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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其文化底蕴深远，深刻塑造了华夏文
明的轨迹。其中，原始瓷独树一帜，既非陶器亦非典型瓷器，而是陶器向瓷
器过渡的奇妙阶段。

在安康博物馆的珍藏中， 一件汉代的青釉铺首衔环陶索纹瓷锺吸引
了我。 它出土于安康市汉滨区关庙镇，高 40 厘米，口径 13 厘米，腹径 27
厘米。 此锺釉色青润，胎质淡雅，设计精巧。 器形设计为侈口，束颈流畅，
溜肩柔美，鼓腹渐收，配以矮圈足，底部内凹，稳重而雅致。上腹部两侧，巧
妙装饰有铺首衔环耳，古朴而庄重。 肩部至上腹，均匀分布三道细腻的陶
索纹饰，颈部则以水波纹上下点缀，细节之处尽显匠心。

原始瓷，原料精选瓷土，氧化铁含量低，烧成温度高，胎体坚实，施高
温钙釉，物理性能近瓷器，但原料处理尚粗糙，烧结度稍逊，学界对其归属
仍有争议。 然而，其作为陶器向瓷器过渡的初级阶段，早在商代早期便已
崭露头角，历经西周发展，至春秋已接近真正瓷器。安金槐先生明确指出，
具备高岭土胎骨、光泽釉面、质坚硬、火候高及不吸水特性的器物，即为瓷
器。 据此，河南商城出土的商代青釉大口尊已具早期瓷器特征。 这件文物
在 1971 年出国展览时，安金槐与法籍俄罗斯学者埃利塞夫就这些器物命
名产生激烈争执，双方各执己见，为历史添上传奇色彩。 郭沫若先生闻讯
后，召集商承祚、宿白、史树青等专家，与安金槐、埃利塞夫共商命名，讨论
热烈却未达共识。 最终，采纳郭沫若折中建议，将这些高温釉器物命名为
“原始瓷器”。 然而，“原始瓷”概念的争论未息。

直至 1978 年，中国硅酸盐学会牵头举办了跨学科的“中国古陶瓷学
术会议”，经深入探讨后，初步达成一致：原始瓷器始于商代，成熟瓷器现
于东汉。 此间为瓷器由萌芽至成熟的过渡，故称“原始瓷”。 《中国陶瓷史》
亦确认，“原始瓷器”属瓷器范畴，是陶器向瓷器演变的初级形态。

原始瓷器源于新石器时代与夏代陶器文化，兼具坚固耐用、美观洁净
的优点，吸水率低，质地结实轻便。 商代时，原始瓷与青铜器并重，成为贵
族珍宝，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地处秦巴腹地的安康，直到汉代才出现这
类原始瓷器， 安康博物馆藏的这件瓷锺也成为典型代表。 原始瓷特征鲜
明：胎质青灰、灰白或黄白，细腻非寻常黏土可比，为高岭土精选淘洗而
成。胎质坚硬，远超印纹硬陶，烧制温度高达 1200 摄氏度。器表饰纹饰，器
型仿青铜礼器，常见罐、尊、豆、钵等。泥釉与胎体紧密结合，光亮且吸水率
低，颇具瓷釉特色。

原始瓷虽已脱离陶器的范畴，然因其在烧制温度、吸水性等方面与汉
代以后的瓷器尚存质的差异，故
而冠以“原始”之名。那么，作为陶
器向瓷器演变的关键形态， 原始
瓷器以其独特的胎体与釉面，既
透露出原始的质朴， 又展现出过
渡的特性， 承上启下地连接陶器
与瓷器两大时代， 其地位是否更
加举足轻重呢？

原始瓷器， 作为中国瓷器的
滥觞， 孕育了后来诸如青瓷、白
瓷、单色釉瓷、青花瓷以及各类彩
绘瓷等璀璨夺目的瓷器品种。 中
国古代瓷器， 勇于创新， 渐进成
熟，以精巧雅致、匠心独运之美，
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承载着丰
富的文化内涵。这一历程，是否也
启示我们， 在不断追求技艺精进
与文化传承的道路上， 还有更多
的可能与挑战等待我们去探索与
思考呢？

心血来潮，决定在网上买盆吊金钟来养养。 很快就如愿以偿收到了
快递，老武对这件事没有半点怠慢，我更是小心翼翼，担心我这个养花小
白把吊金钟又一次变成我的“小白鼠”。

