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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釉下五彩素以“薄如纸、白如玉、明如

镜、声如磬”著称。

较其他四大名窑而言，醴陵釉下彩的历史

其实并不长，直至清末民初，醴陵制瓷逐渐从

粗瓷向细瓷发展，尤其是在熊希龄与文俊铎一

同建立湖南官立瓷业学堂后，开创出前所未有

的釉下多彩装饰工艺——当时只有绿、赭、黑、

玛瑙红和青花五个颜色——1915年，醴陵釉下

五彩宗师吴寿祺的作品《扁豆双禽图》在美国

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获

得金牌奖章，自此，醴陵釉下五彩瓷名扬天下。

经历了 20 世纪初短短的一二十年发展期

后，受战争影响，醴陵釉下五彩产量开始下滑，

百余家瓷厂停产。瓷业日渐没落，釉下五彩工

艺濒临灭绝。1955年，政府决心重振醴陵瓷业，

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醴陵成立了湖南省陶

瓷研究所。

湖南省陶瓷研究所的成立对研究和恢复

醴陵釉下五彩陶瓷生产技艺起到了关键性的

作用。醴陵釉下彩瓷的发展，在现代陶瓷基础

工业对原料、釉料、色料的综合科研与专业化

生产的基础上，取得了质的飞跃。

醴陵近代瓷业史自始至终都与伟大领袖

毛泽东密不可分。那么，毛泽东为何对醴陵瓷

一直情有独钟呢?

