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丽伟兄，小时候我在滹沱河床的泥土里
捡到一只漂亮的指环，特别喜欢，就一直戴
着，后来专家鉴定说是战国时期中山国的玛
瑙环。我一直觉得，我和故国中山文化有命
定的机缘，就是因为这只玛瑙环。我的好运，
大概也都是这只玛瑙环带给我的。”

说这话时，雪莉同学真是一个幸运的
人。在这样文学式微的年代，她依然能靠着
自己勤奋的史志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步步从
河北灵寿县走到了省会石家庄，从业余作者
成为了石家庄作协主席、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成为了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和编剧。

10年前，在鲁迅文学院24期高研班里，
我们一见如故。除了共同的文学追求，我们
还有共同的史志兴趣。我中师毕业参加工作
后，在县里作了6年的地方志编纂。雪莉同学
更是一直对中山国的文史研究痴迷不绝，并
有厚厚的专著出版。她曾信心满满地说：

“我们一定要改写历史，让战国七雄变成
战国八雄，把咱们中山国加上。”

改写史书比较复杂，但在雪莉同学等文史
专家的努力下，冀中的中山国文化、滹沱文化
次第以纪录片、电视剧等不同形式登录央视等
各大媒体，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还有一个原因，那时我离开冀中已经20年，
见到故乡的亲人尤其还是文友自然格外亲切。
谈到当年省会石家庄市文学圈里的报纸杂志、领
导老师以及很多共同的朋友，更是亲近。我的处
女作在我16岁时发表在石家庄地区文联的杂志
《滹沱河畔》上，后来地市合并，杂志也改名为《太
行文学》，雪莉同学竟做了主编。谈到共同的朋
友，有时干脆就拨通手机，在确认新朋故友的同
时，文友、同学、老乡的情谊更加深厚。

我们那届鲁院高研班的时间虽然由半年
缩减了一半，但记忆中足堪回味的吉光片羽
却络绎缤纷——

“丽伟兄，今晚别安排事，我请咱几个同学
去喝茶啊。”“去哪里？”“不用管，上车就行了。”

茶过三巡，雪莉同学说：丽伟兄，该是你
挥毫泼墨的时候了。在诸位同学的一起呼召
下，我借着茶醉斗胆挥毫，留下了一张同学们
共同举着一张书法的珍贵照片。现在再看，
这张照片里竟然已有三位同学英年早逝：程
雪莉同学刚刚离世，年仅51岁；高艳国同学
2018年离世，年仅48岁；田静同学2016年离
世，年仅35岁。这实在令人哀痛！

其实在鲁院的日子里，我的宿舍几乎每晚
都会有同学围坐喝茶，同学们亲切地称之为

“102茶室”。在来来往往的“茶客”中，雪莉同学
作为老乡，自然是102茶室的常客。她那时稍
显矜持，一方面是同学相识不久，另一方面，雪
莉本身也是含蓄低调之人。她总是静静坐在一
隅，虽然不多说话，但偶尔稳重自信的几句谈笑
却极具亲和力，让人感到是一位值得信赖的人。

离开鲁院高研班已经10年，10年里，作
为老乡我们比其他同学见面略多。

结业后她第一次来天津采访，这次相聚，
以及之后的雪莉同学再次来津，让我陪同她
和采访对象会见交流，让我对她的个人能力
更为敬佩。我也曾召集部分冀中在津老乡与
雪莉欢聚，大家都对她印象美好，以后还时常
提起她。

雪莉同学是一个细致周到的人。那年我
们区政协文史委到石家庄市调研，我请精通
中山国文史的雪莉同学出来陪同，她欣然应
允，并带着中山文化的纪念品前来，向带队的
领导和政协委员们认真讲解中山文化。

那年，在南浔举办的中国报告文学年会
上，雪莉的《寻找平山团》获得徐迟报告文学
奖。颁奖前，雪莉说：“丽伟兄，我领奖时帮我
在台下拍几张照片啊。”我说没问题的。

她穿着自己专门设计的旗袍上台领奖，我
拍的照片她很满意。为了表示感谢，在南浔古
镇参观时，她执意要给我买一套上好的湖笔相
赠。这笔，我一直留着没舍得开封使用。

业精于勤，事业非凡的雪莉当然也是一

个勤奋的人。《寻找平山团》出版之前，她就已
经发表了大量作品，并出版了历史散文集《故
国中山》《风从中山来》等著作。

《寻找平山团》不仅让雪莉同学获得了徐迟
报告文学奖，蜚声河北文坛，后续的更大的收获
接踵而来。各地的学校、部队、文化机构请她去
讲座，签名售书，讲述平山团的故事，讲述个人成
长历程写作经验。《寻找平山团》又改编成电视连
续剧《滹沱儿女》，由她做总编剧。这之后她从著
名作家又加身著名编剧，成立了工作室，有了自
己的团队，接手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文化项目。

