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劁猪匠这个老行当，估计现在的小

年轻连听说也没听说过。其实，这个行

当并不遥远，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依然存在，只不过，已是日暮途穷、日薄

西山了。

最初，劁猪匠都是走村串户，挑担

行走。后来一般都会骑着一辆除了铃不

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车把上插着一

根铁丝，铁丝上还栓着个红缨穗以示身

份。彼时，他们头戴草绿色军帽，身穿蓝

色中山装，挎一个发白的帆布口袋，里

面装的是劁猪工具，下身着一条不是很

合身的黑色裤子，脚穿一双解放鞋，一

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在我们这座中原小城，这种形象是

标配。同时，劁猪匠的叫法比较书面化，

我们这里叫“择猪娃的”。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是劁猪匠们的高光时刻，那是一门必不

可少且赚钱的手艺。劁猪匠是走村串巷

走四方的手艺人，衣着打扮自然比一般

农人时髦。他们喝千家茶、吃万家饭，和

古代侠客有几分神似。

在过去，养猪业远不如今日这般发

达，农民饲养的土猪需要一年半到两年

才能出栏。由于农家喂猪的目的多为育

肥吃肉，而非繁殖，因此无论公猪母猪，

在八九个月发情后都会变得难以管理，

影响长膘。于是，为了确保猪只能够安

心育肥，不出现性情暴躁、拆圈外窜等

问题，同时也为了不影响肉的品质，劁

猪技艺便应运而生。

彼时在广大农村，几乎家家养猪，

既能增加收入，也能消化残羹剩饭。但

养猪的人都知道，猪不劁不肥。猪仔饲

养了一段时间，即将成年到了发情期，

饱暖思淫欲，躁动不安，不睡不吃，性情

暴躁，挖砖撬石，或在猪圈里乱钻，或使劲用嘴巴拱门，甚至越栏

逃跑，谁阻拦它，它便瞪着骨碌骨碌的贼眼，露出白森森的獠牙威

胁人，令人大骇。

被关起来后，依然郁郁寡欢，越吃越瘦不长膘，骨瘦如柴，浑

身裹着臭烘烘的猪粪尿，耷拉着头，连习惯性的哼哼都懒得哼了，

常盯着猪圈外野花上的花蝴蝶发愣。这就需要请劁猪匠阉割“去

势”了。

劁猪匠人的挎包里随时携带着一个皮套，里面装着几把小刀

和一套针线。其中，一把主刀的设计颇为特别，一头是双开刃的快

刀，另一头则带有铁钩。劁猪时，只见劁猪匠嘴里叼着锃亮的割

刀，左脚死死地踩住猪脑袋，右脚半跪在猪后身上，贴地摁紧其脑

袋和四肢，活蹦乱跳、嗷嗷嚎叫的小猪便被制服了。

随后，他们的右手指娴熟地勾住猪的“花花肠子”或肾囊（公

猪的睾丸），只见刀光一闪，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干

脆利落，伴随凄惨的哀嚎，一小段“花花肠子”或肾囊便被取出丢

入旁边清水盆里了。几番麻利地穿针引线，缝合好伤口，锅底灰拌

菜油往伤口上一抹，一头猪便阉好了。

劁猪的核心技术在于找准“花花肠子”与“肾囊”的位置，“花

花肠子”的位置尤其难找。不同品种的猪，其位置有所差异，脂肪

的厚度决定划刀的深浅，划浅了，猪需挨第二刀，划深了容易崩

肠。老道的劁猪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见他们电光火石般刀锋

一闪，百发百中。

阉割后的猪生长发育较快，肉质更为鲜嫩，肌肉纹理细腻。因

为雄性激素会对猪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阉割后去除这部分激

素，有利于猪的生长发育。对母猪进行阉割，可以使其性情变得温

顺，便于管理。阉割后的母猪寿命较长，生殖系统疾病较少，可以

提高繁殖能力和产仔数。同时，阉割后的猪抵抗力较强，不易感染

某些传染病。

在小猪声嘶力竭嚎叫中，劁猪匠动作稳准狠且轻盈，手法熟

练地忙着自己的拿手活计，还十分得意地叼着烟和主人与围观的

孩子们聊天、逗乐。

劁完后一抬脚，小猪立即站直身子，逃离“魔爪”， 仓惶夺命

远遁。走出老远，仍心有余悸地恐怖回望，似乎不敢相信刚才的噩

梦是真的……它忍着痛，躲在柴草堆或栏舍僻静处，警惕地环视

四周。刚割过的小猪不能躺着，否则腹内肠子会打结，得让它站或

走着。于是，孩子们被指使着手持竹竿驱赶猪仔，让它在两个时辰

内不能躺下。

小猪被取出宝贝丢了元气，就只能一门心思去长膘，且被斩

除情根后，温和驯良，心静气顺，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而且肉也

长得好，没有异味。至于那些阉割出的“花花肠子”或肾囊，即便主

家不要，劁猪匠也不舍得丢掉，每天多劁了几头猪，这些东西便相

当有分量。回家后洗净烹煮，那可是大补的下酒好菜呦。

难怪他们都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的。

骟猪在我国可是一门从事牲畜阉割的古老的行当，其历史可

追溯至商代甲骨文记载，北魏《齐民要术》中已有系统技术记录。

该职业需掌握快速精准的手术技法，传统工具为五寸劁刀，3-5分

钟即可完成操作。旧时骟匠属“搓捻行”，供奉华佗为祖师，在农耕

社会中兼具技术性与江湖色彩。

史料记载，明朝皇帝朱元璋携带墨客骚人巡游民间，大户人

家和穷苦百姓听闻，便都在屋门前贴上对联恭迎。当他们来到一

劁猪匠家门前时，只见门上空空荡荡，不见对联，朱元璋不仅没有

怪罪，反而来了兴趣。他提笔泼墨，写下趣联一副：双手劈开生死

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横批：是非之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这个职