【毛泽东的醴陵情结】

醴陵地处湖南东部，东邻江西萍乡市湘东

区、上栗县，北接浏阳市，西倚株洲市区、渌口

区，南界攸县。根据相关文献记载，醴陵东汉置

县。1949 年 7 月，醴陵和平解放，属湖南省长沙

专区，1952 年改隶湘潭专区。从地域和历史来

说，醴陵和韶山历来同属于长沙府和湘潭专区

管辖，所以在当时也算是毛泽东的家乡，毛泽

东自然会有一种家乡情结在里面。

根据 1995 年版《醴陵市志》记载，毛泽东

一生三次到醴陵(不含从醴陵经过)，对醴陵的

风土人情都很熟悉。

第一次是在 1922 年 9 月，毛泽东在李立

三、杨开慧的陪同下，到醴陵甲种师范讲习

所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 1927 年 1 月，

他到醴陵考察农民运动。当时，来聆听毛泽

东讲话的农民有两万多人，他们冒着严寒，

带着武器，甚至挑着伙食担子来到县城，把

当时的文庙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毛泽东见到

这么多热情高涨的农民兄弟，深受感动，即

席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讲。后来他又在那

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

评 价 了 醴 陵 的 农 民 运 动 。最 后 一 次 则 是 在

1930 年 9 月，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

时，途经醴陵，停留了 7 天。

据相关考证，毛泽东认识醴陵瓷，是在考

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因为醴陵乡亲历来热情

好客，毛泽东每次来到醴陵，当地乡亲都会用

漂亮的小碟子装小吃招待他，且吃食用具均是

用瓷器装盛，所以毛泽东对醴陵生产的日用陶

瓷肯定是印象深刻的。

【毛泽东的重要批示】

1956 年，毛泽东到南方考察，湖南省委第

一书记周小舟、副省长尚子锦、轻工厅副厅长

杨第甫等赶到广州，向主席汇报工作。毛泽东

主动提到醴陵的瓷业，问“醴陵的釉下彩是得

过国际金奖的，现在怎么样？”听完汇报后，毛

泽东指示可以试办一个地方国营企业，随后国

家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在醴陵先后成立了

陶瓷研究所，艺术瓷厂，星火、永胜、力生等国

营大瓷厂。

1958年，全国唯一能烧制釉下五彩的醴陵

群力瓷厂组建完成。到 20世纪 70年代，醴陵的

瓷业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产品远销海外，成为

仅次于江西景德镇的中国第二大瓷都，还被称

为新中国的“红色官窑”。

可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就

肯定没有醴陵瓷业辉煌发展的今天。

【毛泽东的最高评价】

说到醴陵瓷业，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毛

瓷，也就是毛泽东晚年所用的一系列生活用

瓷，这也是醴陵瓷业人最满意、最为骄傲的

作品。

1974 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在省

委九所住了 114 天，是历次回家乡住得最久的

一次。

那时，毛泽东用的是江西景德镇的瓷器，

这种瓷具很好，就是有点重。时任湖南省委书

记张平化为了庆祝毛泽东的 82 岁生日，提议

烧制一批专供毛主席使用的瓷器，作为家乡人

民对伟大领袖的祝福。

很快，原中央警卫局副科长吴连登和原湖

南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持中央办公厅的介

绍信来到醴陵群力瓷厂和省陶研所，下达了制

瓷任务，但当时并没有说明是毛泽东用瓷。有

关部门要求：这批釉下五彩，内外双面都要有

花；重量轻而结实耐用；保温效果好；无铅毒，

不含镉，确保使用者健康；永不褪色。

釉下彩双面有花，这在当时的制瓷业尚无

先例，技术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功夫不负有心

人，技术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试制，终于烧制

成功。红月季、红芙蓉、红秋菊、红腊梅四种纹

饰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全部是釉下彩双

面有花。这是中国陶瓷彩绘工艺史上绝无仅有

的一大独创。

毛泽东用上醴陵瓷器后，就没有换过，一

直到他老人家临终前吃的最后一顿饭，使用的

都是醴陵的餐具，可以这样说，是湖南的乡情

伴随着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现在在韶山毛

泽东纪念馆内，还陈列着许多醴陵生产的毛主

席用瓷。

后来，据吴连登回忆：“当我们拿出醴陵烧

制的这批瓷器时，毛主席很高兴，饶有兴趣地

拿了两个碗看了又看，并轻轻地相互碰了一

下，声音很清脆。特别是瓷器上的图案，主席很

喜欢，连声称赞：家乡的瓷器真好啊!”

一湾流水，从天际飘来，清澈，澄碧，蜿

蜒着穿境而过。河岸民居，多为三层楼房，一

律红顶白墙或灰顶红墙，沿着村道密密麻麻

地排列着，因山形而参差错落着，在四围成

畦成块的油菜花和成团成簇的山林环绕下，

和着蓝天白云一起倒映在河水中，构成一幅

巨大的油画。画面秀丽明净，富足祥和，浓郁

的乡村田园气息扑面而来。

但这不是油画，而是一位摄友航拍的照

片。那湾流水即湘江第二支流洣水，由于发

源于罗霄山脉西麓，又流经炎帝陵，所以又

有“红河”“历史长河”之美称。岸边即茶陵舲

舫乡的官溪村。

（一）

“提起篙子水滴滴，放下篙子没米恰；有

女不嫁官陂洲，一世夫妻半世休……”