作为老同学，作为也是从冀中农村出来，
一步步跋涉文坛并曾涉猎编剧的人，我由衷
为她的成就高兴，也深知其中的各种艰辛不
易，只是叮嘱她别太累。

和大多数女同志一样，雪莉同学也是一个
爱美的人。有了条件之后，她的重要着装几乎
都自己设计，甚至自己制作。徐迟报告文学奖
的领奖服算是其一。去年在南京参加报告文
学理事会，她又是穿着新设计的旗袍。我们相
约去找老朋友，从河北省作协副主席调任江苏
省作协副主席的著名小说家胡学文老兄喝
酒。餐后我们三个河北人合影时，雪莉专门从
里侧转到外侧，还呵呵笑着说：

“我得站在外边，不然我这么美的旗袍就
被餐桌挡住了一半。”

雪莉同学走了，走得突然，走得惊心，走得
让老同学老朋友们扼腕叹息，她灿烂的生命在
怒放时戛然而止。一直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但
世界就是这么一次次告诉我们什么是无常。

我想起她珍爱的那只战国的玛瑙环。
它的第一个主人已在故国中山烟消云散两
千多年，是雪莉同学把它从泥土中捡起，成
为了它新的主人。如今，雪莉同学的生命也
像那只美丽的玛瑙环一样，来源于故国中山
滹沱河的泥土，又复陨落尘埃，留给热爱她
的人的，只剩美好的回忆。

（作者系天津作协副主席)

那只战国玛瑙环终陨落尘埃
陈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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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京剧梅派弟子传人，前几天，我参加
了“梅兰芳主题当代美术作品展”，看到展览
如此集中地展示梅兰芳大师的书画、文献等
资料，并用绘画的形式展现梅大师的艺术风
采，在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今天，我觉得这不仅有助于
对梅派艺术的研究，更有助于青年一代文艺
工作者对梅兰芳艺术精神的理解与传承。

梅兰芳大师的艺术成就与书法绘画有着
很深的渊源，从《奔月》《葬花》两出戏服装、扮
相的创造，到《天女散花》的编排以及很多表
演的灵感，都离不开古典画作的启发。在这
里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我有着切身体会的例
子。2012年我正式调入国家京剧院，排演的
第一出戏就是《韩玉娘》，虽然这出戏是根据
梅派剧目《生死恨》重新创作的，但却保留了
老戏《生死恨》中“夜诉”这一场的唱腔和布
景。在大段【二黄套曲】如泣如诉的演唱中，
舞台上的布置非常简洁，只有一架纺车、两把
椅子、一张桌子、一盏油灯。每次演出结束，
观众走出剧场时都在回味，韩玉娘在一架纺
车前、一盏油灯下感人至深的表演——太有
意境了！其实这种意境美除了来自唱腔的感

染力，同样来自这堂简洁而又写意的舞台布
景。但很多观众不知道的是，这堂景正是梅
大师从旧画《寒灯课子图》的意境中思考出来
的，这才成就了这场戏唱腔、表演、舞美彼此
吻合、共同营造的审美意蕴。

就像梅大师自己所说，“中国画里那种虚与
实、简与繁、疏与密的关系，和戏曲舞台的构图是
有密切联系的……我们从事戏曲工作的人，钻研
绘画，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变换气质，从画
中去吸取养料，运用到戏曲舞台艺术中去。”

其实梅大师不仅从书画中获得启示，很多
人物形象还参考过木刻、石刻、雕塑等艺术门
类。记得我与师父梅葆玖先生学戏时，师父就
经常会对我说起梅大师从其他艺术门类获得灵
感、并将这些灵感转化为“四功五法”的过程和
经验，同时，师父也鼓励我要多学习、多借鉴，不
闭塞、不守旧，戏曲要跟着时代、与时俱进！所
以今天，每当我在排练厅给青年演员说戏时，我
也会在排练之余把师父讲给我的梅派艺术理
念、包括梅大师对自身文化修养的注重……都
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青年一代听。

