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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王 芳芳

刘学正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拥有共同的文化基因

和文化记忆，这份天然的情感共鸣，是分不开、

割不断的。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长河里，无

论日常器皿，还是典藏珍宝，无不体现出其所处

时代的生活风貌，而这也可以从陶艺作品中窥

见一斑。《陶艺美学录》以纪实笔法，展现了江有

庭、蔡晓芳、杜辅仁等中国台湾 15 位陶艺名家

的创作与心路历程，以及为中国陶艺传承与创

新进行的不懈探索。

起点或有不同，但初心、毅力惊人相似，这

些专注于陶艺的匠人在追寻、复原中国传统文

化的道路上，运用不同材料、配方和烧造方式，

赋予陶土新的内涵，将个体生命和时代特征融

入陶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艺风格。

天目茶碗，大抵起源于北宋时期，属于纯粹

的质感陶艺。开窑的一刹那，黑色茶盏上浮出

的釉滴，如鸿蒙初开时无边暗夜中悠然睁开的

一只只眼，摄住了江有庭的魂魄。他将这些由

黑釉幻化出万相的茶碗称作藏色天目，一千多

年来，无人发现的隐藏于黑色中的秘密，在他的

窑炉里被一一破解。“我不做天马行空的创意，

只力求让最单纯的东西，有最完美的展现。”这

是江有庭的创作之道，其作品实现了艺术最终

令人安静、安定的正面作用。

在中国台湾陶艺界，杜辅仁是很独特的存

在，他赋予了陶器“悠然见南山”的人文气质，有

着毫无妄念的沉静感。对于技巧，杜辅仁不感

兴趣，更注重的是一种自然、豁达的心态，修炼

到一定程度时，便会随性、自然。在他看来，一

个盘子，插花就是花器，装食就是食器，用作装

饰就是装饰品。“我的陶艺，是生活态度的展现，

跟艺术、自然有关，我很少会谈这是什么土、什

么窑。陶器可以用来喝茶、插花，但展览的时

候，有对生命的感受，陶只是表象。”在诠释自己

的陶艺作品时，杜辅仁表现出更为超然的诠释

和理解力。

而与大多数陶艺家专注一种陶瓷不同，蔡

晓芳试图还原出中国陶瓷发展的整个脉络。人

们聚焦于一个时代，他关注的却是千年传承。

在他的作品架上，从汝窑的天青变作龙泉窑的

梅子青，脚步便从北宋踏进南宋；当青花的蓝，

化为郎窑的红，便又从元代的行云流水进入清

朝的雍容华贵。对于这些成就，蔡晓芳只是微

微一笑，自称运气好。其实，每一次探索所经历

的失败与激动、沮丧与欣喜，全被悄无声息地吸

纳进流动的釉色里。瓷器虽沉默不语，却最能

映衬人心。

宝岛陶艺源自中国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深

受多元文化影响，更能融会贯通。汝窑、钧窑、

郎窑、青花……流转千年的中华传统之美，焕发

着新的无穷魅力；盘、壶、杯、瓶、罐……这些重

又回归的日常用品，在人们的使用中，生动地诠

释出当代生活美学。

从某种意义上讲，陶艺家又何尝不是一名

魔力非凡的炼金师？陶瓷来自泥土，来自大地，

他们用一颗心、两只手，历经无数个昼夜，将其

貌不扬的土和釉药点化，使其泛起迷人的光

泽。他们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让中国陶艺在

国际化的创作语境下大放异彩，多元而又独立，

充满了持久的生命力。

器物当中，自有乾坤。岁月洗练后，不变的

是对陶艺的执著与坚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敬畏之心，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化根脉和心

