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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韩峰

冯培学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于淇县太行山区

的黄洞乡温坡村。这是个有着悠久制陶历史的传统

古村落，不知何故，制陶技艺曾一度失传。100多年

前，制陶技艺在祖上冯志彪的手中得到了传承，并流

传后世，至今已历经六代。冯培学的祖父和父母都曾

以制陶为生，冯培学从小耳濡目染，对制陶技艺很感

兴趣，15岁便跟着父母走上了制陶之路。

“黑陶响叮当，还是红土岗。”温坡村之所以有着

悠久的制陶历史，与附近南沟东坡红土岗的红胶土是

分不开的。土，是制陶的唯一原料，土的优劣，直接关

系着陶器的质量。而红土岗的红胶土，不仅干净，无

杂质，而且黏性很大，特别适合制陶。

在冯培学的记忆里，过去村里虽有多家制陶，但

都是制作一些面罐、花盆、水盆、水缸等实用物品。随

着这些物品逐渐被不锈钢、搪瓷等制品替代，制作黑

陶的窑火渐渐熄灭了。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冯培学萌生了重新点

燃窑火的念头，但他不想再像祖辈那样烧制不合时宜

的实用物品，他想与时俱进，在传承黑陶烧制工艺的

基础上予以改进，根据当代人们的审美观，将文化和

艺术融进黑陶，从而烧制出具有文化和艺术价值、观

赏价值的艺术品。于是，他先后到中央美院、杭州美

院等地拜师学艺，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制作工

艺。

熊熊窑火终于在冯培学的手中重新点燃了。经

过选泥、晒干、泡水、炼泥、拉坯、打磨、亮光、雕刻、烧

制等20多道工序，经过传统烧制技法与烟熏渗碳技

法相结合的反复试验，一件件黑如漆、亮如镜、硬如

瓷、声如磬融绘画、镂空、高浮雕为一体的艺术品，陆

续闪亮在商场、文博会展厅，并远销韩国等多个国家，

深受国内外爱好者的喜爱和赞誉，同时，也得到了许

多有关专家的认可。

几十年来，冯培学已积累了丰富的制陶经验。陶

坯是否干透，他一看一摸就知道；什么时候装窑，他一

看天气便知道。冬天烧制，陶器易裂；春暖花开，烧制

适合。“要想陶器黑得透，关键在火候；要想陶器黑又

亮，烟熏渗碳不能忘。”火候大了，容易把陶器烧破；火

候小了，将陶器放到水里容易泡碎。这其中烧窑、封

窑、烟熏渗碳时间节点的准确掌握尤为重要，稍不留

神便是一堆废品。冯培学对这些时间节点的准确掌

握，无不倾注着他的心血和汗水。

艺无止境。冯培学没有安于现状，故步自封，每

逢有国家级或省级博览会、文博会、展销会，他就带领

有关人员前往观摩学习，开阔视野，拜师取经，取人之

长，补己之短。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

还经常到中小学校开展黑陶知识讲座，普及黑陶知识

等。

冯培学，现为省级陶瓷艺术大师、鹤壁市文化产

业协会副会长、河南省工艺美术协会会员、河南省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淇县民协副主席。其作品《女娲

补天》《鬼谷子下山》《人生如意》《十二生肖》《中国鹤

壁》《云梦山军坛》等荣获国家级、省级奖牌。

□李长顺

一匹良驹神骏昂首嘶鸣，一位真龙天

子神色严峻。这二位，就是泥马渡康王庙

的主角。这座古庙位于安阳市安丰乡渔

洋古镇。

嗖嗖的冷箭声，从耳边飞过。叮叮当

当的刀剑撞击声，厮杀的人喊马叫声，从

身后传来，一阵比一阵紧。狼狈南逃的康

王赵构，顾不得回首看一眼激烈的拼斗，

那是护卫官兵在拼命抵挡金兵。

这时的北宋王朝已经国将不国，京师

开封府已经陷落于金兵之手。徽宗钦宗

二帝被金兵掳去金国，皇子皇孙几乎被一

网打尽，仅仅剩下奉命出使金国的康王，

成为唯一的漏网之鱼，逃得一条性命。康

王来到河北磁州，被宗泽等磁州军民苦苦

劝阻，不要北上自投罗网。康王回头向

南。闻风而至的金兵，像一群饿狼一样扑

来，妄想抓住康王，企图彻底灭亡大宋王

朝。于是，恶狠狠的金兵，同竭力抵挡的

康王护卫，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

康王打马赶到漳河北岸。不好。坐

骑一个前腿卧地，康王猝不及防，摔了个

嘴啃泥。爬起来一看，大事不妙，坐骑的

屁股中了三根羽箭，倒地不起。

背后的金国追

兵越来越近。河上

无桥，河边无舟，难

道老天要亡我大宋

不成？就在这叫天

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之际，河边小树林

里，闪出一位银发老

人，手牵一匹高头大

马。老人对康王说：

“我主骑上这马，速

速渡河。”

