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书房 14
2024年10月24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薛丽娟 / 美编 荆星子 / 校对王棉 / E-mail：ycwbjtsh@126.com

成语典故里的运运
城城



▲河东成语典故园“教民稼穑”雕像

□王芳

读《绛州澄泥砚》是一次特殊的阅读
体验，这里升腾着作者与主人公对世界
的认识，他们又在某一点上交汇、融合、
升华，散发开去，泛出许多种滋味。它是
报告，也是文学，区别于很多非虚构作家
的炫技和目的性，也区别于在非虚构中
进行虚构的流行病，只是老老实实地写
一件事，写一种器物，写一种传统，写一
家人。

是的，是一家人，不是一个人的单打
独斗，是一家人的全情投入，作者李云峰
通过扎实的采访，数年的伏案耕耘，将蔺
永茂一家人为恢复绛州澄泥砚这一流传
许久又失传已久的名品文宝，所付出的
巨大努力和牺牲，以及在新时代下非遗
所要进行的创新之路，还有对传统文化
的思考，跃然眼前。

《绛州澄泥砚》一书可取之处有四：
1.捋清了一条线
作者捋清并完整表达了绛州澄泥砚

的源流，从最初的陶砚、瓦当砚，到唐宋
时期，人们能烧制出“积水不涸、历寒不
冰、击若钟磬、抚如童肤、坚可试金”的绛
州澄泥砚，到元明时期，澄泥砚的繁盛，
再到清代沦于消亡，脉络清晰，史料翔
实。

作者也给出了之所以如此的理由：
“随着代表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中心的
宋代皇都东移南退，再到元代都城北立，

明代都城先南后北，直到清代继续定都
北京，汉唐时期形成的东西走向经济文
化带，自然被南北走向的经济文化带所
取代。这样的发展变化，让身处东西文化
带上的古绛州走向式微，就是一种必然
了。”这是作者给出的地理意义上的必然
结果。

2.写活了一个人
绛州澄泥砚之所以能在新时代得以

恢复，关键在于蔺永茂这个人。
开篇第一章，作者便写到蔺永茂遇

到外地一老者，一路打问，最早生产澄泥
砚的地方，竟无人知晓绛州澄泥砚，这样
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蔺永茂。再加上蔺
永茂本人自进入新绛博物馆开始，博览
群书时遇到了典籍中的绛州澄泥砚，且
蔺家本是蔺相如的后代，祖上就曾烧过
澄泥“门字砚”，他又是一个美术工作者，
对笔墨纸砚有着天然的亲近感。绛州澄
泥砚在历史上的独特价值，消亡的巨大
遗憾，加上本身的种种因素，促使蔺永茂
把恢复这一宝贝当作毕生追求。

找线索，定方案，拉儿子加入，直到
赔上家产进入试验，“一次次失败，一次
次重来，蔺氏父子坚持了不是一年半载，
而是整整六个寒来暑往，阴晴圆缺”！六
年来的无数次失败让人动容，失败的惨
状让人瞬间泪目。

连儿子蔺涛也是蔺永茂的“作品”，
从苦口婆心带着儿子进入绛州澄泥砚的
烧制，再把美术经验倾囊相授，培育蔺涛

对绛州澄泥砚的归属感，再到扶上马送
一程，到最后彻底交权，把蔺涛和绛州澄
泥砚一起送入信息时代，他觉得他老了。
而从多年各界的反应来看，家族式的传
承和培育，杜绝了链条断绝的其他可能，
凸显了这个老人的长远目光和睿智。

3.铺开了非遗在新时代的探索
目前为止，中国非遗何止万千？政策

倾斜也有目共睹，但完整地传续并取得
产业化和效益化的并不是全部，如何让
绛州澄泥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存活下
来，蔺涛一直在探索。

一是取得专家级人士的首肯，二是在
各种场合频频亮相，三是契合某些活动或
有需求的单位，四是开启网络营销模式，
五是开放式烧造而不是家庭作坊式传续，
六是从个人烧制一步步上升到大的文化
园，进行横向联合。当然，这其中少不了创
新，产品为王，必须有过硬的产品，一些契
合时代审美的作品便问世了，“云水砚”

“东方之冠砚”“荷塘月色砚”“关帝夜读春
秋砚”“民族复兴砚”……都是有效尝试。

蔺涛的探索目前来看是成功的，因
为不但绛州澄泥砚品质在提高，知名度
在扩大，还带出了不少专业人才，养活了
不少人。这或许可以给其他非遗以启示。

4.亮出了一种精神
蔺永茂、蔺涛父子恢复绛州澄泥砚，

于地方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但更重要的
在于一种精神的传递和传续。

他们烧制绛州澄泥砚的六年间，经

历了无数次从头再来，才取得最后成功。
即使成功了，也不能停下来，直到恢复唐
代绛州澄泥砚的品质，并在此基础上继
续发展，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百折不挠、锲
而不舍的精神。

