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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陶”“陶冶”“陶醉”“乐陶

陶”“陶然忘机”……这些精神性词

汇，都由“陶”字这一源头所派生、

延展。如果没有这一汉字及其蕴

含的物象，汉语的表达力将多么苍

白，生活将多么苍白。东汉时代的

许慎，从甲骨文的“熏”字里，看见

四点火焰上方历练中的陶器，从

“陶”字中发现上山采泥的人、以手

抟泥的人。这人，这泥，对回答“何

谓中国”“何以中国”之问题，多么

关键！没有这人这泥，就没有了陶

盆、陶碗、陶壶、陶杯、陶缸、陶瓮、

陶坛、陶碟、陶钵、陶瓦、陶砖、陶

池、陶罐、陶管、陶缶、陶笛、陶埙、

陶渊明——也就没有了苏东坡在

流亡途中所作的一百余首《和陶

诗》。我最爱其中四句：“早韭欲争

春，晚菘先破寒。人间无正味，美

好出艰难。”

显然，这“陶”字中的人，是陶

人；泥，则是与水相遇后形成强劲

粘性的泥，以手工赋形，再由火焰

赋魂。

普通陶人，寻常的泥，构成中

国那广大而无名的部分。在童年

与少年，在豫南，我常看见一座座

陶窑高出地表数丈，如孤岛，似山

岳，把寻常泥土变化为陶器，广泛

参与民间生活。比如，夜壶，一种

陶制的小便容器，也可注入煤油、

插入棉芯后成为强劲灯盏，这是故

乡各种陶窑的主要产品之一。来

丁蜀，我才知道，夜壶的雅称是“月

别”，多美好！四更天，一个人掀开

被子，侧身将白昼积累在腹部的内

在压力，哗啦啦倾泻而出，吹灭油

灯，窗户微白，月亮也逐渐别离人

间，多美好。

这陶人如果非同寻常，就可能

是广西坭兴人、云南建水人、重庆

荣昌人，或宜兴丁蜀人，代表了中

国杰出的一部分。我在丁蜀晃荡

这几天，坭兴陶、建水陶、荣昌陶、

丁蜀陶，这四种名陶的制陶人欢聚

一堂，正借助前墅古龙窑，烧制最

新作品。开窑仪式上，他们兴奋的

脸色被摄像机捕捉，在电子大屏幕

里闪烁，与范蠡、火神和窑主吴永

兵的目光，交相辉映。他们带来的

各地陶泥，自然也非同凡常：坭兴

的钦江两岸的东泥与西泥，建水五

彩山的紫陶泥，荣昌鸦屿山的红泥

与白泥，更可能是丁蜀镇黄龙山上

的紫砂泥——世界唯一。由此生

成的紫砂陶器，独一不二。异地异

国的制陶人羡慕之至，来丁蜀寻找

与顾景舟大师相见的机会，在南街

与蠡河边流连，感叹：尘世广大，为

何只有一座黄龙山……

小李开车，带我绕黄龙山转一

圈，向这一座涌现无数紫砂名作的

山岳致敬。它正被封闭、保护，未

来将建成黄龙山地质公园，供游客

怀想山体幽深处的奇迹。路边广

告牌或丁蜀旅游手册，常见一句古

语：“人间珠玉安足取，岂如阳羡溪

头一丸土。”这“一丸土”，指的就是

紫砂泥。用“丸”而非“斤”“吨”作

