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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悉我将到隆昌，有
一互动较多的大学室友发
问，你要不要与久居于此
的另一旧友相见？
我看见室友在微信里

的留言时，正在四川隆昌
与重庆荣昌交界的三合
村。接待中心那古香古色
的小楼里，陈列着
各色陶器——无论
是隆昌还是荣昌，
陶艺是相通的。我
望向博古架上的一
只陶艺花瓶，想起
多年前这位家乡在
隆昌的旧友说过，
土陶做的瓶瓶罐
罐，哪怕插几根野
坡上放肆生长的狗
尾草，高低错落，也
别有一番趣味。这
位旧友叫作“霞”。
霞对于美术，无师
自通。土陶之美，天然去
雕饰。喜爱土陶瓶的霞，
简朴于外，慧秀于内。有
着一对双胞胎妹妹的县城
姑娘霞，早早感知生活的
不易。偶尔，皱眉说起父
母撑起生活之伞的艰辛，
微笑说起上天送来的妹妹
们。平日里，她不多言不
多语，却总于日常的某个
细节处显出惊艳。
眼前这未曾上釉的素

色陶艺花瓶不知何时烧
制，更不知何时乘着乡村
振兴的新风，进了
这专门用于展示的
小院木楼中。它静
静伫立于此，人们
指指点点，言语间
讨论这花瓶里能展开什么
样的风景。或许，这就是
时光的本质——周遭的一
切变幻不止，内里的品质
却是隽永。很多时候，远
观祝福便好。
“行色匆匆，就不见

了。”我回复道。
但到了一处，却自有

一处的乡土人情与牵绊关
联。虽说不见，但到底心
中念着。在满是陶器的展
示厅里弯弯拐拐，有人顺
便说起我写的报告文学
《师范生》，我便有感而发，
提起大学校园种种，说到
那个觉察土陶之美的女

孩，她无师自通的画艺，一
手漂亮的粉笔字，一口流
利的普通话，对文学作品
的独到见解，等等。不承
想，一个才相识的隆昌作
家突然说他认识霞。在他
的描述里，关于霞毕业后
的人生便生动展现出来

——为了孝敬父
母，从省会成都回
到隆昌县城，执教
于当地中学，因为
对教育事业的热
爱，收获了同道中
人的爱情，之后工
作生活圆满，前些
年已调动去了内
江，家里人也都安
排得妥帖。隆昌，
她的家乡，留下了
她成长跋涉的足
迹。
如今的霞，从

当年的师范大学生到优秀
的中学老师，再到别人口
中的高校教师，论起如今
的情形，足让人艳羡。但
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就如
满目所见的陶器一般，由
泥土到成品——花瓶、摆
件、酒杯、碗碟、笔洗……
20多道工序，选泥、晒泥、
碾泥、搅泥、过泥、踩泥、揉
泥、制坯、晾坯、刻花、上
釉、打磨、装窑、烧窑、出
窑。从大自然产出的黏土
到用于加工制作的细沙，

都有着风吹日晒、
反复碾压的疼痛过
程。陶器精品，在
时间磨砺中一点点
生成。通向理想的

人生，其中的历程，亦如同
一件独特陶器的烧制打
磨。人们所见的结果，只
是那个上架并被赞叹包围
的成品陶器。它的心路历
程，已经深藏在不可见的
微粒之间，化为精美纹路
之上特有的温润。
从隆昌到荣昌，所见

陶器各异。
在霞的故乡隆昌，我

见到一排排巨型的陶制酒
缸，远比一个壮汉还高
大。虽不知买家为谁、摆
放何处，我却总是暗自想
象着，这样的巨缸盛着接
地气的好酒，在逢年过节

的乡间宴席上，一壶接一
壶端到宾客围坐的大圆
桌，酒香菜好，喜气四溢。
当然，酒壶是深褐色的陶
壶，它们也有故事。
在荣昌大名鼎鼎的

“安陶小镇”，陶器愈发精
致。镇子道路两旁，随处
可见对多肉植物足够友好
的陶艺花盆，盆口宽敞又
足有半米高。陶艺博物馆
里，外素内釉笔洗的底部
碧波荡漾，似乎放条金鱼
进去，就立马展开蝴蝶式
的鱼尾开始畅游；洁白的
陶兔竖着耳朵，瞪圆眼睛，
似在紧张地吃草；黑褐色
的陶牛舒适地躺卧，想必
不远处牧童正在吹笛，它
虽不懂音律，却知晓主人
那纯纯的心事；工艺繁复
的根艺壶，有人俯下身暗
自数着标价后究竟有几个
零，也有人看着一串价格
数千元的袖珍泡菜坛，嘴
里感叹着“喜欢就好”。
街面上分布着许多陶

