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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瓷，以实力“出圈”，以典雅“圈粉”，以复

兴走向“高光”。

从上合组织成员国总理会议座上杯的“龙

头杯”（总理杯），到中法两国首脑非正式会晤中

使用的“雨过天晴云，这般颜色做将来”的汝窑

青瓷茶杯。近年来，随着我市汝瓷产业的不断壮

大和突破性创新，各种汝瓷作品不断亮相各种

国际国内重要场合，充分证明了我市汝瓷产品

在一次次别具特色的高规格活动中鹤立鸡群，

大放异彩。

汝窑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因产于汝

州而得名，与官窑、哥窑、定窑、钧窑齐名。汝瓷

有两大特征：一是其釉层中气泡的独特排列，形

成青中泛蓝、蓝中融青的奇丽釉色，具体说如豆

绿、天蓝、月白、天青；二是汝瓷开片形成的独特

纹饰，所谓“蟹爪纹、蝉翼纹、冰裂纹、鱼鳞纹”。

正是这独有的气质，才使汝瓷在世界瓷林中一

枝独秀，一脉相承。

汝瓷的美，在于它不轻浮、不张扬，温润如

玉，不温不火，这种最为本真的美，才是其精髓

所在。

专家普遍认为，北宋汝官窑只烧制了20年

就神秘失踪了，目前存世的不过60多件。正因为
其传世品极少，才被后人趋之若鹜、爱之若狂、

视为珍品。以至于被中国著名国画大师李苦禅

题汝瓷为：天下博物馆，无汝者难称尽善尽美

也。
1952年，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要“发展祖

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窑生产”。经过上百次的实

验和研究，1958年，汝瓷之乡———汝州汝瓷一厂

的专家们研制出第一批豆绿釉仿汝器物。1983
年8月，汝窑天蓝釉经过汝州原汝瓷厂专家试烧
成功并得到陶瓷专家的鉴定，均达到和超过宋

代汝窑水平。

如今，经过几代汝瓷艺人的不懈努力，让汝

瓷“青”为其色，“玉”为其骨，“新”为其魂，先后恢

复研制出了汝窑豆绿、天蓝、月白等十余种釉色，

研制开发出汝瓷瓶、尊、炉、洗、碗、盘、兽、人物、

茶具、文具、酒具等共十多类数百个品种。随着汝

瓷小镇的开发建设，汝瓷，已由传统化制作向集

约化、产业化、现代化大踏步迈进。

如果说距今近千年的北宋为汝瓷的第一次

辉煌的话，那么，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可谓是恢复

生产阶段。如今，汝瓷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大

气磅礴的气度走向第三次辉煌，由此也产生了以

“大国工匠”朱文立为代表的一大批汝瓷大师们。

正是他们，这些汝瓷的追梦者，将蓝天白云

的颜色渲染在汝瓷上，为古朴的汝瓷赋予了太

阳的亮色和热情，舒展着蓝天白云的纯洁和明

快，用坚硬的质地书写着汝瓷的苦难与辉煌。

汝州的发展历史，经历过三次辉煌；汝瓷的

发展历史，竟然不可思议地与其母体不谋而合，

也经历着三次磨难与辉煌，化蛹成蝶、浴火重

生。

漫步汝州的大街小巷，“汝瓷”元素弥漫在

市区的空气中，让这座城市越来越体现出深邃

幽雅的气息。如今，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以宫廷

用瓷为荣、从业人员有限的汝州，日用瓷成功

“突围”，充分证明了汝瓷的实用性和艺术性并

非矛盾体，而是艺术与烟火气息的有机结合体。

千年不熄的窑火，千古不朽的匠心。

“汝瓷知己汝州等你”，让汝州走上了一条

转型发展的新路，而汝瓷的根与魂始终熔铸其

中。汝州，这座城市本身就如同一件需要潜心涤

虑的古老瓷器，正在从其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

中，真正探寻到辉煌复兴的“出圈密码”。

“俊杰，4月7日，咱市曲剧团《马英》剧组将去
驻马店参加‘黄河戏剧节’戏曲展演，给你留张票，

到时你可去看看。‘黄河戏剧节’那可是立足河南，

辐射黄河流域，影响全国的大活动，是文艺双创工

程的重要文化品牌，去见见世面，这样对你今后写

作也会有帮助。”接到屈江北老师的电话通知，这

对于一个忠实的戏迷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有

时为了看场戏能跑遍整个汝州城，甚至看个地摊

戏跑个七八里地也是家常便饭。这次作为马英的

“娘家人”能有幸参加此次大型展演活动，心里高

兴劲就别提了。“好！好！好！”屈老师话音未落，

我就连声欣然应允。

关于《马英》这部戏，我与它还有点小渊源呢！

2021年6月，我受屈江北老师之邀，曾参与了
《马英》这部戏前期宣传报道工作。一个月，十余篇

新闻稿被地方新闻媒体采用。其中《演绎革命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的新闻稿件被全国学习强国栏

