都十分佩服咱八路军，都想加入咱

八路军，和日本人干一场。我就急忙来找皮司

令请示，看能不能把他们收编了。”

张清杰插话问：“你联络的有多少人，多

少枪，这些人可靠不可靠？”

李逢年答道：“大约有600多人，500多条

枪。这伙人从前和我有过交情，十分可靠不

敢说，但至少他不敢出卖咱们。”

徐子荣政委这时对张清杰说：“张书记，

不管多少人，只要他肯打日本，咱就要争取。

至于可靠不可靠，要看咱们的统战工作做得

如何了。今天把你叫回来，就是要利用你的

智慧和咱八路军的影响力，由李先生带着到

临汝走一趟。如果他们肯跟着咱打日本，咱

们热烈欢迎，保证在物质上给他们优惠待

遇。但如果他们暂时不愿加入咱的队伍，但

只要他们不与日本人勾结，保持中立，咱们

也不勉强。”

皮定均司令员点头说道：“政委说的对，

这是个机会，咱们无论如何不能放过，多个

朋友多份力嘛，你就走一趟吧。当然，也要注

意安全，与这些人谈判要讲究策略。”

张清杰见司令和政委都这么说，当即答

应说：“好，我就同李先生去走一趟。”

张清杰与李逢年告别部队，一路直奔临

汝。

路上，张清杰通过与李逢年交谈，才知

道李逢年家境富裕，平时为保自己家财，与

当地一些小土匪经常联系，有点交情。日本

人占领临汝后，李逢年见日本人到处烧杀抢

掠非常气愤，也担心自己的家财被日本人掠

夺，便产生了和日本人斗一斗的想法。于是

李逢年便想起了刚刚在临汝建立了抗日根

据地的八路军皮徐支队，就赶到了白栗坪，

找到了皮司令，想让皮司令以八路军的名义

去收编这些小土匪们。

听到这儿，张清杰很是佩服李逢年的深

明大义，夸他有民族气节。

却说张、李二人赶到临汝，由李逢年带

路，连续和好几个小土匪头子见了面。但这

些土匪头子一听说要被八路军收编打日本，

都面露难色，既不当面拒绝，也不表态支持。

张清杰心中早有准备，也不勉强他们。反而

勉励他们，只要不与日本人勾结到一起欺负

乡亲们，八路军的大门早晚敞开着，欢迎随

时加入。还说，如果遇到日本人欺负，也可以

向八路军求救，八路军会支援的。

张清杰这样做，李逢年反而显得很难

堪，向张清杰解释说：“张书记，真对不起。前

些时这些家伙可拍着胸脯说，只要八路军肯

要他们，万死不辞的。”张清杰安慰他说：“没

事，我和这种人打交道多啦！他们没有和咱

俩翻脸，抓了咱们，就是给你面子啦。”

也许是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李逢年向

张清杰建议说：“南山观上村有个王景元，是

咱临汝的头面人物，从前做过镇嵩军刘镇华

的旅长，做过临汝、宝丰、鲁山、郏县、伊阳五

县联防司令，也做过临汝县财务委员会主

任。这人见多识广，才智过人，家财万贯，也

与国民党的县长、省长有交情。听说日本人

占临汝后，几次派人找他，想让他替日本人

做事，但都被他拒绝了。不如张书记去和他

见一面，给他讲讲八路军的政策，真要把他

拉出来，对咱八路军可有大帮助。”

张清杰听到这儿，问了一句：“李先生，

我可听说王景元的弟弟王景全可在县城跟

日本人干着哩，不是当着伪保安团长吗？”

李逢年一听，说：“那是王景元糊弄日本

人哩，并不是真心。我听说王景元好几次派

人到鲁山的大山里，跟流亡到那里的国民党

县长联系，这可也是真的。”