父子二人言说行事，谨遵道生德育
的原则，他们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亲
人，患难相守，相濡以沫。他们爱自己的
土地和乡村，但凡有机会就要回报。他们
尊师敬道，惠及他人，师长、村人、友人得
到过他们的帮助，母校、临汾洪洞大槐树
景区、清华大学等都接到过他们的捐赠，
他们把爱送出了很远。

这两方面合二为一，是一种精神，来
自于古老传统中的仁义和修身，在这个世
界显得难能可贵。他们的“传三代”蔺子麟
也在最后出现，艺术和品种都如小荷，才
露尖尖角，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看到
了非遗持久的脚步声。

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
一时明白起来。”他们对绛州澄泥砚和绛
州这块土地凝视得太久，地域便以特殊
的方式回报他们，于是他们风生水起，这
是因果，也是科学，于是有了李云峰对他
们平静又克制的写作。

书中的人或物，留下了时代的印记。
沧海横流，在文学流于坐在井中自编自
演时，踏踏实实地写一本现实题材作品，
已值得点赞，而好的报告文学，将在时间
长河中凸显自己的价值。

《绛州澄泥砚》：非虚构作品的时代印记和价值

□记者 王捷 文图

作为运城美食的重要成员，饼
子、麻花、面条、馒头等面食，早已渗
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绕不开的
话题，也是游子舌尖上的思念。诚然，
面食的制作者是重要一环，但还有一
环同样重要，就是它们的源头——小
麦。播种、施肥、管理、收获，再到成为
面粉、变成美味……这些面食，是农
耕文化发展至今最直接的实物体现。
这也正引出了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
享的典故——“教民稼穑”。

“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大家应
该都不陌生。“稼”指种植，“穑”指收
获，“稼穑”泛指农业生产。稷山县历史
悠久，是后稷故里。“教民稼穑”这一典
故就发生在稷王山附近，距今约4500
年。

从古至今，多部典籍对后稷教民
稼穑有记载。《诗经·大雅·生民》记载
了后稷出生的神奇传说和他在农业方
面的特殊才能。《孟子·滕文公上》载：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
民人育。”《史记·周本纪》同样记述了
后稷的事迹。《辞海》解释“稷山”时提
到：一名稷神山，俗称稷王山，相传上
古时后稷始教民稼穑于此，上有稷祠，
下有稷亭。

相传，和华胥于雷泽怀孕后生下
伏羲的传说类似，帝喾的正妃姜嫄也
是踩了巨人脚印怀孕生下了弃——也

就是教民稼穑的后稷。
后稷是黄帝的玄孙、帝喾的长子，

诞生于稷王山山麓的小阳村，他的母
亲姜嫄生下他后，因他是踩巨人脚印
而生，感觉不祥，屡次抛弃他，看见他
在山中有鸟兽保护，很是奇特，便把
他抱回养育，取名“弃”。相传，弃从小
就对农业非常感兴趣，能辨识土壤好
坏，善种植各种谷物，并教导百姓耕
稼之法。慢慢地，稼穑之术由河东肇
始，传遍天下。五谷丰登，百姓不再因
捕猎采摘偶然性太多而饥饿。这也为

男耕女织、安居重迁提供了丰厚的食
物储备。

弃的才能得到同父异母之弟帝尧
的赏识，被举为农官。后来，舜帝封他
为“后稷”，主管黍、稷、谷、麦。早先，百
姓食粟、稷、麦等，连皮带壳，口感不
佳，吸收也不全。为此，后稷发明了杵
臼，将粮食捣去皮壳，再行蒸煮。这样
的粒食更有助于消化，便于吸收，有益
健康。后稷也因此被称为农耕始祖。

多年来，国内很多先秦历史文化
研究专家对后稷文化进行了深入挖

掘，得出结论：后稷是上古至夏时期掌
管农业的官职名称。

弃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农业主
管官员，教化民众，系统地传授推广了
农耕技术，由此翻开了我国真正的农
耕文明的篇章。

“后稷教民稼穑”不仅记录在众多
古籍中，随着考古发现，下王尹遗址、
东渠遗址等农耕文化遗存的发掘，都
为研究后稷在稷王山一带教民稼穑，
提供了重要的实证。而散落在运城各
地祭祀后稷的庙宇，如稷王庙、稷益庙
等，以及后稷传说，同样成为农耕文化
传承最好的见证。

稷山稷王庙有一副对联：“兴农教
稼功昭百代；厚德配天庙祀千秋。”歌
颂了后稷教民稼穑的丰功伟绩。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人
们常称江山、国家为“社稷”，便是对农
耕文化的评价与肯定。民以食为天，耕
种技术在大众中得以普及，让更多人
自给自足，农耕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播
撒到了华夏大地。这亦是“为民”之根
本。

“仓廪实而知礼节”，因为果腹，人
们进而追求更高的精神价值，也让中
华文明的发展日益向前。

作为中华农业始祖，后稷教民稼
穑的功绩垂范后世，缔造了灿烂辉煌
的农耕文明。这份缘起于河东的农耕
文化，使河东文化的基因由此起步，在
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教 民 稼 穑 ：农 耕 文 化 的 起 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