业的充分认可。

那么，为何这一古老的行当会渐行渐远呢？随着改革开放以

来现代化规模养猪场的发展，农村散户养猪的方式已经逐渐减

少，同时，现在的猪生长周期短，仅需6个月便可出栏，而这时它们

的性器官还未完全成熟。因此，劁猪这一行业就逐渐淡出了历史

的舞台。

苍狗浮云，白驹过隙。

随着历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劁猪匠的身影已消失在茫茫

人海中，劁猪的技艺已成历史，劁猪匠的故事也成了人们茶余饭

后的回忆和谈资。随之消失的，还有那香浓细腻的土猪肉香，叹

之，惜之。

但是，他们曾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与我们的生活休戚相关，

尽管在不经意间已经消失，但给我们留下的，却是那关于往昔生

活的记忆和回味。

“ 宋 瓷 女 神 ”
———汝窑玉壶春瓶的传奇

彭忠彦

瓷语花香

人有人语，瓷有瓷话。比如“宋瓷女神”汝窑

天青釉玉壶春瓶———这只藏在大英博物馆内通

灵的传世孤品就会开口说话。自从在北京故宫博

物院延禧厅，和这只在家乡窑炉里煅烧出的神器

玉壶春瓶仅有的一面神交，我就听懂了她的喁喁

私语。那是交心的倾诉；那是精灵的自白；那是女

神的人间瓷话！

2015年9月30日，在“清淡含蓄———故宫博物

院汝窑瓷器展”上，三生有幸的我第一次和汝窑

神器天青釉玉壶春瓶谋面。此次展览除了悉数展

出故宫博物院所藏北宋汝窑瓷器，大英博物馆还

慨然出借北宋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花式盏托、

葵花式洗三件重器。

清末，慈禧太后为筹措“庚子赔款”，把北宋

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等一批宫廷瑰宝抵押给盐

业银行贷款，逾期不能归还贷款，瓷器被迫变卖。

屈辱的“宋瓷女神”含泪别离国土，漂洋过海，一

路颠沛流离来到了大洋彼岸的英国。百年天青

梦，夜夜盼回归。圆梦盛世中华，宋瓷女神终于八

面风光回国展出省亲，尽管戴着“借条”的镣铐，

仍不失绝代神韵和风华！

朝圣的时刻———我捧着诞生你窑炉遗址上

的一丛野菊花，虔诚地站在你身边，隔着玻璃第

一次近距离顶礼膜拜：撇口，细颈，垂腹，圈足，柔

和变化的弧线，堪称汝窑器瓶类造型的经典。淡

天清色的容颜，釉面蝉翼般的开片，玉立俊秀的

身姿，曼妙的曲线，彰显着女性的阴柔、丰满与纤

细。在现代灯光下，这只诞生在家乡汝窑的玉壶

春瓶，体型修长挺拔，洒脱素丽的雍容，玲珑清雅

的气质，自然恬静的品格，酷似一位婀娜多姿的

美妙少女，宛若一尊温婉简约、典雅神秘的“青瓷

女神”，浓缩了所有古典与和谐之美范。那美，静

止中透澈灵动的典雅，动态中含蓄神秘的幻彩。

静动结合，透出一种耐人寻味的雅致；袒露一种

无法描述的韵律；折射一种内外由衷的古朴！

如痴如醉。懵懵懂懂中我忽然听到女神的金

口玉言“‘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青光闪烁，瓷音袅袅，花香袭人，梦里窑乡，

现实故宫———那一刻激动撩拨着我，一个唯美的

成语“瓷语花香”诞生了！

天青汝州与汝窑天青