张清杰心里一动，他明白王景元这套路

数，和各方面都联络，最后谁胜对他都有利。

既然如此，何不也代表八路军与他接触一下，

相信他王景元也知道共产党八路军，不敢把

他怎么样，万一他肯和八路军联系，也是一个

力量嘛。想到这儿，他对李逢年说：“李先生，

你说的也有道理，咱就和他见一面，看他如何

表现。”并决定单独和王景元见面。

面对李逢年的不解，张清杰解释道：“我

是八路军的代表，王景元即使翻脸也不敢把

我怎么样。你就不一样了，和他乡里乡亲的，

又是普通百姓，他要想报复你，一点顾忌也

没有，稳妥之见，你就不要去了。但你可找个

与王景元有交情的人，提前给他打个招呼，

就说八路军想和他谈一谈。”

李逢年说：“中，我找人先去探一下路。”

这样，张清杰就单身赴会，去见王景元。

那天，张清杰刚一进王景元家的大院，

就看见王景元穿戴整齐，站在院门前迎接。

王景元60多岁，看见张清杰，脸上先浮出一

层欲笑不笑的表情，把手往前一伸，说：“稀

客，稀客，快请屋里坐。”

张清杰也不客气，双手抱拳一拱，说：

“王老先生请。”说着，大步迈进了客厅。

王景元紧随其后，也进了客厅，将张清

杰往一把椅子上让。张清杰没等王景元把茶

水端过来，就开口说道：“王老先生，我是八

路军的代表，想必您已知道。我们八路军是

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来到豫西的目的就是为

了抗日，救我们的中国，救我们的人民。”

王景元听到这儿，脸上立刻变了颜色，

但他强装着镇静，话里有话的接口说：“明

白，明白，八路军的威名老朽早有耳闻。不过

如今日本人靠着精兵强将，又有先进武器，

其势不容小觑呀。”

张清杰立刻不屑地说：“古今中外，凡战

争必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日本人虽武器先

进，但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必遭到全世界人

民的反对。古话说，得道者众失道者寡，我们

八路军靠着笨炮大刀，在前方也打了不少的

胜仗，抗日战争如今已进行了七个年头，日

本人已经步入了下风，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

日子也不远了。”说到这儿，张清杰话锋一

转，略略提高声调又说：“听说王先生早年在

战场上也是一位战将，久经战阵，想必对当

前抗战局势也能看出点端底，不用我多言。”

王景元赶紧说道：“惭愧，惭愧，可惜现

在已是暮年，好汉不提当年勇了。”

张清杰也不容他多说，马上单刀直入，

试探他的底线说：“王老先生，你是中国人，

应当在民族危亡之际，和人民站在一边，中

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这是大义。”

王景元正要接腔，张清杰也不等他开口，

继续说道：“听说王老先生的弟弟王景全不听

您的忠言，如今跟着日本人干，还希望王老先

生晓以大义，劝他早日悬崖勒马，阵前起义，

斩断和日本人的联系，回到人民这边，不然汉

奸之名戴到头上，必遗臭万年……”

王景元听到这儿，脸色大变，结结巴巴

地说：“此事重大，我还要找来三弟一块商

议，再做结论。”这时，王景元突然大声咳嗽

起来。他这么一咳嗽，外边马上进来一个腰

挎手枪的壮汉，走到王景元身边，急声问道：

“老爷，你不得劲了吧，有什么吩咐？”

张清杰发现王景元的神色不对，偷眼看

他，只见王景元一边咳嗽着，一边用眼角往

自己身上瞟着，立刻警觉起来。他也不等王

景元再有话说，站起身说道：“王老先生，您

身体欠安，我就不多打扰了。村外我还有几

位朋友等我有事，我先告辞了，往后你有什

么需要我们八路军帮忙，尽管派人通知我。”

说着，转身往外就走。

王景元此刻也不咳嗽了，紧随着追出

来，挽留说：“张先生，吃罢饭再走嘛，酒宴我

已安排妥当。”