官陂洲即官溪。官溪村三面环山，一面

临水，耕地稀少，村民祖祖辈辈靠捕鱼为生，

曾一度是贫困村。几年前，官溪村首批试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闲置的土地、山

林、房屋等资源整合流转给村集体，入股筹

资建立官溪洣水公司。从此，资源变资产，资

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村集体和村民都有

了稳定的收入，加上争资引项，环村路、村主

干道修建了，旧房子拆的拆修的修了，垃圾

分类了，自来水进屋了，污水处理了，官溪村

成了湖南省美丽乡村示范村。

照片很美，不过美则美矣，终觉隔了一

层，如美人在云端。于是，在一个周末的上

午，我们几位摄友踏上一只游船，在船夫老

周的带领下，荡漾在洣水之上。

老周肌肤黝黑，体魄健美，性格被缓缓

的流水修炼得沉着平稳，一根竹篙在他手里

上下划动，娴熟，悠然，洒脱。洣水禁捕退捕

前，“沙鸟有情飞乍至，渔人争唱醒而狂”，曾

是官溪村村民的生活写照。老周从小就跟

船，一家人吃住在船上，父母忙时，没人照看

他，就用一根红绳把他拴在船舱里。渔船来

来往往，渔夫相互吆喝。沙鸟深情款款，在江

上绕来绕去，忽而掠过渔船。汩汩的流水声

夹着鸟叫虫鸣，配合着渔夫的吆喝声，是老

周听惯了的交响曲。

捕鱼一辈子，在船上住了 60 年，老周恋

恋不舍地“洗脚上岸”，和其他渔民一起加入

洣水公司从事水产养殖业。洣水公司因地制

宜，统一规划，挖鱼塘，修水渠，筑拦河坝，引

入洣水，在全村建设了总面积 1000亩的四大

家鱼养殖基地、中华倒刺鲃和鲈鱼特种养殖

基地以及鱼苗养殖基地，成为全县水产养殖

重地，村里每年渔业收入 300 多万元。于是，

昔日捕鱼人华丽变身为每月拿工资的养鱼

人，老周还入股了洣水公司，日子过得很

不错。

如今，江面空寂无人，一切又重回处子

般的宁静。沙鸟仍旧有情，来了又去，去了又

来。河水清澈，鹅卵石、细沙、水草、阳光等在

其中晃动着。鱼群来来回回，仿佛探手可及。

老周说，河水又像小时候一样干净，十几米

深也看得到底，有人不小心掉下手表、戒指

等贵重物品，只要记好丢下的大概位置，一

个猛子扎下去，找个来回，就能带回物品。

（二）

游船从官溪大桥出发，向西顺流而下，

摄友们各自摆好姿势，镜头对准两岸美景，

寻找最佳角度。南岸即画面中棋盘一样的油

菜花基地，而今都已种上了芝麻、花生、红薯

等作物。偶有农人，面朝黄土，专注手中活

计，把腰弯成 90度。游船缓缓行驶，河水翻起

的浪花一波波散向远处，河风有力地扑过

来，扯着我们的衣服和头发，河滩、民居、庄

稼、远山如画卷般次第打开在眼前，让人有

飘飘乎羽化登仙之感。

基地过去，迎来了一座接一座的山，典

型的丹霞地貌，山形千奇百怪，如针，如柱，

如棒，如墙，更多的像堡垒，也像锅盖，头顶

丛丛灌木，秀气又安然地守望着四方。陡崖

峭壁裸露着，呈褐红色，有的被风化剥离和

流水侵蚀成各种花纹，像一种密码，向人类

揭示着生命真相。天空云彩丰富，形状万千，

阳光刺穿云块，根根金线纵横交错，把浅白、

蓝白、银白的云朵缝缀一起，倒映在波光粼

粼的水中，水天一色，成为每一幅照片恢弘

的背景。随着船的移动，镜头中云彩不断变

换着，水面涟漪层出不穷，衬得座座丹山灿

若明霞，动感十足，这就是舲舫特有的“丹山

碧水”美景。

相传炎帝乘船沿着洣水到此，遭遇狂风

卷浪，船被陡峭的山崖碰得七零八落，因而

此地被称为“零舫”，后雅称为“舲舫”。还有

一种说法是，炎帝乘船至此，看到江水波光

粼粼犹如彩色绸带，沿岸一座座小山如同行

在江中的小舟，陶醉不已，因此该地被称为

“粼舫”，后雅化为“舲舫”。两种说法都说明，

舲舫乡名字的由来与这种山形有关。