为了让它能茁壮成长，我开启了一场与养花知识的深度邂逅。 老武
很支持工作，特意购置养花工具、肥料，防治害虫的物料等等，没有丝毫
懈怠之意。 时不时疏松土壤，让根部能畅快呼吸；按照肥料说明书上的比
例，精准调配营养，每次施肥时都像是在进行一场庄重的仪式。 在这件事
情上我和老武用心用意，正如老舍先生所言：“有功夫，有方法，有感情，
就必定能养出好花。 ”

光阴慢慢移动前行的步履， 我和老武对吊金钟的养护也更加用心。
立春过后，我们像往常一样给花花们浇水，不经意间，发现吊金钟有小黄
豆粒那么大的小花苞藏在了叶根部，老武说，开花指日可待！

开学了很忙，无暇顾及，养护它非老武莫属了，不回家的日子，老武
很是默契，知道我心念吊金钟，打电话告诉我吊金钟的长势。 “又长了几
个花骨朵……”从电话里我听出了老武满满的成就感！

今天放学回到家，哇！ 我的吊金钟绽放了！ 瞧！ 吊金钟的花朵宛如灵
动的小精灵，轻盈地垂挂在枝头。 外层的萼片是柔和的粉色，恰似少女羞
涩时泛起的红晕，透着丝丝温柔。 内层的花瓣呈深邃的紫色，犹如幽秘夜
空中的璀璨紫水晶，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花萼呈深邃的玫红，宛如精巧的
酒杯，稳稳托举着那如梦似幻的花瓣。 粉与紫相互映衬，好似一幅精心绘
制的水彩画，既有着浪漫的诗意，又饱含着自然的巧思，我轻轻拨弄了花
枝，花枝轻轻摇曳，花朵们相互碰撞，仿佛在低吟浅唱一首关于生命的赞
歌。

汪曾祺先生说：“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 ”养
花，让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寻得一片宁静的角落，领悟到“行到水穷处，坐
看云起时”的淡然心境。 在这日复一日地照料中，我学会了等待，学会了
接受成长的缓慢。

我养的花不名贵，都极为普通。 老舍先生讲：“养花是一种乐趣，花开
得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 ”从养花中，我也逐渐领悟
到，生活的美好往往蕴藏在这些平凡又微不足道的细节中，就像那句“采
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所有的付出都在悄然间塑造着生命的
模样。 在这个过程中，不再急于求成，心境也变得愈发平和。

沏杯香茗，凝望远方。 想到了养花与育人，看似是截然不同的领域，
实则紧密相连。 它们
都需要我们怀揣着
一颗炽热的心 ，用无
尽的耐心、细致的关
怀去耕耘。 在养花的
过程中，我追求内心
的宁静与平和 ，让浮
躁的情绪在照料花
朵的时光里渐渐沉
淀 。 这种心境的追
求 ， 延伸到我工作
中，让我以更加从容
的姿态，去面对种种
问题。

养花的真谛 ，早
已超越了养花本身 ，
它是对生活的热爱 ，
对事业的坚守 ，更是
对自我心境的不断
修炼与升华。

品读原始瓷
周明丽

静候光阴慢养花
张嗣芬

万物生发之际，与众文友一起，探访白河县冷水镇大山褶皱深处的一处
宁静闲适院落———周家院子。这里山清水秀，环境清幽，是集特色农业园区、
观光旅游、农耕体验为一体的新型农家乐。 这里的百余亩核桃林、混合林似
温柔的臂弯，环抱着崭新却不失古朴风格的院落，画眉鸟清脆婉转的鸣叫似
在清唱岁月不老的美妙情歌，咏赞岁月静好、时光曼妙的乡村景致。