为计量单位，可见此地陶泥之珍

贵。

紫砂泥矿坚硬如岩石，刀劈斧

凿而毫无惧色，浸泡在水中，即缓

缓融化为泥，类似刚强汉子在爱情

里顿然变得柔弱，再经过人间烟火

薰陶，焕然一新，彻底完成自我形

象的塑造：高贵，沉静，悠远。我问

小李：“山封了，陶泥不开采了，陶

人怎么办？”她答：“家家户户都存

有陶泥，还能使用很多年呢。当

然，要爱惜，用到精品上。”这些天，

在丁蜀镇的各种店铺、作坊里晃

荡，我的确看到陶人身旁、墙角、后

院，堆叠着紫砂泥。室内外装着监

控摄像头。桌子上，摆满制作紫砂

的工具：木搭子，木拍子，鳑皮刀，

钜车，尖刀，明针，独个，印锤，顶

柱，毛布，铜管，木鸡子，喷水壶，盖

圈，瓤只，虚坨，套缸，篦子，勒子，

线梗，复子，搪盖石，挖嘴刀……上

百种各式各样的制陶工具，像交响

乐团，陶人面对它们，像指挥，让每

一种工具，准确、宏大或细微地呈

现其存在，完成一件紫砂作品。

尤其是那一个小转盘，木质或

铁质，像旋转舞台，让陶泥在旋转

中日臻完美和动人。

丁蜀紫砂泥有以下品种：岩中

泥（夹在两层矿石之间薄薄的一层

青色，于隐忍中保持生机），红棕泥

（色泽微红如初恋），大红泥（稀少，

美艳惊人），小红泥（灼烧后泛朱

红，像少女一夜间化为少妇），本山

绿泥（暗绿或浅粉绿，烧成器皿后

呈现米黄色，类似春色穿越酷暑后

变作秋景），黑铁砂（含铁成分高，

犹如怀持铁器的侠士暗夜独行），

紫茄泥（稀少，坚润如君子，偶尔一

见，云胡不喜？），清水泥（色泽温和

如溪流），拼紫泥（由不同泥料调配

而成，像不同云彩拼出傍晚的紫霞

满天）……

由紫砂泥矿化作紫砂泥，需经

历以下过程：开采（到山体的不同

深度中去），分拣（去芜存菁），风化

（露天陈放两年左右），粉碎（粗细

因品种和用途而定），陈腐（加水，

在晦暗中存储三个月左右），练泥

（排除泥料中的空气后，终于成为

可以制作的陶泥，前后历时三年左

右）。从矿，到泥，再到一件紫砂陶

器，这一过程，完全就是在演示如

何陶冶一个英俊之人，多么艰难，

就多么罕见。

“拳头大的紫砂泥，价格大约

是多少？”我提出这一问题，有些俗

气。小李答：“珍贵的陶泥品种，这

一拳头大小，就值几万元呢，做成

的紫砂名品，价格是几十万、几百

万呢。顾先生的紫砂壶，拍卖价达

到一个亿了！可他一生住着旧房

子，除了爱喝茶、抽烟，没别的爱

好。琢磨、制作一把壶，要用半年、

一年。壶成型了，盯着看，不满意，

就毁掉那一团泥重新做。惜壶如

命。他不喜欢的人拿着大叠的钱

来买，也不卖。他喜欢的人，真心

相送。还捐壶拍卖，款项用于救困

助学。有一个人偷了先生的壶，价

值几百万，他竟去法庭上讲情，说，

一把壶没一个人重要，如果这壶把

一个年轻人毁了，多难过啊。那窃

贼听了，嚎啕大哭……”