艺小店。手艺人在敞开的
店面里制作陶坯，虽说如
今电窑出来的陶器总是成
批成堆，造型大同小异，但
也总有让人心动之处——
有人看中了摆放在店外小
桌上没有釉的白色素陶
碗，虽说这种大小的陶碗
蒸饭不够一家人吃，可贵
在精致好玩；有人瞧上了
如今常常作为“伴手礼”的
“柿柿如意”，颜色各异、大
小不同的陶柿，很容易让
人患上“选择困难症”。还
有人买了泡菜坛，在这之
前，他专门给妻子打过电
话。

我熟悉的一位荣昌文
友，一路面带微笑，默默站
在一旁看着外来客们对本
地陶器的迷恋。与霞一
样，她的故事也是从与“陶
器”密切相关的家乡启
航。当年，不到二十岁的
女孩带着对文学的梦想，
许多年漂泊在异乡。
“你还记得小时候印

象最深刻的陶器是什么
吗？”我问她。原想着，早
早被国家轻工部命名为中
国“四大名陶”之一的“重
庆荣昌陶”，应该在她脑海
里有着多姿多彩的印象。
“泡菜坛子，我们本地

产的。家家户户都用那
种，泡菜好吃得很。”她回
答道。
或许，漂泊异乡的那

些年里，让她咬牙挺过各
种艰难的，正是深深刻在
骨子里的与陶器密切关联
的家乡至味。后来，这位
文友终于实现自己的梦
想，成为一位多产的知名
作家，作为“引进人才”回
到了家乡。小城的迅猛发
展，也让“荣昌陶”越来越
有名。这位文友的笔下，
亦出现了千姿百态的家乡
陶器。
在我看来，陶器，不单

单是陶器，是一种生活，更
是一种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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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街市上的芭蕾》的创作过程特别，
从天而降似的。
大约在2020年底，朋友推送来一则新闻

报道，云南边陲有一家肉铺，店家7岁的女儿
在油腻的铺子里练芭蕾，起初她请不到好的
芭蕾老师，用阿妈的手机看舞蹈视频，自学芭
蕾。
那边在案板上“咔咔“地斩猪骨，绞肉机

轰隆隆地绞肉糜，飞溅的骨渣、碎肉，很是油
腻，烟火气十足。这边，小女孩换上舞鞋，从
容地踮起脚尖，双手环绕举过头顶，若无其事
地练起纯净、唯美的芭蕾。
小女孩的舞姿里透出一种仙气，

小眼神纯洁无瑕，眉宇间凝结对艺术
的虔诚。泥泞的，震碎宁静的现实，和
翩然起舞的小女孩形成的画面反差强
烈。我看得心头一震，再也坐不住了。
经石如女士多方联系，我和小女孩约好

进行远程的视频采访。采访当天来了几个和
小女孩曾一起扶着竹竿在田埂上跳芭蕾的小
伙伴，她们看着样貌普通，一旦换上舞裙，跳
起舞来，美若仙子。
我和孩子们聊共同关心的话题，很快她

们纷纷打开话匣，敞开心扉。有孩子请我去
她家吃饭。两个家里在经营肉铺的女孩说，
爸妈把卖剩的肉带回家，她们吃厌了，几乎不
碰肉，爱吃蔬菜、菌子，最心仪的美食是炸馒
头片。也有孩子的爸妈在街市上做小生意，
在山上种植三七的，外出打工的，一个女孩谈

及辛劳的阿妈干活时震裂了虎口，忍
不住失声哭出来。她身旁的女孩有同
感，陪着抹眼泪。
孩子们崇拜来自北京的舞蹈老

师，这对伉俪来到深山，无偿辅导孩子
学芭蕾。刚来那会村民们轻慢芭蕾，他们不
得已去校门口蹲守，看到漂亮的、身材比例不
错的孩子拦下，说服她们尝试学芭蕾。
小女孩们学了芭蕾，走路带风，美美的。

有的孩子之前学拉丁舞、街舞，也是自己张罗
的，有芭蕾老师了才懂得怎么训练脚腕的灵
活性，怎么拉伸腿部韧带，怎么忌口，她们忍

着不喝汽水，不偷吃果酱。一个女孩一次藏
起一小块蛋糕，拿起来又放下，蛋糕成了碎
末。而练基本功太苦，孩子们大哭了多少
次，看到自己气质好了，想到能多一种艺术
才华，又笑了。
我决定飞去看她们，问孩子们要什么见