张清杰高声回道：“王老先生留步，改日

再会。”说着，大步流星走了。

张清杰从王景元家出来，并不走老路，

而是改道往南，往大山里绕个弯儿，发现没

有人跟踪，这才转道往支队司令部赶去。

次日，有人来报告说：昨天，张清杰刚

走，王景全就带人把李逢年的家抄了。李逢

年的母亲惊吓昏死，没有抢救过来，竟然辞

世。李逢年得知消息，脱身逃到洛阳隐藏，才

幸免于难。

张清杰恍然明白：自己是闯了虎穴呀！

选自《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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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汝州城北边的山里有一片大森林，里边有很

多鸟兽。有一只母老虎经千年修炼，已经能变成人形了。一

天，她不幸受了重伤，接着又得了重病,眼看性命难保，她就

变成一个村姑进城去找人疗伤治病。

母老虎进城治病，手里没有一分钱，咋办呢？她就想了

个办法，嫁个老实人，让他帮助自己治病吧。母老虎变成村

姑，就坐在城外通向城里的道路边上，等待和挑选自己想找

的人。

城里有个叫金锁的小伙子父母去世得早，独身一人，有

几亩灌田，就在城北。因家境不好，已经三十出头还没有娶

上媳妇。这天，他在地里干了一天活，收工回家，村姑抬眼一

看，见他身体健壮，慈眉善眼，一脸的忠诚老实，就选中了

他。于是就呜呜大哭起来。

金锁一听有人在哭，便停住了脚步，看那村姑哭得十分

伤心，金锁很想走过去问，她为什么要哭？哭得又那么伤心，

遇到了啥难办事？又一想，不行，自己是一个大小伙子，人家

是一个大姑娘，过去问长问短，别人见了会说东道西的，他

看了一眼痛哭的村姑，又离开了。

村姑看小伙子要离她而去，哭得更厉害了。金锁见那村

姑身体瘦弱，面色蜡黄，哭得那么伤心，忍不住慢慢挪动脚

步走到村姑面前问道：“大姐，您住哪里？叫啥？遇到了啥难

办事？”

村姑擦擦泪说：“俺家住在北边大山，俺叫虎妞，父母双

亡，俺独自生活。这几天我生了病，家里又没了柴烧，俺就出

去打柴，一不小心滚下山崖，身受重伤。想到城里去找个医

生治伤看病。可俺身无分文，大哥，你说我一个姑娘家举目

无亲，可咋办呢？”

金锁看了一眼满脸泪痕的虎妞说：“大姐，我领你去找

医生吧，我虽然穷，但掏几天的药费还办得到。这疗伤治病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你住哪里？谁来照顾你？”虎妞看着为

难的金锁，眼泪又流出来了：“大哥，我看您是个好人，您行

行好，就让我住在您家里，要是怕人说闲话，就当您的媳

妇。”金锁脸也刷地红了，赶忙摇头：“那咋中，别人会说我

的！”虎妞苦苦哀求：“大哥，这事我愿意，你带我走吧！”小伙

子心里七上八下，停了好一阵子，才扶起虎妞说：“那好吧，

我先找个医生给你看看。”