我想，对于每一位梅派弟子而言，我们要传
承的不仅是梅派经典的代表剧目，更要传承梅
大师广征博采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守正创新的艺
术精神。这是梅兰芳大师留给每一位京剧人的
宝贵经验，是留给这个时代的珍贵艺术财富，更
是永久闪烁在文化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文化长河中的璀璨明珠
——观“梅兰芳主题当代美术作品展”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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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1月29日，江西高安省属第二电机厂基
建现场传出消息：某处施工到地下近两米时出现了一
个一米见方的窖穴，大堆瓷器挤占其中。

闻讯赶来的当地博物馆人员连夜展开了发掘。
从窖里收获的东西装满了六大箩筐。

回到博物馆，他们对六箩筐物器进行了清点，得
到了一份详细的清单：景德镇窑瓷68件，其中青花瓷
器19件，釉里红瓷器4件，青白釉、卵白釉瓷器45件；
龙泉窑青瓷168件；钧窑瓷3件；磁州窑瓷1件；另有
铜器、铁器6件。共计240余件。

当地博物馆人员惊异于此刻摆在办公桌
上和地上的发掘之物的美丽惊人。那19件
青花瓷，更是蓝彩闪耀，釉色高贵。6件青花
带盖梅瓶束颈丰肩，体态雍容，器盖内壁露胎
处和底部分别书有“礼”“乐”“书”“数”“射”“御”
六字。云龙鱼纹青花罐盖子仿佛一片漂在水上的
荷叶……它们俨然都是有生命的活物。它们在博
物馆里舒枝长叶，整座灰头土脸的博物馆顿时变成了
一座蓝色的花园。

它们的蓝彩，仿佛大海在阳光下波展，河流在大地
上蜿蜒。它们的釉色，仿佛裹挟了古诗里珍藏的不朽月
光。它们仿佛是满腹经纶富有书卷气的古代书生，可
是，暂时没有人能听懂它们的言辞。它们在博物馆里发
着镇定的恒久的光。哦，长久的黑暗并没有让它们变得
暗淡，相反因为黑暗的擦拭，它们显得更加光彩照人。

它们是谁？它们为什么在这里？它们的出现，是
想告诉人们什么？当地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紧找来大
量的资料，投入了辛苦的研究之中。

他们仔细查看瓷器的器型、釉色、钴料、纹饰、气泡、
足底……经过反复比对，他们确认，它们都是距今700
年的元朝至正年间的风物，是流落到英国大维德博物馆
的一对举世闻名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的同胞兄弟。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震惊和兴奋异常的发现。因
为，青花到元代才得以产生，然而元朝短暂，只有97年
时间，元青花的创造和制作期只有二三十年时间，元青
花因此存世量极少。据北京市文物局编《托普卡比宫
的中国瑰宝》判断，元代青花瓷目前全世界收藏不足
300件。其中国内约100件，国外有200多件。

这么稀少的存量，任何机构或个人拥有一件元青
花都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事。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
卡比宫博物馆，拥有元青花40件，伊朗德黑兰国家博
物馆，拥有元青花28件，它们因此成为全世界最著名
的青花博物馆。

而高安一夜之间就拥有了19件元青花，并且，其
器形之丰富、保存之完好甚至比土耳其和伊朗博物馆
馆藏更胜一筹。

高安，位于江西省会南昌西部，距省会南昌只有
35公里。它于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建县。老
实说，这是一个并不太出名的地方。

可是因为拥有了19件元青花，高安几乎是一夜成
名。它成了与土耳其、伊朗之后比肩的元青花拥有者。

2015年，高安建起了元青花博物馆，将这19位元
朝的青花使臣，以及同时出土的200多件瓷器与铜铁
器，一起展出，供世人参观。走进博物馆的人们在饱览
了元青花的风采之后，都纷纷打听：这些瓷器的主人是
谁？它们为何埋于地下？6件带盖梅瓶，器盖内壁露
胎处和底部书写的“礼”“乐”“书”“数”“射”“御”六字，
是怎样的暗号？瓷器有朝廷禁止民间使用的五爪龙纹
饰，主人是何种身份？元代的高安，究竟发生了什么？
它们所指涉的，是一个怎样的元朝？