顾景舟最喜欢的陶泥品种，是

底槽青，亦即分布于底槽的青泥，

处在黄龙山陶泥矿井最深处，是一

系列风暴、海啸和造山运动的产

物。像君子，承受时代的重负，卓

尔不群。底槽青矿料外观呈紫褐

色，有星星点点的青绿。以水融入

后化为泥，质地细腻，色调沉稳如

人到中年。入窑烧成后，颜色绚烂

缤纷，有青叶色、黄酒色、紫霞色等

等，似返老还童。矿料中那些星星

点点的青绿，在烧成的紫砂器皿

上，隐约如星辰，是极品。紫砂，不

需要像瓷器上釉来掩饰和美化，肝

胆相照如君子。这一切，似乎都契

合顾景舟的命运和秉性。

一 九 一 五 年 ，顾 景 舟 生 于 丁

蜀，家境困顿。六岁入东坡书院读

书，辍学后，因天资聪颖，为书院一

先生所爱惜，带领他读古诗、作文

章，春秋三度。十六岁始习陶艺。

患天花，死里逃生，清俊面部留下

斑点。变得寡言、敏感、孤傲，少与

俗世相往来，惟与同道亲近，在泥

料与窑火间安顿自我。迟至四十

九岁，娶了小自己十余岁的女子徐

义宝。在妻子、门生和吴湖帆、江

寒汀、韩美林、冯其庸等等知己爱

护下，日渐达观。中年后面色加

深，那若干斑点淡远微茫如星辰，

更显得气象高迥。闲下来，喝茶，

他摸摸脸，像摸一把包浆深沉的紫

砂壶，吟诵：“两三点云不成雨，七

八个星犹在天。”徒弟们都知道，这

是师傅镌刻在一把壶上的自作诗

句。也知道他开心了，在自我调

侃，就彼此看看，笑。顾景舟不笑，

咳嗽一声，徒弟们静下来，继续埋

首在陶泥里。

二十来岁时，顾景舟就名动江

南。受邀为商人仿制前朝名壶。

即便只有老照片作参考，也能以假

乱真、以假胜真。对于仿制之举，

顾景舟暗怀惭愧，也心有不甘，往

往在商人反复查看所未能发现的

壶嘴幽深处，署“景记”等细微签

名，保持自我的存在，亦藉此向前

贤致歉。五十年代，顾景舟受邀为

故宫藏品作鉴定，发现其中有陈鸣

远印鉴的紫砂壶，正是自己的仿

作。不安。他指着壶嘴幽深处的

签名，解释来龙去脉。其他专家赞

赏：“故宫有这样一把壶，有顾景舟

作品，也是幸事和美谈！”“这就是

退藏于密嘛！圣人以此洗心。”因

反对“制壶机械化”，顾景舟一度受

冷落，躲在丁蜀南街的小阁楼，自

成一统。只要桌上有陶泥，就有了

安慰和归宿。上世纪七十年代，确

立紫砂宗师地位后，依旧远浮躁、

致幽远，在陶泥中完成辉煌余年。

八十一岁去世，把自我归还大地，

回报陶泥与火焰所赋予的一生辛

劳和光荣。

“道器合一”，大道与器皿合为

一体，是我在丁蜀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也时时回响于顾景舟内心吧？

从照片里看，他身姿清癯，恰似去

掉一切雕饰的硬朗方壶，满含一壶

阳羡热茶，深情以待。人与壶合

一，就是好壶、好人、好岁月。

穿过丁蜀镇，街道和田野边，

常见各色陶缸堆垒成的围墙。那

陶缸，自然是用平常陶泥烧制而

成，价值低廉，着重于实用功能。

进入陶瓷博物馆，展品中，一个明

代荷花缸吸引我：釉色如黄昏，外

壁 浮 凸 以 精 致 的 牡 丹 、兰 花 、菊

花、梅花四种图案，线条细腻，表

达四季变迁。它来自南京宫廷，

盛满雨水以防火，种一缸荷，从春

日荷叶初绽、夏日荷花盛放，到秋

日枯萎、冬日瘦梗如古士子铮铮

傲骨，可愉悦皇帝和后妃们一年

的眼眸，引发沉痛和忧伤。故，价

值高贵，更倾向于审美功能。上

述两种功能的缸，乃至其他陶瓷

器具，虽然价值各异，其含蕴的陶

泥却并无“低廉”或“高贵”之分别

心，自尊而坦然。泥、水与火焰，

三者合一而不分裂，就是好泥、好

水、好火焰。像一个人的爱，心与

身统一而终老，就是好心灵、好肉

身，无论身份低微或华贵，面容素

朴或艳丽。

赞美泥，赞美这陶泥赋予中国

的烟火万象与人性之美。

泥赋
■ 汗 漫

阅读让他们热爱学习、
热爱生活

2月14日早上8点10分，校园传来阵

阵读书声……瓮安县朵云学校7年1班的

40多位同学们，开始2023年新学期的第一

节语文课。坐在教室第三排的黄星瑜，正

在认真地听语文老师讲课。

几年前，黄星瑜一家人从贵州瓮安县

玉山镇苟家庄村搬到瓮安县城居住，随后，

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2019年，一家人从出

租屋搬到瓮安县易地搬迁安置点映山红社

区。2020年，当时五年级的黄星瑜就从其

他学校转到朵云学校就读。转眼间，她如

今已是7年级的学生。然而，家里经济条件

有限，爸爸打散工，妈妈在家照顾她和妹妹，

爸爸忙不过来时偶尔也要去帮忙。

基于家庭经济状况，除了生活日常开

销，基本没有存款，黄星瑜的课外书绝大部

分都是来自学校。“平常主要就给她买些