面礼，她们说不用，之前大城市的老师送好看
的服饰。她们舍不得穿，后来长高了，新衣服
穿不上了。
又一次远赴云南，记得这是第十六次去

云南，这一次远赴偏僻的村委会，自然村落，
参与孩子们的排演，和老师畅聊，与当地村民
露天聚餐，流连于各个街市，边陲原生态的质
朴生活扑面而来，我庆幸“看见”不被人们熟
知的孩子。写起了人之初的对美的觉醒，写
那渡坝春山街市的变迁，写广袤的新农村。
一本书前后写了四年，不是写不出，第

一稿足足写了14万字，觉得写出来的不是自
己真正想要的，坚决舍弃，最后三易其稿，终
于写出了心里的图画，喧闹的春山街市，
闻得到淡淡猪肉气味的满香肉铺；写精神
生活的光耀，写一颗颗不随遇而安的、想
飞的心……

秦文君

街市上的小舞者

在嘉定小囡的记忆中，总有那一抹
黄萦绕在心尖，那是外婆摩挲着双手在
劳作，那是妈妈温柔的眼眸在注视，那
是散发淡淡黄草香味的乡愁……那一
抹黄就是嘉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徐行草编。
若要让嘉定人在过年期间送给朋

友一份代表嘉定的手工艺品，当仁不让
的就首属徐行草编了，徐行草编制品有
拖鞋、拎包、果盆、杯套、盆垫等二十大
类上千个品种。徐行草编，发源于上海
市嘉定区徐行镇。据考证，徐行草编早
在唐代就已是贡品，兴盛于明清，至今
已有千余年历史。清代著名的嘉定籍
诗人王鸣盛有诗云：“弱鱼欲上雨初晴，
好向南邻北舍行，盼取新泾夜航到，数
钱换得鞋履轻。”徐行草编，也叫作“黄
草编织”，必须用徐行当地种植的黄草，
配合特定编织手法全手工制作。黄草
难得，由于是小众产业，市面上没有配
套机械设备帮助种植，所以黄草从播
种、插秧到浇灌、施肥全靠人工完成，跟

30年前的水稻种植一样。徐行黄草质
地光滑坚韧，色泽淡雅，用它编织出的
工艺品纹理清晰，细密匀称，松紧有度，
平整光洁，染色或缀以鲜艳的花纹图案
后更显精致美观。
在印象中，我的外婆家一到夏天必

定会穿草编拖鞋。小孩子皮肤娇嫩，刚
踩进去会感觉到
有一点“扎脚”的
不适感，但是适应
了之后，那酥酥麻
麻的扎脚感觉很
快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脚踏实
地的、包裹着的坚实感，是踩在江南泥
土地上的芬芳与淡雅，轻轻地抚触着，
让人不禁生发出一颗温柔的心。
前些年，有一回我在嘉定明代园林

秋霞圃里赏秋，看见一个80多岁的阿
婆坐在桃花潭边编制黄草包，她的脚边
堆放着一些颜色各异的黄草，手指麻利
地穿梭舞动，我一时看呆了。在工业文
明高速发展的今天，这样有着温度的手

工艺品，于我而言实在是有着不可抗拒
的吸引力。我忍不住上前和阿婆攀谈
起来，阿婆果然是徐行本地人，因为热
爱这门技艺，她一直不肯停下来，她说
虽然眼睛有点花，但是她还是想把这份
美分享给更多的人。我挑选了几只阿
婆亲手编制的拎包，给我远在北京的闺

蜜快递过去，并且
把我和阿婆的合影
发给她，强调这是
纯手工制品，我觉
得这是一份很有意

义的礼物。
每年春节前，土生土长的徐行草编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勤都会制作草编
生肖作品，今年也不例外。在近日展出
的上海科技馆原创策划的2025蛇年
“神秘蛇境”生肖特展上，由王勤及其团
队精心打造的6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徐行草编蛇形艺术品，在上海自然
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一经亮相，就
吸引了众多目光。尤其是一组名为蛇

“抱”“瓶”安系列的草编作品，让人眼前
一亮。这两个草编瓷瓶高达一米，巧妙
地将传统与现代元素融为一体，展现了
草编艺术的独特魅力。据王勤介绍，这
两个瓷瓶分别采用了不同的编织技法，
其中一个瓷瓶通过剪裁菱形片状彩材
并精心贴制而成，上面盘绕着一条栩栩
如生的蛇形装饰，象征着蛇年的到来与
平安吉祥的寓意。而另一个瓷瓶则运
用了四股编和三股编的草编技法，巧妙
缠绕，中间饰以“巳巳”字样，寓意“巳巳
如意”，传递出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从种植到编织，每一道工序都费时