目选用。为了马英事迹的真实性，我曾随剧创屈江

北老师，驱车深入米庙镇一五张村、安庄（长马）村

与当事人进行求证和走访。正式演出前，曾和马英

的饰演者、国家戏剧一级演员刘爱云老师一块去

米庙镇一五张村，带着现金和礼物，慰问了马英的

女儿。

这次能够远赴外地，去现场感受大赛盛况，欣

赏名师大家的演唱，内心的自豪感顿觉油然而生。

《马英》这部戏是2021年汝州市曲剧团为纪念
建党100周年而精心打造的一部红色剧目。该剧是
由汝州市著名编剧屈江北根据汝州市抗日女英雄

马英真实事迹精心创作，梁献君谱曲、丁炳炎执导

的一部红色抗战戏。此剧以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

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以“学党史，颂党恩，唱英

雄，学英雄”为创作原则而打造的一部精品力作，

是一部“汝河儿女多奇志，党在我心中力无穷”的

励志大戏。更是继《天青梦》之后，市曲剧团打造的

“讲好汝州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建立文化自信，完

成复兴大业”的重磅献礼剧。

《马英》这部戏讲述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日

本侵略者侵占我国中原腹地，一个豫西贫寒农家

女子马英，为了保护党的军事机密，与敌寇斗智斗

勇，最终献出了年轻生命的故事。此次“黄河戏剧

节”由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驻马店市委、市

政府，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办。历时半个月，参赛

单位共36家，汝州市曲剧团是平顶山市唯一参赛的
县级剧团。

《马英》这部戏共分七场，时长约2个小时。该戏
可以说是亮点纷呈：日本鬼子、刘金仓、白狗剩，行为

之刁钻，语言之滑稽，让人在痛恨之余，还有那么点

啼笑皆非之感。何母那如泣如诉的唱段，把婆、媳之

间那生死离别时的复杂心情及对敌人的暴虐仇恨表

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泪目。何学一身正气，声情并茂，

疾恶如仇……特别是马英在凛然就义前那段铿锵有

力、气壮山河的唱段，让人久久难忘。

“绣党旗

一针一线甜在心间

立在党旗下

握拳发誓言

跟定共产党

奋勇斗敌顽

至死不叛党

为民打江山

儿是党的人

何惜抛胆肝

只可叹未能持枪来抗战

用仇恨的子弹灭敌顽

保秘密落敌手终生不悔

只可恨不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听后让人热血沸腾，使现场气氛瞬时达到高

潮，鼓掌声、喝彩声经久不息。

坐在我旁边的是驻马店当地的一个戏迷，被剧

情所感染，他眯着眼、哼唱着、忘情地打着拍子……

在唱腔高潮时兴奋地大声叫好。“还是曲剧听着带劲

呀！”从闲聊中得知，他今天特地请假过来看戏，没想

到今天的戏演得这么精彩。“我也很喜欢曲剧，待退

休后，一定去汝州拜个老师去学段曲剧。”

据说这次戏曲汇演是由评委现场集中打分，

获奖单位要去省里参加决赛。我多么希望将来有

一天，能够再次接到屈江北老师的电话通知，再到

省城过下戏瘾。

1948年2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九纵七十六团
正在叶县驻扎。这天正好是农历大年三十。团长李

钟玄在训练场上检查战士们训练。突然团通信员小

徐疾步跑来，对李团长说：“团长，周政委让你马上

赶回团部。”李团长知道周政委正在团部伙房检查

炊事员包饺子，便风趣地说：“小徐，是不是政委将

饺子包好了，让战士们回去吃饺子哩！”

通信员小徐一脸严肃地回答：“团长，周政委

有紧急战情与你商量，不是吃饺子。”

李团长听罢，急匆匆赶回团司令部。

政委周泉一见他，马上把一封信交给他，说：

“李团长，旅指挥部下达了作战命令，你看看吧。”

李钟玄团长接过战令，只见上边写道：“李、

周：命令你团火速出发，赶往临汝郏县交界清剿

反动红枪会王文成匪部，不得迟缓。”