舲舫人个性劲直，不屈不挠，也与这份

山水漫长的浸润有关。在近代整个革命战争

时期，舲舫乡走出了谭家述、谭善和、李俭

珠、周则盛、谭余保五位将军，在册烈士有

324名，舲舫乡成了有名的将军之乡。

（三）

与丹山相对的北岸，是一块地势低平的

沙洲，集居着官溪村民。房子密集而整齐有

序，看不到航拍鳞次般的房顶，但座座楼房

看得更真切。临河一排楼房外墙上都绘有图

画，以蓝白为主打色，与蓝天、白云、碧水、粉

墙辉映一体。拉开长镜才看清有结网捕鱼

的，有撑篙划船的，都是描绘官溪昔日捕鱼

的场面。恍惚间听到远处传来了渔歌唱晚

声，回头一看，江面平阔，渔船不见踪影，一

时间，时空交错，不知今日是何时。

从小生活在河边，戏水游泳，洗衣洗被，

摸鱼捉虾，与洣水相依相伴的村民，不知看

到这些墙画，会作何感想。练就一身捕鱼本

领的老周说，也算一种精神安慰吧，想想从

前捕鱼的岁月，也是好的。

河边开几个口子，摆两块青石板，三五

人聚在一起，洗衣，洗菜，叽叽喳喳闲聊着。

一位老妪高高举起棒槌，一下接一下落在衣

物上，“啪——啪——啪”，声音陌生又熟悉，

传入时空，像永远那么遥远，与古老岁月

接壤。

几千年的棒槌洗衣还在延续，这是古老

基因的传递，也是千年的天然传统。从发展

的眼光来看，棒槌洗衣更符合节能减排的新

理念。这种洗衣方式，由中国女人发明，独特

而实用，不仅少了洗衣粉的污染，也节省了

水电。而少用一度电，空中就会少一缕烟，人

的肺就会少一份毒害。

游船停泊在其中一个码头上，上岸，老

周带我们去村里转转。

“有洗衣机，怎么还去河里洗衣呢？”我

问 一 位 回 去 的 大 嫂 ，她 提 着 一 桶 洗 好 的

衣服。

“去河边洗衣多好，宽宽展展，河风倏

倏。再一个，夏天的衣服杵杵汗就行，用不着

洗衣机，呵呵呵。”她笑声朗朗，仿佛每天早

晨的洗衣是与河水亲密接触的一种享受，这

大概也是村里棒槌洗衣流传至今的原因。听

说城里有人重新发现棒槌的好处，棒槌又开

始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四）

河边风光带上除了墙画，还设有望江

亭，体育健身器材，棋牌桌等休闲娱乐设施，

地面整洁干净，看不到垃圾死角。风儿率性

得很，时起时落。起时吹皱一江碧水，落时水

平如镜，鱼儿在水面点出一个个圈圈，蓝天、

白云、对岸丹山的倒影清晰如画。如果不是

水泥路上晒着大豆、花生、切碎的南瓜片、红

辣椒等农产品，提醒这里仅仅是一座乡村，

我们还以为是在某旅游城市河边风光带游

览呢。

几乎每一栋楼房前都有一个小庭院，用

青砖石围着。青砖石垒成镂空米字花纹，院

内种植着各种花卉和绿植。有的墙上置几盘

绿植，绿叶伸出墙外，正随风摇曳；有的院内

栽有柚子、桂花等树，高过围墙，正向外张

望；有的丝瓜藤、南瓜藤从墙上爬出来，长长

地挂在墙上，丝瓜花、南瓜花，像一个个小太

阳静谧在时空里。房子两旁，路边，一个又一

个小菜园见缝插针，三角形的，方形的，长条

形的，不规则形的，用竹篱围着，竹子就地取

材，裁成一样高，交叉成菱形状，古朴又优

雅。篱笆墙内辣椒、茄子、扁豆、芝麻、西红柿

等各种菜蔬，生机勃勃，特别养眼。这真是一

个绿色的、粉红色的、淡紫色的、浅黄色的世

界，到处充满菜蔬的清香，自然而和谐，高贵

而温馨。

篱笆，自古就是乡村人家的代名词。几

十年前，农村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篱笆，如同

绿色的墙，开着五彩缤纷的花，用来隔鸡、隔

鸭、隔闲人。“桃杏花，出青瓦，喜看牵牛上篱

笆”“青山修竹矮篱笆”，篱笆和炊烟一样，都

是乡村意蕴隽永的景象，有无限的诗情和画

意。而今政府让所有村民重回篱笆院子的岁