其实从发掘之日起，当地博物馆人员对瓷器主人
的猜想和追踪从来就没有停止。然而，因为可供推断
的资料缺乏，有关这些瓷器的真相至今依然扑朔披靡，
真假难辨。

有一种说法，这些瓷器是高安人伍先辅、伍良臣
父子所藏。

依照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清同治《高安县
志》、元泰定《驸马都尉伍公乐泉形状》和《承直郎驸马
都尉伍公乐泉墓志碑铭并序》等记载，伍先辅为窖藏地
附近的高安上泉伍家村人，元世祖忽必烈幼女仙娥公
主女婿，官至驸马都尉，忽必烈死后，调任湖北松滋路
总管府民户总管，兼从事商业运输。他是正宗的皇亲
国戚，有使用五爪龙图案的权力，又因经商获利良多，
有购买这些在元代也是稀世珍品的瓷器的经济能力。

伍先辅因疾于1325年9月死于老家上泉村，年60
岁。他的三儿子伍良臣，忽必烈的亲外甥，是个爱好诗
文与经籍的主儿。“尘视富贵，致力经籍。为诗文畅达
清润。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

持瓷器主人为伍先辅、伍良臣父子的观点的人们认
为，伍先辅死后，这些花重金多处采购的瓷器为伍良臣所
拥有。伍良臣爱好诗文，文风畅达清润，自然对包括父亲
遗传的瓷器在内的一切美的事物都怀着怜惜之心。在青

花瓷上刻上六艺之名，符合伍良臣的文人心性。
伍良臣为何又将瓷器埋于地下？伍良臣所著《中

流一壶集》记：“江淮骚动，继以南北路断，惟海道可通，
朝廷艰险为甚，（伍良臣）欲效微忠而不可得。至正戊
戌（1358年，作者注），江西城破……独携扶数口，东走
南昌剑邑（今江西丰城市）之魏亭，颠沛流离，风景殊异
矣……”《高安县志·兵防志》载：“至正十八年（1358年)
陈友谅遣王奉国陷瑞州路。”

——战乱频仍，伍良臣东躲西藏，收藏的大批珍
贵易碎名瓷无法随从，伍良臣不忍如此精美的瓷器受
损，便将其埋入便于记忆的圩堤旁，待局面稳定再作打
算。可时局之动荡超出了他的预料，有着元朝皇族血
统的他为躲避随时可能的伤害，不得不颠沛流离。终
于有一天，他从历史中消失，从此下落不明……

另一种说法是，这些瓷器根本不是伍先辅、伍良
臣父子的私藏，不是文人雅好之物，原因是据考证，元
朝时伍家住地在离现址30多里之外，只在明朝中期搬
迁至现址，理论上没有埋宝于斯的可能。而且伍先辅
离世为元泰定二年（1325），与窖中的青花瓷生产时间
至正年（1341—1370）年份不合，伍良臣只当过八品小
官，在元朝，他保存这些带着五爪龙的瓷器，有杀头之
虞。事情的真相是，这些瓷器是瑞州路官府的祭器。

据《元史·祭祀志》载：“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颁诸
路立社稷坛壝仪式。”至元十年八月（1273年），元政府
颁布政令，全国诸路立社稷坛围及祭祀场所，设祭祀仪
式。时称瑞州路的高安当然也不例外。

然而元朝的早期统治，瑞州路的各种经济社会状
况并不见好。直至至正八年（1348年），色目人禹苏福
担任了瑞州路达鲁花赤（总管）。

禹苏福抵达瑞州路，见瑞州路政治腐败，经济落
后，文化设施及宗教场所破败不堪，开展了一系列的治
理措施。其中，将重修文庙、重振礼教放在了首位。

明正德《瑞州府志·瑞州路重修郡学记》记载，当地
郡学有腐烂倾斜倒塌处，总管禹苏福将其全部扩展修
整，使之焕然一新。修整在礼殿西面的祭祀场所，在其
中设专库以收藏重要的书籍和祭器。

这些瓷器，很可能就是专库里收藏的祭器的一部分。
——六个带盖梅瓶，是用于祭祀的酒器（蒸馏酒由

元朝引进），它们的底部及盖的内壁所书的“礼、乐、书、
数、射、御”，不仅是元朝统治者崇尚儒家文化的用意，也
是元宫廷在祭祀活动中需进行的礼节仪式。其他窖藏
发掘的各种瓷器，其造型也都可以用祭器来解释。