就这样虎妞在金锁家住了下来，经过医生的精心诊治

和金锁的悉心照料，虎妞的病渐渐好了，她和金锁结成了夫

妻。他们夫妻恩恩爱爱，男耕女织，生活甜甜美美，三年里生

下一男一女。

过了五六年后，有一天金锁外出办事，几天没有回来，

这天夜里，虎妞打发两个孩子睡下，在灯光下做了会儿针

线。忽然心情烦躁，想现出原身欢快一下，就停下手中针线，

站起来摇身变成了一只老虎，在地上不停地打滚儿。正在这

时，金锁忽然回来叫起门来。虎妞心里一急不能很快变成人

形，无法开门。金锁见屋里灯火通亮，却没人吭声，又不知发

生了啥事，就破门而入。进屋看见一只白额斑斓猛虎卧在地

上，他大声呼叫起来，邻居听见喊声都急忙赶来。老虎这时

打个滚儿变成了人形，一五一十向金锁和邻居诉说了根底

儿。大家听了，都觉得她虽然是只老虎，但变成人后却温顺

贤良，和丈夫相敬如宾，抚养儿女，同邻居和睦相处，乐于助

人，都不害怕了。

这件事后虎妞心里总是不安，感到自己已经现了原

身，大家都知道自己是只老虎，再和小伙子生活在一起，金

锁和孩子会咋看待自己？邻居会咋看待自己？消息传开后

周围的人又会咋看待自己？所以，尽管金锁信誓旦旦，表示

不会因为知道她是一只老虎而害怕和疏远她，邻居也表示

不会因为知道她是一只老虎而改变对她的看法，但她还是

决定远离亲人回到大山里去。可她又实在不愿意离开丈夫

和一双儿女。为此，她彻夜难眠，偷偷哭泣，几次从梦中哭

醒。

一天早饭后，她趁金锁下地干活，把一双儿女支出去玩

耍，把为丈夫和孩子们洗好的衣服收拾好放到床上，又把午

饭做好，出门走了。

中午，金锁从地里回到家里，发现没了妻子，急忙找回

一双在外玩耍的孩子寻问，又向左邻右舍打听，听说有人见

她独自一人朝南边走去了。金锁赶紧一手拉一个孩子，向南

追赶。从城里追到城外，才远远看到了她的身影。

金锁和孩子大声呼喊，但她头也不回，直往前走。到了

汝河边上，她摇身一变成了一只老虎，涉水渡过河去。金锁

和孩子哭着喊着也渡过汝河紧追不舍。她听到了丈夫和儿

女的哭喊声，步子终于放慢了。到了今天虎头的地方，金锁

和孩子赶到虎妞跟前，一齐哀求：“俺都不嫌弃你，你就跟俺

回家吧！”

老虎低着头，眼泪直流。停了许久，她还是摇摇头撇开

丈夫和一双儿女往前走了，后来这个地方就叫“虎摇头”，之

后为了方便又叫作“虎头”。

金锁和孩子们还是继续向前追。又走了几里路，到了今

天叫“木堂”的地方。马上就要追上，老虎突然停住脚步把头

磨（转回来的意思）了回来，将眼一瞪，牙一龇，摆出一副恼

怒的样子，金锁和孩子吓了一跳，傻愣在那儿不敢再向前追

赶了，老虎这才痛苦地转回头继续向前走去，直奔南山的丛

林。金锁和孩子站在那儿呆看着，泪水长流，直到看不到了

踪影才转过身来，这个地方后来就叫“磨头”，再后来又改成

谐音“穆堂”，也就是现在

的“木堂”。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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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间，美有两种：发现之美，自身之

