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长岁月平静，时间摆上的印记在沧桑往事中发
酵。在窑山村，近百岁高龄的第36代土陶烧制艺人李举
珍讲述着该村烧制陶器曾经的辉煌。自他年幼时，便看
到全村人大都从事烧制窑，村里装油的罐、腌蒜的坛、装
酒的缸等都是陶器，家家院里院外到处都是坛坛罐罐。
出窑的陶器大量销往外地，村里人的日子过得颇为殷
实。李举珍说，陶器是有生命的，可以呼吸，让里面的东
西也有生命，是其他材质所不能取代的，放在里面的有些
东西时间再长也不会坏。如自酿的白酒放进陶罐里后，
几十年都不会变质，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为醇
厚。但是由于塑料制品的大量出现，陶制用品日渐式微。

李举珍之子、窑山第37代土陶烧制传人李习轩自幼
跟随父亲制作陶器，在耳濡目染间对土陶烧制感情颇
深。在2009年年底他在浙江金华打工期间，无意间参加
了一个陶瓷艺术精品展览，展厅内一件件艺术作品，勾起
了他将家乡这项珍贵的传统技艺发扬光大的念头。说干
就干，回来后他在窑山制陶技艺的基础上刻苦钻研，并到
禹州、泰安等地多方拜师学艺，注册了窑山黑陶工艺制品

有限公司，将自己的产品申请专利。家里展厅内，菊花
瓶、龙凤花瓶、四神图瓶、古朴古香的茶具等100多件精美
黑陶制品，栩栩如生，质感厚重，无不凝聚着李习轩的心
血，赢得了陶瓷专家的高度赞誉。

在三访窑山村过程中，笔者了解到，做陶器除了辛
苦，更多的是需要技术，它没有现代工厂的那些技术操作
规范与流程，全部都是一代一代口语相传、日积月累的技
术，要用手摸、耳听、眼观、心掂来完成一件陶器从选土、和
泥、制坯、成型、凉干、上釉、烧炉等诸多环节，一个环节的
失误，都会造成这件陶器成为废品。特别是烧炉，温度没
有掌握好，整炉窑的陶器都会成为废品。如今，会一整套
技术的人越来越少，苦、脏、累、不赚钱，年轻人不愿从事
这种工作，年纪大的又做不动。李习轩的黑陶制品，因销
量少难以为继，位于夫子山的窑已封，他转行在芒砀山地
质公园做了管理员。窑山脚下的其他陶窑也都已经多年
不烧，在芒砀山景区营销总监罗帅、村民李廷伟等的带领
下，笔者寻访中已看不到古窑窑口，所见的只有烧窑处满
地的碎陶残片。在窑山流传了几千年的陶窑，即将消失。

“五泽十二水”系列之一百四十五：“汉风飞扬芒砀泽”（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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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跌荡不羁
“跌荡不羁”这一成语，形容人心胸开阔，

心无羁绊，放浪形骸，不受拘束。同“跌宕不
羁”。典故出自《宣和书谱》中对商丘人石延
年的记载。

北宋徽宗喜欢书画，诏大书法家米芾为
书画学博士，米芾在任职期间，完成了《宣和
书谱》《宣和画谱》两书的撰写。《宣和书谱》中
有书法家小传，其中《石延年》篇记载，石延年

“官至太子中允秘阁校理。少应进士举，真庙
朝该三举进士，推恩补奉职，延年以母老不择
禄而就。久之，朝廷为改太常寺大祝（太常寺
的官，主管祭祀），出知济州金乡县。为邑有治
声，凡两除监郡（指监察郡县之官），一为大理
丞，遂人馆。然跌荡不羁，剧饮尚气节，视天
下无难事，不为小廉曲谨以投苟合。上书论
事有谠（正直）语，朝廷用其计，令奉使河东籍
乡兵。既还，易服色，当时延年虽在秘阁而不
屑，夜游浮沉间巷间，见者如遇于烟云中”。

据《宋史·石延年传》记载：石延年（994
年—1041年），字曼卿，祖先是幽州人。后晋
把幽州送给契丹，他的祖父就率领全族人向
南方转移，留居在宋城（今商丘），成了商丘
人。石延年为人放纵不拘，崇尚气节，读书通
大义，做文章劲健有力。对诗最擅长，而且善
于绘画。