我自故乡来，知晓家乡事。家乡“老汝州”，天

荒地老。汝州因汝水而得名，汝水因女娲圣母而

取名。汝水，这条中原的女性河流和中华民族的

人文初祖女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伏羲时期，汝

州为伏羲之妹女娲的封地，叫女国。《世本·氏姓》

载：“女氏，天皇封女弟娲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

称女皇。”母亲河因其在女娲氏的封地而得名“女

水”（古代“女”“汝”不分），也称汝水。汝州因汝水

故名，位居北宋五大名窑魁首的汝窑因汝州而得

名。汝窑器融五行学说于一体，在其制作过程中

把“金、木、水、火、土”客观地表现出来。“土”指的

是汝州地道的瓷土，瓷土决定了瓷的本质与品

性；“金”指的是源自家乡的各种矿石的金属氧化

物，系釉料中的发色成分，它张扬了艺术；“木”指

的是柴窑的燃料，它催生了火，转换成焰；“水”是

汝瓷烧成过程中的伴侣，它促进汝瓷成型而悄然

升华；“火”决定汝窑瓷器烧成的成败，凭借火的

炽热与刚烈给汝瓷注入了独特的艺术性格。汝窑

瓷器是天地人合一共生，金木水火土和谐共存的

艺术产物，是难以堪比的人间杰作。而你———天

青釉玉壶春瓶，则是从汝窑飞出的“青瓷精灵”，

独压群芳，美轮美奂。

汝窑产品的原材料全部来自汝州区域内的

天然瓷土。其产品的特殊品质、特色和声誉主要

取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只有在该地

并采用特定的生产工艺，才能烧制出地道的、通

灵的汝窑神器，比如您———“宋瓷女神”！

汝州地处中原，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

明。南依伏牛，北靠嵩山，左控襄许之饶，右联伊

河之秀，为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北汝河（古汝水）

横贯东西，形成西北东南向的槽形盆地。作为古

都洛阳的门户，汝州成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

境内资源丰富，生产汝瓷所需的长石、石英、玛瑙

石、方解石、高岭土、滑石等原料储量大，煅烧汝

窑器的木材、原煤燃料资源丰富，古时烧瓷多用

木材，栗木为佳，汝州盛产栗树，来源充足。据文

字记载，唐代已出现用煤炭烧瓷的现象。汝州水

资源丰富，古称“汝海”，境内河流纵横。

“日暮数峰青似染，商人说是汝州山”，大量

诗词曲赋都对汝州丝绸般飘逸的天青色山水赞

美有加。苏轼的“下雨初晴，水风清；烟敛云收，数

峰青”，曾被人误以为是描写汝瓷美妙的釉色。汝

州这种朴素无华的天青色自然环境，间接或直接

影响了汝窑工匠烧造汝瓷釉色的审美思想和意

趣。加之皇命在身，天时地利人和，天青釉汝窑器

诞生在汝州就不足为奇了。南宋叶寘《坦斋笔衡》

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

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悉有之，汝窑为魁。”