灵归属。制陶的过程，亦是文化认同的过程。

陶艺，见证了两岸同根同源，千年不熄的窑火，

照亮千古不朽的匠心。

陶艺，见证两岸同根同源

文文 学学 社社

守守 拙拙

赵自力赵自力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从小到现在都是

如此。

小时候常常完不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同龄的小伙伴做

完作业来邀我出去玩时，我往往还趴在桌上作抓耳挠腮

状。小伙伴们往往耐不住性子，热心地帮我参考参考，但

固执的我依然坚持自己做。终于在伙伴们热切的目光中，

我独立做完作业后，才高高兴兴地跟他们出去玩。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公司，涉世之初的我不谙人

情世故职场生存之道，不会变通，不会逢迎，被人贴上书呆

子的标签。可我依然坚持那份笨拙，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

情，尽心尽力无怨无悔。同事们做一个报表一个小时搞

定，然后开启聊天八卦模式，而我往往要花一整天，反复核

算后确认没问题再上报。因此同事常常笑话我是机械系

毕业的，做事太过于呆板。有时我也想走捷径提高效率，

可是那样我心里一点不会踏实，倒不如老老实实把事做

好，哪怕笨拙一点。工作十余年，我依然笨拙如初，欣慰的

是，工作上很少出错。

在家人面前，我也显得笨手笨脚。父母都已经老了，

我除了每个月回家去看看他们外，很少有热耳朵的话说给

他们听。有一次父亲对邻居说，我在外面老实做人做事，

虽然笨拙点，却从不让他们操心，这就是最大的孝顺。对

妻子我也没有甜言蜜语，在她累时帮她洗洗衣服、做做饭，

在她高兴时陪她开心地笑，周末给她笨手笨脚地洗头。妻

子从未埋怨过我，她无数次对我说，她当初看上的，就是那

份笨拙的踏实。

老子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

华。”意思就是大丈夫要抱朴守拙。身处繁华坚守一份笨

拙，不仅会获得内心的宁静，抵达心中的梦想，不经意间自

己也会成为一道风景。

——读《陶艺美学录》

正在迎着夕阳跑步时，弟弟发来一张图片，配文：2022
年最大的超级月亮。我微微一笑，看了看时间，9点半。跑

完步，我也拍了一张阳光斜照操场的图片发给他，配文：坐等

照耀过诸君的超级月亮光顾东六区。

我的家乡在河北，人却在新疆，所以我和大部分朋友都

有两个多小时的时差。据说这次的超级月亮是十几年来最

大的近地满月，月亮距离地球最近，月、日、地几乎排成一条

直线，初出地平线时的月亮最为惊艳，“天上一轮才捧出，人

间万姓仰头看”，满月现身夜空，犹如仙子款款而出，会带给

地球人绝美的视觉盛飨。

夕阳渐渐落下，金色的余晖晕染了整个天空。我在办公

室静候月出天山之上，期待之中不禁敬畏起大自然之神奇，

并由超级月亮畅想开来。

数十亿年前，地球捕捉了一团宇宙中的尘埃，是为月亮，

从此彼此不再孤单。而生命终究进化出了文明，文化赋予这

颗唯一的卫星很多诗意的情怀，以及人生哲学的寄托。古今

中外，人们吟月的文字数不胜数。而中国人似乎是最为钟爱

月亮的民族，春夏秋冬，四时皆有月，而其阴晴圆缺循环往

复，在人心里又生发出种种不同的感受。

春天的月，婉约含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爱

情的美好，春月之下相约而来的伊人窈窕朦胧，也更令人心

动。“梨花院落溶溶月”“花影压重门，疏帘铺淡月”，和春月最

配的也许就是春花，也唯有这繁花似锦和盎然生机能衬出月

的柔黄之美，花的心事月最懂。月光下，花落成英，泛着晶莹

的光辉。

夏天的月，是炎热暑气里的一抹凉。太阳为阳，太阴为

月。月自古就是阴柔之美的象征，在意识里古人也认为月为

清冷之地，赐名曰广寒宫。“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夏天的月亮，常和清风

为伴，一静一动，习习如水，心中自然凉。而这个季节，雨水

甚丰，河湖奔腾，溪水潺潺，暮云尽收之后，在那些流动的细

碎琼瑶里，月亮则以另一种清凉的方式，与人间丝丝连连。

秋天的月，无情又深情。说它无情，是因为秋天的天空

高远，月亮变小，离人远了；说它有情，是因为千百年来文人

墨客几乎将所有美好的深情都付诸一轮秋月。“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及至中秋满，还胜别夜圆”。春秋代序，这个季