美。汝瓷之美，二者兼顾。

“美，潜伏于每个人的生命当中。”而汝

瓷的美，不仅潜伏在天青釉色中，而且潜伏

在优雅气质中。

“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

世人皆知宋徽宗爱汝瓷，爱到痴狂的境地，

他对汝瓷的狂热追捧和贴身把玩，也让宫廷

内流转汝瓷较为常见。不仅朝堂的官僚之间

用汝瓷以行贿、攀比、觐见等，宋朝的学士也

常常以拥有汝瓷为炫耀。在此背景下，宋朝

则成为陶瓷文化蓬勃发展的朝代，因此汝瓷

文化在北宋文化中独树一帜，空前绝后。

由于汝瓷的高调出场，一出道即巅峰，

妥妥的瓷生赢家。

“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在北宋，从开创到走上顶峰，汝瓷只不过有

短短二十年的时间，而徽宗在位时间也仅仅

不超过二十五年，就是这二十五年，汝瓷在

宋徽宗推动下，走上了瓷器的顶峰。

但是，随着“靖康之役”的败落，汝瓷也

伴随着风雨飘摇的大宋朝，消失在这历史的

长河之中。到南宋时，已有“近尤难得”的记

载，直到今天，传世的汝瓷不足百件，成为千

古绝唱。

“定州白恶（垩）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

青。”汝瓷的“脑残粉”乾隆皇帝，对汝瓷喜爱

到了极致。他不仅收藏了大量的汝瓷物件，

而且还御笔为汝瓷题字题诗。现藏于台北故

宫的二十一件汝瓷中，就有十三件题刻了乾

隆的诗词。

岁月沧桑巨变，江山几度浮沉。遥想当

年，这些汝瓷陈设在德寿宫，日夜陪伴着至

尊无上的君王，荣耀风光而又尊贵。然而，乾

隆皇帝也是情商很高的人，他借景抒情，忆

起宋徽宗被掳掠羁留五国城那段历经磨难

和辛酸的屈辱历史，抒发了对前朝往事的感

慨和思考。

汝瓷的釉色虽然单调，可她的却美不直

白，她的美就像躲在面纱之后，还有千重万

重。

“天青色在等雨，而我在等你。”一个

“青”字，点破汝窑的第一层美———釉色。

“汝、官、哥、钧、定”，在五大名窑中，唯

有汝窑主烧青瓷，唯有汝瓷以釉色取胜。

“人巧久绝天难留，金盘玉婉世称宝”，

这两句形容汝瓷的美绝不为过。她的造型古

朴大方，端庄凝练，形神兼备，清雅肃静；她

的釉色如碧峰翠色，晶莹明丽，土质细润，坯

坚细腻，釉药浑厚，清澈温润，和谐完美。

汝瓷的美，很素、很简单。但这终归是表

层的美。

“气韵生动”，则是她那份内敛优雅的

美。这种美，不仅让徽宗痴迷，还让汝瓷有了

超越其他任何瓷器的独特艺术魅力，成为中

国青瓷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青如天、面如玉、蝉翼纹、晨星稀，芝麻

支钉釉满足”，汝瓷的制作工艺精细，用料考

究，配方独特，烧制的技艺高超。这些词语的

描绘，正是汝瓷特色的真实写照。

追求极致纯粹的色彩似乎有点累，所以

宋人不仅转而增添了造型，还丰富了色彩，

使得青色的宁谧温和亦兼具天蓝色的高远

冷艳，非常符合宋代人的思想追求和审美情

趣。但是，这样的追求很艰难，很漫长，从北

宋到如今，从时间到空间，绵延了近千年。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汝瓷之美，

恍若一幅水墨画，釉色淡雅，器型凝练，清丽

出尘，类冰似玉，无画处皆为妙境。

其开片之声如天籁之美，空灵澄澈。其釉

面滋润柔和，纯净如玉，有非常明显的酥油感

觉；抚之如绢，温润古朴，光亮莹润，釉如堆

脂，素静典雅、色泽滋润纯正、纹片晶莹多变；

釉中多布星光，如晨日出海，似雨过天晴。

平易而隽永、淡泊而含蓄，以最简洁的

外观诠释最独特的美。汝瓷之美，名副其实。

独特的釉色、烧造技术的突破……不仅让后

来的汝瓷发扬光大，也赋予其当之无愧、表

里如一的深刻内涵。如今，各种釉色的瓷器

随处可见，但是无论釉色怎样变化，汝瓷都

是最为独特的存在，仿若深藏在瓷器中的一

泓碧水，如清潭碧波，如月色微凉，如山水空

濛，如晴雨初霁，藏进了千年风雅，皇室美

学，文人清韵，包罗万象，尽在其中。

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万物之

中，希望至美。至美之物，永不凋零。”汝瓷，这

天青色的绝代器物，八百多年前，如惊鸿一般

泠然出世，短短二十载，又如潜龙一般悄然遁

世。八百多年后，脱胎换骨重返人间，皆因希

望未凋，相生缘起，传之后世，绵绵不息。

“似玉非玉胜似玉，宛如蝉翼般。盛世中

华常惜玉，美了人心美了江山。”凝望汝瓷，

就像凝望白月光。从感受她的美开始，想象

她如何华丽诞生开始，也许是手在瓷胎上的

一捏，刀在瓷器上的一落，釉色在窑火里的

一变……

汝 瓷 白 月 光
□李晓伟

虎头和木堂

张清杰独闯虎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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