马上即是除夕夜，明日就是春节，旅指挥部

此时下达这个命令，看来敌情肯定非常紧急。李

钟玄不敢怠慢，立即召开营连长会议，讲述了旅

部作战命令。

当天傍晚时分，部队从叶县出发，跑步向临

汝、宝丰、郏县前进。

行军中，一个叫王育才的班长用快板书鼓舞

士气。

天寒地冻往北行，日夜兼程进鲁山。

汝河两岸去剿匪，枪炮代替爆竹燃。

雪花纷飞兆丰年，吃块干粮算过年。

战士们虽然没有正式和红枪会接触过，但

对红枪会的恶劣行径早就恨之入骨。原来这红

枪会早先叫红枪社或叫硬肚社，属于义和团的

一个流派。清朝末年由洛阳传入临汝、郏县一

带。红枪会敬奉“祖师爷”“玉皇大帝”和“观音老

母”，是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武装组

织。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红枪会也起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他们迷信的法术是：打仗时先喝朱砂

符，赤膊上阵，号称一念法。就枪刀不入，枪炮哑

声。凡入会的信徒持大刀、长矛，晚上操练，法力

更强。但到了民国末年，红枪会堕落成公开的土

匪武装，被地主恶霸势力操纵，为地主阶级效

力。汝河两岸的红枪会组织有两个匪首，一个叫

王文成，一个叫王明礼，自封为正副司令。中国

人民解放军挺进豫西后，红枪会武装专门与解

放军做对，极端仇视共产党。1947年12月，匪首
王明礼在郑州受国民党军训练，委任为“豫西剿

共纵队司令”，窜到汝河两岸，自称“五县总指

挥”，公开与解放军对抗，到处攻打新生政权，杀

害农会干部和解放军战士。1948年2月，红枪会
匪首武定安带领50多名匪徒，手持红缨矛枪，突
然袭击我解放军一个连队，抢走机枪、步枪、子

弹，伤亡解放军战士60多名。紧接着，王文成、王
明礼及匪首路黑山带领500多名匪徒，赤臂露
胸、涂花脸、捏诀念咒向我解放军某部攻击，并

将4名战士掠走，分别捆到树上，残害后碎尸，将
人头挂到树杈上、长矛抢尖上……

经过急行军，七十六团二营于2月18日到达临
汝与郏县交界的前后冢王村，包围了盘踞在这儿

的红枪会武装头目王文成的巢穴。二营将敌包围

后，首先用政治攻势向其广播喊话，令其打开寨

门投降，保证不伤一人。但匪徒们很嚣张，反而向

解放军喊话，拒绝投降。

既然不听好话，那就不客气了。2月18日夜，二
营营长先令四连连长臧如成带领全连战士朝前

后冢王西边的小冢王村攻击。这时，匪徒们早将

村寨门加锁堵塞，一队匪徒手持大刀、长矛枪站

在寨墙上高声念法诀，还放枪回击。连长臧如成

见攻寨受阻，立即命令战士们一边朝寨墙上射

击，一边架梯强行攻寨。匪徒们虽然顽抗，但怎禁

得住解放军战士们的强攻，纷纷往后撤退。突击

部队旋即登上寨墙，战斗向纵深发展。突击部队

进寨之后，一部分战士火速抢占寨门，将堵寨门

的装满泥沙的麻袋移开，打开寨门，放大部队入

寨，臧如成连长则带着一部分战士顺着街巷追击

逃匪。这时，突然一个红枪会匪徒手持长矛从斜

巷里冲出，一矛刺向臧如成。臧如成躲闪不及，被

刺中左胸昏倒在地。也就在这刹那间，一个战士

朝那个匪徒连开三枪，那个匪徒倒地而亡。战士

们将臧如成扶起，发现他伤得不轻，急忙包扎后

送往后方。这时大部队蜂拥进寨，冲到匪徒们营

地后，一个意外的场面出现了，只见许多匪徒踡

卧在地上，另一小部分匪徒则长跪在地，举枪投

降。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些倒地昏迷的匪徒是因

服用朱砂过量，导致头晕头胀踡卧不起，因此丧

失了战斗力。解放军攻占小冢王村后，并没有大

开杀戒，只收缴了红枪会匪徒们的武器，对其人

身没有伤害。

天亮后，大冢王的红枪会匪徒得知小冢王村

被攻占，大批匪徒在匪首的指挥下，手持长矛长

枪，一边口念咒诀，一边杀气腾腾从四面八方向

小冢王村涌来，妄图夺取被攻占的小冢王村。结