节带给人丰收的同时，也最易引起生命的沉思。秋山之月最

具哲人气质，它静静地看着大地和人间，黑魆魆的山则盎然

不动，任月亮爬上来、升上去，山高月小，有秋收，有秋征，亦

有秋别和秋思。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冬天的月，寒冷苍白。但古人喜欢把它和火相配，是人间

的烟火。冬月那么皎洁，只有冬月能投出人的身影来，长而冷

冽。而点点灯火，一簇篝火，一点星火都是暖的。更何况是家

门里的炉火。“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围炉向火，细说如

今，窗外悬着一轮皓月，安静又温热。终是平凡的尘世。

时间转向一刻，乌鲁木齐的夜幕这才落下。超级月亮随

着沉沉的夜幕，硕大的玉盘徐徐攀升。我激动地盯着它，静

静地感受着时光流转，静静地饱览月华之美，静静地细数它

照过的人和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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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十天遍沟黄。金秋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

拂过广袤的田野。苍穹之下，万物皆着了时间的魔

法，渐次成熟而沉稳，日益多彩而丰盈。灌浆的稻

粒一日日鼓胀起来，轻盈的稻穗一点点沉甸起来，

清爽爽的绿一天天温暖明黄起来。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这是一年中最喜庆的时刻。平田，播种，育苗，移栽

……那么多个日日夜夜，躬身行走于田间，冰凉的

泥水亲吻过每一寸肌肤，温热的手指抚摸过每一撮

泥土。天意难测的隐忧，只管耕种的执拗，不足为

外人道的期盼。而今，这一切，暂告一段落。当秋

风吹过田野，季节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

卷。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一粒金黄的稻

谷，是土地的滋养，雨露的恩赐，更是汗水的浇灌，

时间的结晶。人不弃地，地不欺人，土地最是懂得

知恩图报，种子总是感念于养育之恩。春寒料峭之

中擦亮的犁铧，寂静之中深深俯下的姿势，寒星冷

月之下翻开的冻土，精挑细选的每一粒种子，雨水

记得，季节记得，土地记得。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时序有常，五谷不绝。时候一到，大地便会倾其