“宋瓷女神”身世之谜

我的家族与酒有关。早在唐代，人们习惯把

酒称作“春”，很多酒的名字都带有“春”，一直沿

用至今。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诗云：“纪叟黄泉

里，还应酿老春”。明代高启《客舍雨中听江卿吹

萧》诗云：“恨无百斛金陵春，同上凤凰台上醉”。

直至现在，许多酒的名字仍然叫某某春，如剑南

春、五粮春等。在通行的各类书籍中都说是“玉壶

春瓶”因诗句“玉壶先春”而来，也有说是因“玉壶

买春”而得名。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典雅》：“玉壶

买春，赏雨茆屋。”而“玉壶先春”之由来，有的人

认为和苏轼与陶工的民间传说有关，他曾有“玉

壶先春，冰心可鉴”的诗句，但遍查苏轼的相关著

作，包括诗、词、文、赋都未得见。诗人岑参曾有诗

云“闻道辋川多胜事，玉壶春酒正堪携”，这是目

前在文献资料中所见最早关于“玉壶春”三字连

用的情况。诗人很明白地说出了“玉壶春酒”，而

同样内容的诗句也出现在中唐诗人朱千乘的《新

移镜中别业》中———“锦缆扁舟花岸静，玉壶春酒

管弦清”，也指出了“玉壶春”是一种酒的名字。

“古瓶盛酒后簪花，花酒由来本一家”，一句诗道

尽玉壶春瓶功用之妙。既可盛酒，亦可插花。北宋

曹组《临江仙》句云“数枝梅浸玉壶春……”此诗

中玉壶春瓶被用来插梅花的。

扯远了，还是说我，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的

故事吧———确切地说我们是一对姐妹汝窑天青

釉玉壶春瓶。

那时候，那个风流成性的宋徽宗皇帝，降旨

汝州的大国工匠严和烧制玉壶春瓶。严和年近古

稀，病魔缠身，但皇命难违，只好抱病烧窑。七七

四十九窑烧下来，玉壶春瓶不是粉青就是卵青，

那天青色始终不肯露面。就在第四十九窑开窑之

际，突然一声巨响，窑厂西北方的太和山崩，烈焰

腾空，乱石翻涌，岩浆四溢。待一切平静下来后，

严和双手抖索开窑，然而竟出现了虾青。严和彻

底失望了，一天夜里偷偷溜到汝河岸边自尽。严

工匠站在齐腰深的汝河浅水滩中，望了一眼两岸

熊熊燃烧的炉火，突然一头扎进水中，头被一块

石头刺痛，顺手抓起了那块石头。那是太和山崩，

一块玛瑙石被暴雨冲刷到了汝河中。借着朦胧的

月色，严工匠依稀看到了晶莹剔透的石质。在水

的浮力中他把那块玛瑙石翻上覆下，仔细把玩，

许久又鼓起了活下来的勇气。严工匠把玛瑙扛回

窑厂，连夜碾碎重新配制釉料。第五十窑上天青

色显现，我和妹妹终于冲出窑炉的幽门，一对举

世无双的汝窑天青釉玉壶春瓶诞生了！

严工匠太爱我们姐妹了，冒着杀头的危险把

妹妹藏匿起来了。窑司来逼命索宝，于是我就走

进宫廷，开始了荣光尊崇的人生。可是好景不长，

靖康之乱中姐姐被金兵掳走，至今下落不明。严

工匠死后立下家规，世世代代把我传下去。世上

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南宋时，我被号称“占田遍天

下，而家积巨万”的张俊夺走了。张俊家里的银子

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

铸成一千两（四十公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

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

法。

张俊贪婪歹毒，命他部下一个汝州籍的军官

带兵藏银回到故乡，软硬兼施，手段用尽，连杀严

家大小11口人，最终把我抢劫而去，含辱走进张

俊府邸。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的秋天，宋高宗赵构

亲临清河郡王张俊的府第，君臣二人共叙旧谊，

把酒言欢，筵席之间张俊进奉了一批稀世珍宝作

为贺礼送给赵构，赵构欣然接受。我就是在这时

候进宫陪伴君王了。在张俊进奉的所有汝窑瓷器

中，赵构对我情有独钟，在宫中经常拿来赏玩，爱

不释手。并且专门安置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

皇宫内的德寿宫奉华堂内，并在瓶底刻上“奉华”

二字以兹纪念。以后赵构对张俊礼遇优厚，诸臣

均不能相比。

朝代更替，江山几易。刀光剑影中，我一直稳

居深宫，过着四平八稳的风光岁月。可是到清末，

慈禧太后为了筹措“庚子赔款”，将我和一批汝窑

器瓶抵押给盐业银行。清朝覆灭后，盐业银行又

将我卖给英国的大维德爵士。20世纪60年代，大

维德爵士去世前将我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宋瓷女神”赞

你是瓷器中的皇后，被尊为“宋瓷女神”。你

是瓷器美学发展史上最具代表性的造型。你从岁

月的深处走来，你从历史的雾霾中飞出；也有在

家乡窑炉炼狱的磨砺；也有深锁宫廷的寂寞；也

有走出“寒门”，登上大雅之堂的荣光；也有流落

异国他乡的忧伤；更有在大英博物馆接受万人膜

拜的尊崇和风光。岁月的吸管不曾稀释你的本

色，依然呈现的淡天青色如此温润可人。尽管釉

面开片的线条已被久远的历史磨砺为黑色，但丝

毫不能淡化你的秀丽，依然灵光闪烁，宛若从宋

瓷王国中翩然飞来的女神，婀娜多姿，楚楚动人。

“数枝梅浸玉壶春”，你质朴却不单调，含蓄

表面下流露出高雅风尚，是人类审美情趣集大成

者。你所蕴含的意味之美才是真正的古代艺术之

美。你的平淡、素洁绝非只是一种物性，同时渗透

了淡泊、虚静的“人性”，而你典雅方正，亦象征了

儒家文静雅洁、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你浓缩了

中国古代理性文化的最高趣味：平和、含蓄和雅

致。如此富有内涵之美的汝窑玉壶春花瓶，即使

不插花，也能让人闻到花香。

宋代是“词”的时代，“宋词女神”李清照的出

现把宋词推向了峰巅。宋代还是“瓷的时代”，宋

瓷中的汝窑玉壶春瓶，以其清素淡雅，纯净细腻

的美学特点，成为当之无愧的“宋瓷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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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寺 雨