果被解放军战士一阵机枪扫射，寨门外的空地上

倒下一片死尸。红枪会匪首见夺寨无望，只好带

人撤退，缩回了大冢王。

过了晌午，旅部紧急调来一门迫击炮，开始

向龟缩在大冢王镇的匪徒发起攻击。迫击炮首发

一炮，击中北门寨墙内列阵的匪群，一大批匪徒

倒在地上。紧接着又发一炮，击中中寨门墙内的

匪众，又一批匪徒倒地而亡。红枪会匪徒见炮火

有如此凶猛的杀伤力，纷纷四处躲藏，阵势大乱。

匪首正要再集结匪徒顽抗，又一发炮弹落在北寨

墙内，匪徒们正准备再逃时，突然见那颗炮弹落

地后，并没有爆炸，原来是颗臭弹。

匪首见状，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喊叫道：“迫

击炮瞎胡闹，打不响向外倒。兄弟们，玉皇大帝显

灵了，来护佑我们，不要怕，跟他们血战到底！”匪

首这么一吆喝，众匪徒还真以为是玉皇大帝显灵

了。因此又蜂拥返回寨门，又用装泥沙的麻袋堵

塞寨门。

寨外的攻城部队见第三发迫击炮没有爆炸，

也不等炮弹再发，指挥攻寨的营长命令火力掩

护，营教导员李中顺亲自带领六连战士，抬着梯

子靠在寨墙上，强行攻寨。守在寨墙上的红枪会

匪徒顶不住强大的火力，顾不得匪首的命令，纷

纷逃下寨墙。六连连长曹银旺带战士们追在逃匪

后边，突入寨内，与众匪展开激烈巷战。

营教导员见夺寨得手，曹银旺已与匪众正面

接战，立即指挥大部队尾随下寨，追至镇中心一

空地处，前面一股顽匪，口中念念有词，露着大肚

皮挺枪顽抗。李中顺命令司号员吹唱冲锋号，回

头一看，司号员不知何时已中弹负伤，倒在地上。

李中顺抢前一步拿起司号员身上的军号，挺身吹

响了军号。军号一响，一排战士扣动机枪，无数发

子弹射向匪群，众匪立刻倒卧在地。战士们一齐

往前冲，枪声密如雨点。没有死的匪徒再也不敢

凭仗法术显灵了，跪在地上举枪求饶。也有一些

匪徒看情状不妙，爬起身准备跳寨墙往外逃命，

但哪儿逃得过子弹快，逃命中被打倒在地。有一

股匪徒见逃走不成，朝一口红薯窖乱跳。几个战

士见状，纷纷围住红薯窖口，高声叫道：“快出来

投降，否则扔手榴弹了。”红薯窖内的匪徒们不敢

再躲，求饶道：“不要扔，不要扔，我们投降！”20多

个匪徒就这样做了俘虏。

匪首王文成和王明礼趁混战之机，早溜出了

寨子，一路逃往北山躲了起来。

冢王镇被攻克后，对其他几个据点的红枪会

匪徒震动很大。解放军攻占冢王镇后，一鼓作气，

分兵将其他据点包围。这些据点的匪徒已完全丧

失了斗志，经人民解放军喊话做政治工作，大部分

打开寨门缴枪投降，只有两三个据点的匪徒企图

负隅顽抗，怎奈不禁攻打，先后被攻克。

这次剿灭红枪会匪徒的战斗，从2月18日开始
至23日结束，5天内解放军作战14次，先后攻克前后
冢王、纸坊、东赵落、薛店、茨芭、山头赵、沙三店、太

村寨、武巡店等24个红枪会匪众据点，毙伤匪徒80
多人，俘匪和自首者3450人，生擒了红枪会游击大
队长王秋，中队长韩路斌、薛老忠，土匪头子王忠

义，红枪会师爷王老太、董金堂等人。缴获小炮1门、
重机枪1挺、步枪260多支、左轮手枪30多支、各种弹
药2800多发，大刀、长矛、土枪、土炮一大批。

战斗结束，专员李庆伟和五分区副司令员牛

子龙召开群众大会，表彰了在这次战斗中做出突

出贡献的干部和战士。李庆伟专员还在大会上阐

明了共产党的政策，指出：红枪会闭火门是假，它

所表现的所谓“勇敢”完全是匪首让人服了“朱砂”

烧的。王文成和王明礼这两个匪首虽然漏网，但

相信不久，他们必然归案伏法。

会后，几个罪大恶极的匪首被枪决，其余大小

头目和骨干分子400余人带走集训遣散，一般人员
当场释放。

当天夜里，李团长秘密组织了一支侦察小分

队，连夜出发，到各地侦察王文成和王明礼可能潜

藏的地方，又一张网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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