蓝天、白云、清风、朗日、松林……一切慵懒舒适得刚刚好。 一路盘绕，
绕道几弯桃红柳绿、野花盛开的山道，掠过桃红李白郁郁葱葱的树林，周家
院子便毫无征兆地映入眼帘。 隔墙远瞧，院内房屋呈 L 形铺展开来，房梁上
悬挂的金黄色玉米穗、灿若红霞的辣椒展示着农家物产丰饶的乡野特色，犁
弯、犁脖、犁铧，述说着院子主人的勤劳与殷实。 而一串串醒目的大红灯笼，
展示着主人的幸福生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走进院落，拾级而上，轻叩柴门，院内主人一边应声答应着，一边满脸堆
笑地敞开大门。 院内场院颇大，房屋均为泥瓦砖石结构，显得古朴厚重；土
黄色的色调复古沉稳，透着乡村野趣；脚下踩着的青石板有一种久违的亲
切感。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院内中心位置的茶舍，木质结构的外观和色调，里
面也是木质大茶桌和原木长凳，桌上摆放青翠欲滴的新鲜果品，明前清茶任
君选择，整个装饰布局皆一水儿的农家风味。 进茶舍闲坐，热情的主人提来
烧开的山泉水，为客人们精心烹制茶汤，我们接过这一杯清香四溢的清茶，
也接过了主人的深情厚谊，品茗啜饮，馨香沁人。

我自幼生于茶乡，对茶略知一二。 清明前的新茶是茶叶中的上品，好茶
配好水，今日捧出的山泉水，从山岩缝隙、山间溪流潺潺涌出，水质澄澈，带
着山间独有的清冽，裹挟着花草树木的芬芳，是烹茶的绝佳用水。 今日，主
人招待客人的正是明前茶，乡村农人的朴实、厚道，待人真诚实在让人感
动。

偷得浮生半日闲，同行人开始向往晚景生活：“等我老了，退休了，就来周
家院子待上三两个月，遍尝无公害蔬菜，品尝有机茶叶，吃上农家肥种的粮食，
喝着净化的山泉水，享受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 ”当地的文友接茬说道：“您神
往的田园生活，我们山里人天天都在享受，只是日子久了，有点身在福中不知
福而已！ ”言毕，爽朗的笑声飘出庭院，向大山深处飘去。

午餐是春天的农家风味，面炸白蒿、香椿鸡蛋是鲜嫩的野菜，更是时令
独特的乡野珍馐；腌菜蒸肉入口即化、夹馍拌豆腐乳绝佳；粉蒸莲藕口感绵
密中带着些许脆爽；凉拌菠菜酸辣清爽、咸淡适口；炖鸡汤汤清味美、香味
醇厚。

值得一提的是农家红烧土鸡，是餐桌上的硬菜之一。 农户们散养的土
鸡，在山间自由奔跑，吃着虫子和谷物长大，肉质紧实，营养丰富。 选用当地
的莲藕菜干，菜干温水泡发，与鸡肉一起久久地炖煮。随着锅里的汤汁翻滚，
鸡肉的鲜香与莲藕的软糯相互交融，满屋香气。 盛上一碗，咬上一口鲜嫩多
汁的鸡肉，满满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连平日里矜持的一众美女，也都入乡随
俗，手撕土鸡吃得津津有味。

土灶烧出的锅巴饭，是农家乐的一大特色。 柴火熊熊燃烧，铁锅里的米
饭在高温下逐渐成形，锅底形成了一层金黄酥脆的锅巴。 揭开锅盖，热气腾
腾，米饭的香气扑面而来。盛上一块锅巴，搭配上自制的大蒜辣椒，香迷糊了
我们的嘴，犒赏了我们的胃。

腊肉、火烧馍、洋芋粑粑、浆巴饼，都是主人自己手工制作，在城里人眼
里可是难得一吃的美味珍馐。 这顿地方特色农家饭让大家大快朵颐，没有
饭店里摆盘的精致，却吃得安心、吃得尽兴，吃得幸福。 所有食用的肉蛋、蔬
菜、腌菜、腊肉都是主人家自产自销，食材健康，天然绿色无公害。

在这周家院子里，细数日月、闲庭信步、慢看光阴、品茶消遣、戏猫逗狗、
观花看水、劳作耕种便是人间最美的风景，每一缕阳光、每一丝微风、每一声
鸟语虫鸣都蕴藏着惬意美好，来过便恋恋不舍，回去久久不忘。

那么就让这奔驰的思想、远游的脚步、焦躁的灵魂在这远山的呼唤与美
景中获得驻足停顿，在这淳朴良善的氛围里休憩片刻，涤荡身心，带着轻松
愉悦的心情整装再出发，精神抖擞地奔赴前程，奔赴下一段山海……