所有，回报曾经的辛劳与眷顾。

这个季节的田野，触目尽是浩荡的喜悦。翻涌

的稻浪，给予身体充足的底气。有底气，即便严冬

漫漫，也不会失措慌张。金灿灿的黄铺排，蔓延，明

艳而亮丽，富贵又吉祥。目光倾过来，手臂拥过来，

笑声响起来。沉甸甸的稻穗羞涩了，深深低下了

头，一点儿都不居功，一点儿都不张扬。什么是谦

逊？什么是宽广？且看秋风之中，原野上翻涌的千

重稻浪。

阳光下的稻田弥漫着醉人的芬芳。每一镰下

去，都是大把大把沉甸甸的希望。汗水的淬炼，让

金黄变得更为闪亮。人工收割稻谷的艰辛，没亲历

过的人永远无法想象。朴实辛勤的农人，以虔敬之

心，苦修之姿，谱写着专属于自己的诗行，永不止

息，不声不响。珍惜粮食，尊重劳动，是我们能够给

予的最好的奖赏。

机器的轰鸣演绎着秋收的盛大与热烈。收割

机开过去，干干净净的稻谷吐出来。割稻，脱粒，扬

渣，碎草，多人通力合作的劳动简化为一道工序，怀

想了千年的神话，终于变成了现实。传统劳作的缓

慢与机器收割的快捷带来的冲击仿若滚滚热浪，惊

艳着那些难以置信的酱紫色面庞。除了赞与叹，还

有思与恋，稻禾的气息一样，弥久不散。越来越先

进的科技，越来越甜美的日子。守望土地的人，终

于短暂直起腰身，乡野的风，这一刻，吹来的是亘古

未有的柔情。

稻田翻涌千重浪，无限感慨心中藏。

耕种了千年的土地，依然是最坚实的凭靠，可

以种植希望，种植惊喜。劳作不再只是口朝黄土背

朝天的苦役，村庄不再疯长愚昧落后与贫瘠。尽管

人生依然充满劳绩，但诗意的栖居变得越来越触手

可及。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屋舍俨然，稻菽飘香。

驿动的心，漂泊的魂，于每一个月圆之夜，找到回归

的路。风吹稻浪，狗吠深巷，绿水青山环绕处，永远

是梦里老家，纸上故乡。

沉甸甸的稻穗瞬间被席卷一空，大片稻谷收割

殆尽，剩下稻田空荡荡，金色的田野渐至荒芜潦

草。提着镰刀背着背筐的农人，重又躬身于田间，

每个边边角角，细细检视，默默查看。割掉遗留的

稻子，拾起散落的稻穗。每一株努力生长的粮食，

在金秋，都该颗粒归仓。

偶有白的麻的小鸟停于高高的禾桩，叽叽喳喳

指点评说；红的黄的蜻蜓，盘桓着不肯离去，像是对

逝去的怀恋。土地不习惯寂寞与荒芜，仅仅几日，

稻秧便自芒茬口重新长出，绿油油摇曳于苍黄的底

色上。牛儿甩着尾巴，闲闲踱进秋日的画框……

王王 优优

徐玉向

掏歪歪是不分晴天和阴天的，而且也不须专

门去。在摸鱼捉虾时，偶尔遇到，顺便就掏出来。

歪歪，学名是河蚌。为什么叫歪歪，我想多半

是因为它的形态不周正，坚硬的斜斜的弧面，最末

端突然凸起一块，摆在任何地方也无法独自站立，

就连在水下，也是歪歪地倚在泥水中。

村子外面的几口野塘水浅之日，就是我们一

帮男孩子逞能之时。一面瓷盆，一只小桶，连网都

不需要带。看准下脚之处，把短裤挽到大腿根，齐

齐下了塘。草草圈起一处坝子，站在中间往外淘

水。原本清沏的池塘，立刻变得浑浊起来。青蛙

和蛇各自逃生去了，就连知了狗也紧张得不敢大

声叫唤，好像生怕祸事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

坝中的水快见底时，我们开始逮鱼。水中淤

泥没过膝盖。走着走着，忽然脚底踩到一块硬

物。停下来，掂起脚掌，沿着硬物左右滑动，“有歪

歪”。心中一喜，赶紧弯腰，伸起胳膊沿着脚掌之

处，用力往外一拔，一枚手掌大的黑黝黝的歪歪到

手了。往往来不及高兴，因为用力太猛，淤泥中重

心不稳，一屁股坐到泥水中，惹来一阵哄笑。这

时，谁还管衣服脏不脏，赶紧趴起来，“嗵”地一声

将歪歪丢进桶里。

有些歪歪没有隐得太深，水刚一下去，它们的

半截身子就暴露了。我们毫不客气地走过去，轻

轻捏起直接甩进桶里。

被扔进桶里的鱼虾，惊慌失措地扭来扭去。

歪歪却不声不响，保持着沉默。也许，那层厚厚的

甲壳，就是它不慌不忙的底牌。若是在水中生活，

遇到危险，它只须紧紧闭合甲壳，寻常的鱼虾是奈

何不了它的。

可惜的是，歪歪们今天被我们这帮精力旺盛的

乡下孩子掏到了。回到家将鱼虾分开后，直接用

清水和刷子单独伺候它们。

大人们常说，歪歪肚子里有珍珠。可是把所

有的歪歪刨开来，也没找到。或许，只有离家二里

外的大河中的歪歪，才会有吧。

金色的田野金色的田野

野塘清浅摸河蚌野塘清浅摸河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