他屡次考进士都不中。宋真宗录用三举
的进士，以他为三班（从九品下，俸钱七百文）
供职，他以这为耻辱，不就。宰相张知白向来
对他惊奇，因此对他说：“你的母亲已经老了，
难道你还这样挑剔禄位吗？”石延年不得已才
去就任这个职务。后来石延年以右班殿直改
任太常寺太祝，不久，又知金乡县，很有政绩。
由于受人推荐，石延年得通判乾宁军，又徙永
胜军，后为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历任光禄、大
理寺丞，在此期间他上书章献太后，请求还政
于天子。太后死后，范讽想引荐他，石延年谢
绝。后来范讽出事，石延年被以所谓犯有与
范讽相友善罪，降职通判海州。许久后，起为
秘阁校理，迁太子中允、同判登闻鼓院。

石延年曾经上书皇帝，说现在全国人民
不知道战争的滋味已经三十多年了，请国家
认真地做好对辽和西夏两个边境的防御。他
的奏疏送上去后毫无音信。等到西夏的首领
元昊反宋，皇帝和大臣才想起他所说的话，于
是召见他，并稍微采用了他的话。当时皇帝
命令他到河东去征集乡兵，他一共征得十几

万，边防的将军就想以这些乡兵去抵御敌人，
石延年笑着说：“你们得到的我的兵都是没有
经过训练的。要知道没有经过训练的兵，勇
敢的和怯懦的都互相混杂，假若怯懦的兵见
到敌人就逃跑，那么勇敢的兵也会被牵连而
遭到溃败。今天既然没有时间来训练，那么
我们就应该招募他们中间能战斗的，这样，人
人就成为不可战胜的兵了。”

石延年喜欢猛烈喝酒，曾经与同事刘潜
到王氏酒楼对饮，对饮一整天，两人不交谈一
句话。王氏不认识他们，为他们两人喝酒喝
得这么多而奇怪，认为他们不是一般的人，就
更多地供奉给他们美酒和菜肴、瓜果，他们两
人继续饮，喝酒吃菜仍轻松自如。一直到夜
里，两人的脸上都还没有什么酒色，最后两人
作揖而去。第二天，京城里就传说在王氏酒
楼有两个神仙来喝酒，后来才知道是刘潜和石
延年两个人。因此两人有“才子酒仙”之誉。

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有一天刘潜来访，
石延年请他到船上，豪饮起来。一直喝到半
夜，眼见酒快喝光了，看见船上有一斗醋，就

把醋倒进剩下的酒里，又喝起来，一直把酒醋
全喝光，此时天也大亮了，又喝了一整夜。

石延年是个酒怪，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多
种怪诞的饮酒方式：有时披头散发，双手带着
枷锁，称“囚饮”；有时爬到树上去饮，曰“巢
饮”；有时用稻麦杆束身，伸出头来与人对饮，
称作“鳖饮”；有时和朋友摸黑饮酒，称作“鬼
饮”。饮酒时一会儿跳到树上，一会儿又跳到
地上，说是“鹤饮”。名堂之多，不一而足。在
海州任通判时，他与刘潜曾在王氏酒楼喝酒，
一共喝了八十坛酒。和杜默、欧阳修合称“三
豪”。石延年举止放荡，善为谈谐，一日乘马游
览报宁寺，不慎坠马落地，侍从连忙把他搀起
来扶上马鞍。石延年对侍从说：“幸亏我是石
学士，如果是瓦学士的话，岂不早被摔碎了？”

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石延年四十
八岁卒。著有《石曼卿诗集》。

石延年所做文章雄劲有力，宗法韩（愈）、
柳（宗元），诗作俊爽，在天圣、宝元间称豪于
一时。梅尧臣称他的诗为“星斗交垂光，昭昭
不可挹”，可见其豪放飘逸的诗风。

“跌荡不羁”这一成语，就是从《宣和书
谱·石延年》中来的。

例句：“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才华横
溢，跌荡不羁，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傲视王侯的
诗篇。” （419）

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源于商丘的成语典故
■刘秀森

窑山：千年窑火燃陶梦

叫窑山这个名字的村庄很多，都是因为当时这
个地方是做窑出名的，而被外界叫作窑山。在芒砀
山系的众多山峰中，就有一座叫作窑山的山峰。它
正是因为早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远古先民在这里依
山而居烧窑制作黑陶，故而得名。山脚下的村子商
业繁荣渐成集市，叫作窑山集。这里是烧制缸盆器
皿的好地方，又称窑缸集。随着村子聚落的增大，人
口的增多，窑山集又分为前窑村、后窑村。窑山山峰
位于前窑村，见证着从古至今当地民众是如何从一
堆泥土中创造出浩瀚的陶器世界。

窑山向东北与徐山、邵山隔平原相望。两山脚
下的先民，曾在这里创造了陶瓷的辉煌往事。“陶瓷”