笔、作业本等学习用具。我跟她爸爸都只

是读到初中，学习上没法辅导”，聊起自己

的女儿，黄星瑜的妈妈感到有些“愧疚”。

幸好，从五年级转学，黄星瑜很快就适应了

朵云学校的环境，并展开新的学习生活，成

绩一直名列前茅，现担任七（1）班的班长。

“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热情，而

且，我在这里找到同样喜欢读书、喜欢画画

的好朋友”，黄星瑜很珍惜在学校的时间。

课间，同学们在打闹玩耍时，她与“志同道

合”小伙伴们，一起看书，一起聊最近看了

什么书、书里有哪些有趣的内容……

张盼盼是黄星瑜在班上的好朋友，她

们有着共同的爱好——阅读。张盼

盼一家人同样住在映山红社区，她父

母在社区里经营着一家生鲜店。

尽管收入相对稳定，但张盼盼的

父母每天要起早贪黑，生鲜店一般早

上7点多开门，一直营业到晚上9点

多。因为是生鲜店，他们每天凌晨3、

4点要出门进货。为了减轻父母负担，张盼

盼下了晚自习，很多时候都自己走路回家，

周日不用回校上课，她常常要到店里帮忙。

在生活中，张盼盼最大的爱好是看书，

除了课余时间，每晚睡前10分钟更是她“雷

打不动”的阅读时间。“小说、散文、绘本等，

这孩子都涉猎，一看起来就是废寝忘食”，

朵云学校七一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刘禄

先如此说，“有几回，家人让她熄灯睡觉，她

就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被老师“揭

穿”了小秘密的张盼盼不好意思地笑了。

也就是如此热爱阅读，初一上学期她

就看了近百本书。“书里的世界太精彩

了，”张盼盼说，“此前跟家人闹别扭、不开

心，是书给了我安慰与鼓励，走进书里什么

不开心的事都能忘记。”

谈到长大后的理想，黄星瑜说，她想成

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而张盼盼希望成

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喜欢语文，希望成为

一名语文老师”。这两位小女生更是不约

而同地说，“现在要好好读书，考上高中”。

书是山里孩子了解世界
的“桥梁”
“我们是一所易地搬迁安置点内的学

校，92.6%的学生来自山区，而且是县里最

边远的山区”，朵云学校副校长王泽福介

绍，“还有一部分非搬迁户，是进城务工人

员的孩子”，学校里一部分学生是“留守儿

童”——父母长年在外打工，照顾孩子起

居、上学的重任就交给家里的老人，甚至是

家里的亲戚。有的同学，父母即便是在身

边照顾，但父母大部分都忙于打工赚钱，维

持生计，限于本身的文化水平，亦无法辅导

孩子们的学习与作业。

据了解，瓮安县朵云学校（广州海珠学

校）建设项目位于瓮安县最大的搬迁移民

安置区内，该项目于2019年7月启动建设，

2020年6月30日前建成投入使用，是东西

部协作重点项目之一。该项目使1302户

7001人受益，建档立卡户994户5574人，

建档立卡学生533人就近入学。它是一所

九年制的学校。

学生家庭收入低、孩子缺乏陪伴、转学

生水平参差不齐……这些都是学校领导与

老师们需要面对的问题。“学校安排七年级

到九年级的学生，中午在学校午餐休息，傍

晚六点下课后，在学校吃完晚餐，开始晚自

习，一直到9点，才放学回家。初中生，要培

养好的学习习惯，家长亦不用担心孩子们

放学后没人管。”

在拥有多年教育经验的副校长王泽福

看来，阅读对山区孩子成长是相当重要的

一环，“首先，中考和高考，都要求学生有大

量的阅读储备，对于他们升学，阅读必不可

少。再者，对于山区的孩子，阅读能拓宽他

们见识、丰富他们的生活，补充知识量。我

们家访时发现，有些困难的家庭，连电视机

都没有，如何获取外界的信息，了解外面的

世界，书就是重要的渠道”。

朵云学校有不少学生是转学过来，如

何通过阅读让孩子们快速适应新的学习环

境，麦小麦看来，阅读对于孩子们的情商管

理与社会能力培养非常有好处，“阅读制造

了一个共同的话题，素不相识的孩子，通过

共同读过一本书，他们能开展一个共同的

话题”。

拼多多的“为你读书”公益项目走进瓮

安县朵云学校，为学校图书馆补充了3500

多册图书，包括中小学教辅目录书籍。截

至目前，校内图书馆的书籍数量达到了2.5

万多册。

全校班图书角搭建完
成 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
书，是山里孩子看外面世界的窗户。