费力，每一件黄草织品都饱含手工艺者
的用心。在嘉定，徐行草编不是赚钱的
工具，它是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活的烟火
气，是所有人纯纯的希望和善良。

王心田

那一抹黄草乡愁

那一天，松江区泖港镇迎来了两位
外国作家。他们是来自土耳其的傅和来
自保加利亚的瑞。腰泾村是美丽乡村的
示范村，有“书香腰泾”之誉。村里有一
座院子，是美食家、艺术家郭悦和卢森夫
妇于八年前在原来的农宅基础上精心打
造的“美厨玩家”；如今已成为松江区文
化和旅游局挂牌的“艺术家驻留目的
地”。“美厨玩
家”与农田相
邻，别具韵味，
而院子内的每
一间房子，每一
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陈列的那些司空见
惯、不会说话的生活用具和炊具，被赋予
了艺术的能量，挥发出一种强烈的视觉
冲击力，令两位外国作家赞不绝口！
保加利亚女作家瑞还是位植物学

家，她走过农家，看到场地上晒
着的芦粟穗头，饶有兴致地拾起
一枝观赏，她说没有见过这种植
物。我们向她介绍，芦粟是上海
地区的特产，它的枝节如甘蔗一
样可食用，而晒着的穗头是用来扎扫帚
的。这时，一位老奶奶从屋里走出来，手
里拿着已切成一节一节的芦粟送给客人
品尝。我们为瑞示范如何吃芦粟，提醒
小心划破手指，瑞尝了一口芦粟后连声
说：“甜！甜！”她说，她喜欢每一种植物，
植物世界令她兴奋。

午饭后，两位外国作家来到了黄桥
村。前些年，黄桥村获得了沪上“楹联第
一村”的称号。
黄桥村向外国作家展演了“泖田山

歌”。泖田山歌起源于劳动，祖祖辈辈耕
耘在泖田里的泖田人，为抒发情感，愉悦
心身，自创了一种泖田农家特有的演唱
形式“喊山歌”。如今，“泖田山歌”已成

为非遗项目。
外国作家对于
“泖田山歌”很
有兴趣，请非
遗传承人任桂

花反复演唱并录像，表示要介绍到他们
的国家去。
外国作家走进松江农村最惊艳的场

面出现了。当任桂花表演完“泖田山
歌”，一行人准备离场时，瑞忽然就在会

议室里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踢踏
舞。
踢踏舞起源于爱尔兰，是爱

尔兰的国粹，没想到来自保加利
亚的女作家也是跳踢踏舞的高

手。当瑞跳完舞时我们给了她热烈的掌
声。瑞说，“泖田山歌”源于农民，源于劳
动者，是非遗歌曲；而踢踏舞也是源于民
间，源于农场，是传统民间舞蹈，所以当
她听到“泖田山歌”时，浑身都想跳踢踏
舞。她的一番话，引得大家更热烈的鼓
掌。

瑞是真的被“泖田山
歌”激发了跳舞的激情。从
村展示馆走出来，刚踏上馆
前的广场，只见瑞利落地放
下双肩包，在广场的水泥地
上跳起了踢踏舞，跳得热情
奔放，尽情投入，脚下踢踢
踏踏之声，铿锵有力，节奏
感强烈。
瑞的踢踏舞并非到此

结束。在参观村史馆观看
村史影像时，影片中再次出
现了“泖田山歌”的情景，瑞
也再次激情燃起，打开手机
中储存的踢踏舞音乐，第三
次跳起了踢踏舞……
黄桥村的村民爱唱“泖

田山歌”，没跳过踢踏舞；瑞
第一次听到“泖田山歌”，把
踢踏舞跳到了黄桥村；瑞带
走了“泖田山歌”，给黄桥村
留下了踢踏舞的踢踢踏踏
声和她对黄桥村村民的热
情。

俞富章

当踢踏舞遇见泖田山歌

旭日飘然出海东，且将热焰驻尘胸。听儿放炮催
春讯，展卷先描杨柳风。 枝青绿，朵嫣红，乡情袅袅
绕时钟。开门迎取蛇年到，马到明年再庆功。

高 昌

鹧鸪天 ·新正即兴

责编：吴南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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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 汕 英 歌
舞”这一古老的地
方民俗受关注度
持续高涨，请看明
日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