自来到鸿志学校后，每晚漫步月河公园便成了我的习惯。 归来后，冲
个热水澡，捧读几页书，在氤氲的书香中酣然入睡，这份惬意，实在畅快。

月河公园静卧于恒河与月河交汇的西北方。 南侧与月河相依，河水
悠悠，波光闪烁；北边紧邻月滨北大道，车流如织，川流不息；西边连接永
安大桥，东边与恒河口大桥遥相呼应，园内更有一道钢板吊桥横跨。 两河
奔腾不息，三桥飞架凌空，勾勒出一座东西长约 1.2 公里的大型公园，形
似“线拐状”的长方形。

公园南边的河堤路，外侧是坚固的钢管护栏，内侧挺立着一排高大
的柳树。 寒冬时节，柳丝在凛冽寒风中傲然挺立，犹如坚韧的战士；春日
里，柳丝由黑转黄、由黄变绿，焕发出无限生机，好似青春洋溢的少女；盛
夏时，绿柳垂绦，婀娜多姿。 北边公路旁的人行道边，生长着一排两人多
高的桂花树，四季常青。 每到秋天，秋高气爽，桂花悄然绽放，“暗淡轻黄
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那淡雅的芬芳，令人心醉。

公园中央，红蓝双色的塑胶步道宛如两条绚丽的彩带，横贯东西。 步
道两侧，是一块块错落有致的草坪园林，园中以银杏树为主，树干粗壮，
有盆口、碗口般粗细。其间套种着香樟、玉兰、石楠、紫薇、栾树等树木。步
道两旁，两排樱花树与紫荆树交错分布。 每到春天，繁花盛开，步道两侧
化作花的海洋。 樱花灿烂绽放，繁花似锦，犹如天边绚丽的云霞，独自行
走在步道上，仿若尽享帝王般的尊荣。

平日里，月河公园是居民休闲锻炼的好去处。 每到傍晚，可见夫妻携
手带着孩子悠然漫步的温馨画面，也有全家人一同散步，在灯光树影下
共享天伦之乐；还有三三两两的青年在健身器材上尽情挥洒汗水，以及
跑步锻炼的运动爱好者……

小广场呈扇形，面积不足千平方米，北高南低。 北边靠近公路处有三
四级台阶，台阶上坐满了观众，台下自然形成三个活动区域。 南侧是交谊
舞活动区，常能看到舞蹈爱好者优雅起舞，他们顺时针旋转，舞步轻盈，
跳着慢三，那份优雅潇洒，仿佛时光都在他们脚下流转。 内侧是地方传统
文化表演区，采莲船、小场子轮番上演。 采莲船表演时，太公娘子端坐船
上，老艄公一旁划桨，老幺婆子摇扇边唱边舞，将人们带入古雅的戏剧情
境；小场子则是男女二人在桌上载歌载舞，诙谐逗趣、情意绵绵，随着锣
鼓声尽情表演。

广场中央左右两侧是现代舞表演区，左边是青年人活力四射的快节
奏广场舞，右边是中老年人舒缓从容的慢节奏广场舞，悠扬的歌声中，洋
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 西边是孩子们的乐园，有蹦床、钓鱼、音乐电动转
盘、滑梯等游乐项目，还有供孩子们玩小游戏、涂鸦画画的地方。

时光飞逝，岁月如歌。 回首过往，满是怀念；展望今朝，新时代正谱写
崭新篇章。 我为月河公园的热闹景象与群众文化舞台的繁荣而倍感自
豪！

满 院 烟 火
任雪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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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里的烟火日常

檐下民俗风趣

在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南月村的青山环抱间，一间
充满异域风情的咖啡店静静伫立。 店主何丽，这位说
着标准普通话的外乡人，用一杯杯醇香的咖啡，悄然
改变着这个深山村落的生活图景。

“何丽旅游去了！ ”这条消息像长了翅膀般在南月
村迅速传开，仿佛是一则轰动全村的大新闻。 在村民
们心中，咖啡店里没了何丽，就如同失去了灵魂。

平日里，乡亲们踏进咖啡店，总会热情地用方言
问道：“卖了多少咖啡啦？ ”何丽虽然听不懂乡音，却总
是笑着用普通话回应：“不错，挺好的，就是这样的！ ”
尽管双方都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但这种对话，却成
了他们之间独特的交流方式。 王婶每次碰到何丽，无
论在厕所门口或餐厅路上，总是问：“吃饭了没？ ”还固
执地塞来贡米饭。 王婶很执着，就怕穷山恶水饿着何
丽，没人来给村里孩子磨咖啡喝了。