是一个词，但是陶和瓷是两种物品。早在新石器时
代，先民在陶山脚下把黏土捏成可以承装物品的形
状丢入火堆中烧硬，于是就出现了最早的陶器。瓷
器的制作工艺、设施等要求比陶器高得多，它的出现
也比陶器要晚得多，在 3000 多年前的商朝才出现瓷
器的雏形，东汉时期正式成型，民众采徐山瓷土而制
白瓷器皿。陶器烧制温度一般为800摄氏度左右，瓷
器需要 1200 摄氏度至 1300 摄氏度的高温。因而，瓷
器比陶器更为致密。在外观上，陶器表面涂有一层
釉，瓷器的釉则是和瓷胎一起烧制出来的。陶器多
入寻常百姓家，瓷器则往往都是贵族王室所用，但都
是华夏民族特色文化和创造力的体现。

【阅读提示】

在杏花盛绽的季节，笔者再次登上窑山山顶。窑山
是芒砀山系不大的一座山峰，南北狭长，石质青灰岩，海
拔仅有58.12米，当地群众以往习称“西黄土山”。它的西
侧约 200 米是王引河，东侧是铁角山，东南方向是夫子
山。窑山顶部平坦，山顶正中表面现存有高约10米的黄色
封土，自南向北逐渐低矮。窑山的西侧近代开山采石较
甚，形成大石坑，东、南、北三面基本保持山体原貌。山顶

及东侧半腰留有许多碎板瓦、筒瓦及碎砖，可能山顶原有
房屋建筑。山脚下许多已废弃的老石头房子彰显历史的
积淀感，电影《追踪309》《盗客联盟2》曾在此取景拍摄。

47岁的村民姜长永自幼就在窑山脚下西侧居住，他
说山上有两座汉墓，1995年曾遭盗墓贼的盗掘，后来公安
部门立案侦破后追回了被盗的300余件文物。姜长永所
说的两座汉墓，即是1997年当地文物部门发掘抢救清理

的窑山一号墓、二号墓。一号墓位于山顶的正中，占据
山头的主要位置，高出二号墓封土2米；二号墓位于该
山顶的北侧近坡处。从能够占据窑山的整个山头，而
且又是南北并列的同茔异穴合葬墓这些特点分析，此
二墓应是芒砀山西汉梁国的王和王后墓。墓内出土的
器物也证明了这点，窑山一号墓出土300枚玉片，二号
墓出土 50 余枚玉片，说明死者殓服是完整的金缕玉
衣，只有诸侯王和王后才能享此待遇。

那么，两墓是哪位梁王及王后的陵墓呢？根据墓
内出土的青玉璧、墨玉环、青铜剑、青铜枋、铜枘、釉陶
等判断，乃西汉中后期墓。从两墓不是西汉早期如保
安山、夫子山、铁角山、南山“凿山为室”的石崖墓，而是
晚于石崖墓的位于位置偏僻、山头低矮、面积小或石质
较差山峰的用石条垒砌的“石室墓”，应是西汉中后期
梁王墓。西汉中期以后，梁国仅辖数县，其世系延续是
梁敬王刘定国、梁夷王刘遂、梁荒王刘嘉、梁王刘立、梁
王刘音。其中刘音仅在位1年，至王莽时国绝；东汉时
的梁王刘永、刘纡由于参与了东汉初刘秀和王莽之争，
而被斩首，他们皆不会择葬于芒砀山梁王陵区。余下
的3位梁王，刘立因不孝畏罪自杀似不会按帝王礼遇
占据一个山头，再从芒砀山系山头的位置、山体形制、
大小综合分析，刘遂和刘嘉二王，当以刘嘉和其王后的
陵墓可能性更大。

封石刻字佐年轮 百年石楼留陈迹

在窑山陵墓内，文物工作人员发现的丰富的封石
刻字，这为研究汉代的文字及对判定墓主人身份和时
代都提供了文字上的佐证。如有石条垒砌位置编号文
字“东北”“北”，有属于人名的刻字“司马子平”“公孙
倩”等，有与墓主人有特殊关系的官吏刻石文字“丙田
长史”等，有反映墓主人身份的刻字“皇儿”“皇伥”等，
有记载刻石和完工日期的刻字“戌完任”“甲子六月”。

厚重的窑山，遗留诸多文化遗迹，清代石楼便是其
一。在59岁的村民李轩峰家，这座数百年的老石头楼
依然矗立，只是因年久失修屋顶已经坍塌，外方内圆的
钱币形石窗极具艺术性。据李慎轩、李勤珍等介绍，这原
是李氏祖楼，李氏族人居此繁衍生息，后来相继搬出大
院，唯留此楼见证着家族的发展史和窑山的人文变迁。

千年陶窑放异彩 技艺传承今乏力

西黄土山筑王陵 石室墓茔藏玉衣

村民李廷伟介绍窑山烧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