因家庭收入等原因，黄星瑜、张盼盼很少与

家人外出旅行。透过书籍，让他们对世界

充满想象与好奇。

刘禄先老师，本身就瓮安县人，在外地

读完大学后，她选择回到瓮安成为一名人

民教师。“我希望这里的孩子们，都能通过

读书走出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书是山

里孩子们连通外面世界的一座“桥梁”，“通

过知识改变命运，他们能通过读书来实现

自身的价值。”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代

诗人李白经典的《望庐山瀑布》，将庐山瀑

布的壮美“刻”进黄星瑜的脑海，“长大有机

会，我就想亲自去庐山瀑布看看，用尺子量

一量，究竟是不是有三千尺”……

“我想去西湖，书上鲁班名人传中讲

到，他准备在西湖边上造十座亭子，最后造

了九座，而第十座是他妹妹造成的‘雨伞’，

这个故事很有趣，也教会我们要变通，我就

很想去西湖看看亭子”，张盼盼兴致勃勃地

讲到。

如何能让山里的孩子更好地阅读？亲

子阅读推广人麦小麦谈到，阅读需要引

导。例如这里的同学主要是靠学校引导。

学校可以将一些课时作为专门的阅读课，

课内安排一些时间给孩子来阅读，然后，老

师给予共读、讨论、班会课等方式，从而引

导乡村里的孩子来阅读。当然，这需要当

地教育部门共同配合和支持，学校能够给

到这样的课时安排。

在粤黔写作黔南工作组支持下，拼多

多的“为你读书”公益项目走进瓮安县朵云

学校（广州海珠学校）。历时4个多月的筹

备与物资、图书等的物流配送，2023年2月

新学期开启，朵云学校从1年级到9年级的

每个班，就迎来专门的“图书角”。

“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一个图书角，一

直都是我们期待的”，从图书角的拼装，再

到每个图书角的书籍上架，都是由朵云学

校的老师们亲手完成。

《野草》《狂人日记》《鲁滨孙漂流

记》《红与黑》《老人与海》《时间简史》

《基度山伯爵》……一本本经典的书籍

整齐地摆放在图书角。班级里设置图

书角，一方面是方便同学们在课间、晚

自习完成作业后能及时取阅书籍，“学

校落成时，配有了图书馆、阅读室。但

阅读室因种种原因，暂还未对外开放”，

副校长王泽福说道，假如每个班都有

图书角，同学们看书就更方便，将书从

图书馆借出来，放在班上，直到看完才

归还。

另一方面，也是方便老师们，与有条件

的同学们将一些图书带回教室，放在图书

角，给其他同学一起分享。

为了鼓励同学们多阅读，朵云学校建

校初期更成立了“流动图书”。所谓“流动

图书”，就是让孩子们将书“借”回家，“这里

的绝大部分学生，家庭条件都挺困难，如何

培养孩子们的阅读习惯，校方就想到这个

方法”。

今年新学期开始，学校更将部分图书

作为开学礼物送给同学们，“目的就是让他

们丰富阅读量”，副校长王泽福说，校内的

书绝大部分是通过对口帮扶的学校，以及

爱心机构、社区、企业、人士等的捐献。

“读书，让山里的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

世界。”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表示，拼多多“为

你读书”公益行动已经坚持了近两年，希望

能为丰富孩子的阅读世界，贡献微薄之

力。从2021年4月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

的孩子们收到捐赠的第一本书开始，拼多

多“为你读书”公益行动的足迹，遍布西藏、

新疆、甘肃、青海、贵州、陕西、安徽、云南、湖

北、江西、湖南等地的山区中小学、特殊学

校。截至2023年2月，已累计捐赠图书超

30万册。 （杜宇）

2月早春，位于黔中腹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北部的瓮安县依然寒冷。清晨，雾气
萦绕着瓮安县的一座座山脉，气温时而更会低至零度，飘起零星的雨雪。临近中午，随着气温稍
微上升，雾气逐步散去，但空气仍裹挟着大量的水汽。

2月13日，瓮安县朵云学校（广州海珠学校）新学期的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旗下、激昂的国歌
声中开启，时隔一个多月，934位同学与65位老师回到了校园开启新的学期。“开学啦”，同学们欢
声雀跃。开学当日，拼多多“为你读书”公益行动走进瓮安县朵云学校，带来3500多册书籍、书柜
与书桌，并邀请广州知名作家、亲子阅读推广人麦小麦为同学们带来一场有趣而深刻的阅读课。

阅读，让山区的孩子们开阔视野，见到远方，也看到了梦想。

▲瓮安县朵云学校的同学们午间放学。 慧良 摄

▲瓮安县朵云学校的同学在校内图书室
看书，目前校内书籍达到2.5万多册。慧良 摄

户뾪즽샯몢ퟓ뾴쫀뷧뗄뒰뮧
多뛠뛠“书쓣뛁쫩”南틦탐뚯ퟟ뷸맳훝잭쓏

▲知名作
家、亲子阅读推
广人麦小麦与
黄星瑜同学在
分 享 阅 读 心
得。慧良 摄

▲ 畅游在
书的世界，是七
（1）班学生黄星
瑜的日常爱好
之一。慧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