月，古意悠悠，诗意盎然，这是他们创建“三

清三小”（清垃圾、清淤泥、清杂物，小菜园、

小果园、小庭院）秀美庭院结出的丰硕成果。

摄友们围着风光带拍照，而我一个人从

一条小路窜进村子，急切地想从中找寻点什

么。房子变得时尚而陌生，小路空间变窄，但

依然有古老的画面。一栋青砖灰瓦的老屋，

历经百年风雨，老得骨松齿摇，仍然以初见

的姿势伫立在村庄；一户人家堂屋敞开着，

爷爷躺在帆布睡椅里，几位孩子正在安静地

做作业，孩子们有各自独立的桌椅，互不干

扰；屋檐下，阳光斜斜地照下来，在檐前投下

长长的影子，一位剃头匠穿着干净的白衬

衫，围着红色的围腰，在为一位围着大红围

布的学生理发，旁边还等着几个人，一起和

剃头匠开着玩笑。剃头匠的工具箱开着，整

齐地摆放着剪刀、牙剪、平剪、手推子、刷子、

梳子和剃刀等，还有个精致的小竹筒，里面

放的是掏耳朵的小家伙。这些都是儿时见过

的样子，不过现在的剃头匠不像以前那样拿

工分，他是收费的，学生五元，大人十元。路

边，几户人家的房子并排一起，水泥坪里压

水井旁随意摆放着几把竹椅、帆布躺椅、矮

凳等，大家聚在一起，闲聊，扯谈，家国大事，

家长里短，有的一边做着家务活，捡菜啦，剪

辣椒晒啦，等等。两位老妪坐在门前，有一句

没一句聊着什么，乡村的日子还是那么静

美，不动声色地流淌，过去未来和现在，仿佛

就在此时，在蒲扇轻摇的这一刻里。

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变。

（五）

从小道转到村道，从村道转回河边风光

带，摄友们回到船上，老周带着我们继续向

西行驶。洣水开始向北呈 90 度弯去，官溪村

像被一条玉璧环护着的小岛。岛上处处是

景，景衬楼房，村融景中，人居画中。老周指

着风光带上一排太阳能路灯说，到了晚上，

一点一点的灯火，亮在洣水河上，好看得很

呢 ，附 近 老 百 姓 都 说 官 溪 村 是 茶 陵 的 小

香港。

船行至村尾，楼房渐渐稀疏，往前 500米

处，南岸一座山峰伸出绿臂，揽住一湾碧水。

几座民居隐在树林里，露出几点红顶白墙，

淳朴，幽静，让人想起宋朝诗人韩阳游过洣

水后留下的诗句，“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

清。有里民安业，诸村犬不惊”。

临近中午时分，游船回到桥边，停在一

棵古老的樟树下。官溪大桥修建前，这里是

历经千年的渡口。每一个渡口，都有一棵古

老的大树，如同一尊守护神。附近村民祖祖

辈辈都在这里等船，闲聊，休憩过。树根浮出

地面，如根根筋脉，向四面延伸。经脉间静默

着陈年的落叶，一些草儿垂着柔嫩的叶儿在

风中微微地抖动。一种气息扑面而来，腐朽

的，又是洁净的，亘古的，又是新鲜的，它藏

在人们记忆深处，让人内心澄净 、自在而

安宁。

几位钓者蹲在樟树的另一边，专心致志

于手中的钓竿。船行荡起的波纹，对准他们

的镜头，丝毫没有干扰到他们。

人真是一种矛盾动物，在城里住久了，

会觉得喧嚣，隐在山林呆些日子，又不堪寂

寞。而官溪村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它是现

代的，也是传统的，离城区不到 20里路，想清

净时可以独坐青山碧水中，想活动活动筋骨

可以植花莳草种点菜，想热闹时可以邀朋游

山玩水休闲娱乐。这大概也是所有美丽乡村

的相同处，那就是生态宜居。

洣水弯过官溪村
张冬娇

山环水抱官溪村

毛泽东：家乡的瓷器真好啊
欧宜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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