高安是自古有着道院之称的教化之地，禹苏福的
治理很快就有了效果。在禹苏福励治之下，元末瑞州
路出现了短暂兴盛。

然而战争来了。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陈友谅
部将刘五从瑞州路城北直取城池总管府。瑞州路官府
一干人马躲避城南，并捣毁了筑架于锦江之上连通南
北二城的浮桥、石桥。眼看阻击未果，城破在即，那些
元朝的官僚们，深恐这些美丽至极的瓷器会在战火中
毁坏，就在城南浮桥头西约100米处的城墙空地，挖掘
出一个直径为1.3米、深2米余的椭圆土形窖穴，将瑞
州路官府用来祭祀的、而又无法随从的“国之重器”悉
数下窖。覆土掩埋后带着家眷匆匆出逃。

由于埋藏较深，六百来年无人发现，直至1980年
高安省属第二机电厂扩建，这些祭器才重见了天日。

从1980年发掘之日开始，对于窖藏瓷器究竟是文
人之瓷，还是祭祀之瓷，一直争论不断，两种说法，各执
一词，互不相让。

然而，这两种说法的共识就是，是对文化的珍视，
对美的怜惜，让人们即使经历战乱，也尽力将这些精美
的瓷器保存下来。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在危急关头为了文化
的续接舍生取义的人。春秋时期，孔子率众学生奔走
于列国，为礼的传播殚精竭虑。五胡乱华之际，面目模
糊的老者，不顾年老体衰怀抱着族谱从中原奔袭至南
方。抗日战争时期，一群教师领着数千学生从北平一
路南迁，在昆明办起了西南联大，为整个民族的文化完
成了蓄血的工作……

正是这一代代人近乎本能的努力，宛如高安的元
青花一样美丽惊人却脆弱易碎的中华文明历经劫难得
以完整保存。我想这正是高安的元青花，带给我们的
深刻启示。 （作者系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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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各方面、全方位，都取得了巨大成
就。尤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其中。10年
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
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

曾赴安徽、湖南两省近距离考察，在崇山
峻岭或阡陌纵横间为重回大地的山秀水美感
慨、驻足，流连忘返；曾参加永定河流域开展

文化建设调研活动，感受内蒙古辉腾锡勒草
原、察哈尔湖、苏木山的一派郁郁葱葱、山清
水秀，河北洋河、桑干河交界处官厅水库湿地
的一脉美丽清新、生机盎然；也曾赴江苏高
邮、兴化等地，视察乡村文旅融合新面貌、新
格局、新发展，置身新农村建设重拾的生态和
谐、田园风光，心旷神怡。尤其2021年5月在
贵州花茂村刻有习近平总书记留言的“怪不
得大家都来 在这里找到乡愁了”的牌匾前
留影时，置身景点观光和休闲度假并重、传统
乡村屋舍和“三农”产业兼在的生机勃勃的现
代乡村，不由得百感交集、浮想联翩！

在中国经济高速度发展中，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清醒地统揽全局，
高屋建瓴地把准方向。以“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为基本方略，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为建设理念，以“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为重大论断，以“山水林田湖
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为系统思想，以对当下社

会建设及其明天事业发展，促进中华民族健康、
永续等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定推进自然生态的
涵养、保护、修复政策，加快推进生态文明的顶
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两山”理论深入人心；一手
抓污染治理、一手抓生态修复，成效显著；上下
一心，下大力气、花大工夫，加快推进绿色发展，
取得实效。通过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的改善，以
及强化自然、人文生态的保护性开发，最终实现
了青山绿水重归华夏大地的美丽如昨；维护、巩
固、提高山林湖水田草等质量、水平，各地干群
业已形成共识并自觉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让人“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向着和谐化、系统化、
本土化、自然化的生态文明提质增效、持续建
设中的美丽中国，让青山绿水的乡村不仅是
希望的田野，还是唤回游子、留住乡愁的美好
家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青山绿水留得住美丽乡愁
郭媛媛

环境优美的贵州花茂村环境优美的贵州花茂村

董圆圆在梅兰芳画作董圆圆在梅兰芳画作 《《天女散花天女散花
图图》》前示范天女人物手势造型前示范天女人物手势造型

▲元代窖藏出土荷叶盖罐

▲元青花兽耳盖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