初到南月村时， 除了老板杨麟和往来的游客，何
丽几乎找不到能畅快交流的人。 每当心中泛起喜怒哀
乐，唯一能倾诉的对象只有杨麟。 在这个以方言为主
的环境里，说着标准普通话的她，时常感到孤独与不
适应。 为了缓解她的不适，杨麟总会变着腔调，说着韩
文、英语或是各种方言，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她带来
温暖的慰藉。

何丽与南月村的缘分，要追溯到大学时期的一次
游学聚会。 那时，她跟随老师来到这里，杨麟介绍的
“溪映明月·南山云见”规划蓝图，瞬间点亮了她眼中
的光芒。 从那刻起，雪山、峡谷、木屋，还有南山文化
馆，都成了她心中向往的美好。 在与杨麟畅谈书画、文
学、音乐的过程中，二人更是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 何丽深深迷上了南月村的山水风光———这里四
季分明，宛如世外桃源，四周青山绿水环绕，野菜、乌

鸡、山果应有尽有；竹林成片摇曳，树木郁郁葱葱，草
叶连绵不绝，仿佛大地在轻声吟唱，奏响着一曲永不
停歇的自然之歌。

后来，南月村驻村干部向何丽提出开设咖啡店的
建议，何丽毫不犹豫地采纳，并精心打造了村里第一
家咖啡店。 在这个东方古老的深山村落里，时髦的咖
啡店与何丽年轻热情的身影，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线。 店里，黄铜喇叭流淌着悠扬的爵士乐，红叶装饰着
复古的大椅子，柜台桌凳处处透着意大利风情。 何丽
对咖啡品质有着极高的追求，她特意从国外选购优质
咖啡豆，亲自把控烘焙过程，精准掌握火候，让每一粒
咖啡豆都释放出最浓郁醇厚的香气。 每当客人踏入咖
啡店，扑面而来的咖啡香气，瞬间便能将人带入一个
惬意的世界。

在春山宿，杨麟养的拉布拉多犬“招财”和博美犬
“多吉”，也给何丽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招财”总
是陪着何丽笑耍嬉闹，而“多吉”只要见到人，就会兴
奋地前蹦后跳，模样可爱极了。

如今， 何丽不仅能听懂村民们的方言，“安普话”
也说得更加流利。 杨麟和何丽商量开办周末读书会，
何丽欣然同意。 她深知，浓厚的文化氛围不仅能吸引
更多游客，还能让自己不再感到孤独。 于是，他们先为
父老乡亲办起了免费夜校，每周六晚六点半到七点半
准时开课。 何丽精心备课、耐心领读，男女老少纷纷前
来，粉丝越来越多，就连商人老板和镇村干部也加入
其中。

第七个周末，王婶带着方言版《小王子》闯进读书
会。 当“重要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变成“心头肉要
拿心眼子尝”，满屋子爆发出糅杂多种方言的笑声。 那
一刻，大家恍然明白：无论相隔多远，美好的事物总会

以独特的方式相遇，就像雪花落在哪里，春天都会带
着那个坐标回来。

最近，安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南月村举办招商
引资观摩活动，杨麟与何丽同台讲解，默契配合，精彩
的解说赢得阵阵掌声。 如今，村民们见面时总会感慨：
“咱这小村子越来越时尚了，山水有了效益，村子有了
活力，在家门口就能挣上工资啦！ 没想到在南山脚下，
也能喝上地道的咖啡！ ”

当拉布拉多追着博美跑过石板路时，黄铜喇叭里
正播放着《月亮河》，爵士乐混着磨豆机的轰鸣，仿佛
将整个大南沟都装进了紫砂壶。 何丽望向窗外，春山
宿的柿子树枝探进咖啡厅，悬铃木的影子里坐着穿对
襟褂的老人———他们手中的浓缩咖啡杯，正泛起如明
月寺贡茶般的涟漪。

就这样， 何丽在茫茫人海中与南月山水结缘，而
这份缘分，也让“溪映明月”与“稻梦时光”的故事继续
书写。 大家成了彼此生命中独特的存在，共同奔赴这
场乡村振兴的温暖之约。

南山咖啡屋
王典根

南山咖啡屋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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