在汝州城东北二十里的群山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

刹风穴寺，不知从哪个朝代开始，每逢农历六月十九，也

就是传说中观音菩萨修身得道这一天，方圆几十里的妇

女，都成群结队到风穴寺烧香磕头，有的求子，有的还愿，

整个寺院内，香烟缭绕，钟声不断，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且说这一年六月十九，西天极乐世界的两个散花仙

女，晚上做了佛事，觉得天气闷热，就商量着到外边漫游

乘凉。两人驾着祥云，乘着香风，尽情飘游，不知不觉来

到汝州地界。忽听一阵喧嚷的人声，她们按着云头往下

看，只见风穴寺这块佛家净土上，众多的民妇，有的坐在

松树下吃着西瓜，有的坐在小溪旁畅饮着大慈泉水。年

轻的相互指指点点，评论着她们的如意郎君，自有一番

情趣；年老的手持拐杖，说起闺女画个圈儿，说起媳妇一

点头儿，另有一番苦衷。没小孩的跪在观音菩萨像前求

子，格外虔诚；有小孩的在深情吻着孩子的面颊，亲昵非

常。看到这些，一股羡慕之情便涌上心头。她俩商量了一

阵，就降落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变成农家妯娌二人，厮跟

着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转悠。月光下，那青青的山,绿绿

的水，烂漫的野花，葱茏的松柏,巍巍的殿阁,让她们眼花

缭乱。那人间的母子情、婆媳怨、妯娌骂玩、姑嫂逗趣，使

她俩见景生情。她俩转啊转，出大雄宝殿，过七祖塔，跨

接圣桥，上悬钟阁，登望州亭，越转兴致越高，越看劲头

越足。一转转到大半夜，她俩来到一处僻静的山坳里，准

备采摘些野花，带回西天奉献给佛祖。

再说离风穴寺不远，住着一位姓王的员外。良田千

亩，打手成群，勾结贪官，欺压乡里，百姓恨死他啦。王员

外还有一个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坏儿子，老百姓都叫

他“坏水儿”。这个“坏水儿”一不读书，二不种田，每日架

着鹰、遛着狗，带着打手，到处乱窜，欺男霸女，无恶不

做。他明知道六月十九风穴寺是妇女们集会的地方，还

厚着脸皮，瞪着贼眼，带着打手，在妇女中间挤来挤去。

今日晚饭后，他又溜进风穴寺，忽然看到那两个散花仙

女，口水直流，暗自高兴，但碍于大庭广众，只好暂时把

口水咽到肚里，让打手悄悄紧跟着，等夜深人静之时，再

做打算。

散花仙女在山坳里刚把采摘的几束鲜花放进篮子

里，忽见几条黑影向这里跑来，生活在极乐世界的她们，

没见过人间那些无耻之徒偷鸡摸狗之事，所以，也没在

意，根本没啥防备，继续采花。忽然间，几条黑影扑上来，

将她两个按倒在地，捆了手脚。“坏水儿”一声令下：“带

回府去，立即和我成亲！”直到这时，她俩才知道这个家

伙的可耻用心。她们想，在这块佛家净土上，怎能容忍这

等无耻之徒横行？她俩不约而同张开樱桃小嘴，把满嘴

唾沫朝恶少脸上吐去。随着“呸”的一声，雷鸣电闪，那唾

沫瞬间变成瓢泼大雨下了起来。那“坏水儿”和打手们来

不及躲避，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得晕头转向，脚下一滑，

跌进了那顺山而下的洪流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两个

仙女化作一团烟云，回西天而去。

回西天后，两仙女每逢农历六月十九，总要在一起

讨论风穴寺那番盛景，当谈到那个作恶多端的“坏水儿”

时，总免不了恶心得要吐几口唾沫，这些唾沫都会变成

雨水，洒落在风穴寺那个山谷中。多少年来，每到这一

天，风穴寺都要下雨。这场雨把人们抛弃在寺内的瓜皮

果核、污泥浊水冲洗掉，让风穴寺保持得干干净净。所

以，当地人们都把这场雨叫作清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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