康王来不及问

老者的姓名，接过马

的缰绳，翻身上马。

看一看漳河，虽然已是冬天，还是深不可

测。再看看身后追兵。反正落到金兵手

里也没个好。心一横，管不了这么多了，

即刻打马过河。谁知这马真的是一匹神

骏，过河如履平地，康王的衣服都没湿一

分一毫。金兵追到河边，一阵漫天大雾袭

来，哪里还有康王的踪影。金兵只得怏怏

而回。

康王渡过漳河，又饥又渴又累，疲惫

至极。看到一座小庙，康王寻思进去歇息

片刻，不知不觉中睡着了。康王一觉醒

来，看到庙门外一匹泥塑白马，浑身湿透，

腹下还滴着水珠。

康王心想，这匹泥马好怪，全身湿透，

还能站立不卧。不知不觉中，康王说出口

来。谁知，康王此言一出口，泥马立马轰

然倒地，成为一摊烂泥。

康王大惊，猛然想起昨晚渡河之事，

心中大悔。神马救我性命，我不知报恩，

反倒坏它性命。我这金口玉言，怎么成了

信口胡言。康王发誓，待我登上九五至尊

大位，一定给你重塑金身，世代供奉。

康王于应天府（今商丘）继承大位后，

果不负前言，在相州（今安阳）鱼羊（今渔

洋）建起泥马渡康王庙。后人世世代代祭

祀，供奉的香火十分旺盛。

□李运和

出新野县城向东15公里处，有个

叫张楼的村庄。人们谈起这个村庄相

关的历史时，总绕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

次重大事件和一个著名人物。

战国时期，棘水是楚国和秦国的

分界线，河东属楚国，河西属秦国。楚

怀王和秦昭王于公元前304年订立“黄

棘之盟”的地点就在现张楼村附近。那

时的棘水，就是现在新野的溧河。秦楚

都是当时的大国，都有一统天下的综合

实力，而这次会盟对战国后期形势乃至

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成为一次重大历史事件。

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置

棘阳县，治所即在现今的张楼村。西

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由于其施

政不当，导致天怒人怨，天下大乱。公

元22年（地皇三年）汉室宗亲刘秀起

兵反莽，“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

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进拔棘

阳”。棘阳守将岑彭战败逃至宛城固

守，后因粮草尽绝，遂降刘秀。追随刘

秀后，岑彭文治武功卓著，成为东汉开

国功勋“二十八宿”之一。如今，全球

岑氏族人尊奉岑彭为始祖，并于21世

纪初为其建造了“岑公祠”。该祠就位

于张楼村东侧。

村东属古棘阳治所的中心区，经

考古挖掘，已出土汉代石辟邪一对、铜

印一枚和一些圆形方孔钱及汉画像砖，

还发掘出了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统。经

专家学者多方争鸣和论证，河南省人民

政府于1985年确认其为汉棘阳古城遗

址，并立碑保护。

在张楼村，不仅有秦楚会盟的史

载、秦砖汉瓦的遗存、岑氏始祖的祠堂，

更有着千年汉文化的浸润和厚养。这

里民风古朴，村民乐善好施。据村中一

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讲，从他记事起，村

中从未发生过抢劫、凶杀等刑事案件及

伤风败俗事件。睦邻友好、和谐相处、

尊老爱幼、扶危济困似乎成了村民们心

中自觉践行的“村规民约”。在物资短

缺的年代，村民对来村中耍猴的艺人、

磨菜刀的匠人乃至乞讨的流浪人员，莫

不捧场、周济，从未奚落、嘲弄。直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有一些家庭保留着

对上辈人早晚两次问安的孝举。不少

村民至今还坚持着“耕读传家”的古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

待举，对学童的教育问题被村民列为头

等大事。他们不等不靠，经村中乡贤商

议后，一致决定在明月寺内创办学校，

村民自费筹资聘请教师。学堂里孩子

们的琅琅书声，与村子里鸡鸣牛哞之声

遥相呼应，成为村民们心中最动听的乐

章。

张楼村民勤于农事，村中有不少

熟谙农活技艺的老庄稼筋。尽管农田

多处于古棘阳遗址，耕田时总会发现一

些瓦砾、残砖，但土地却非常肥沃，种植

作物年年高产。周边的村民羡慕地戏

称“狮子李到张楼，一个瓦片四两油”。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这里的传统农耕文明逐渐变成了缕缕

乡愁。

近几年，当地政府为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打造新的文旅景点，在张楼村

修建了棘阳关广场等文化场馆。村内

一幅幅古朴典雅的汉画浮雕流淌着楚

汉文化的风韵，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这

个村子的前世今生。

□孙文正

凡是来过原阳县的客人，若不吃顿羊肉烩面，恰如你到天津没吃

上“狗不理包子”一样遗憾。

说起原阳羊肉烩面，那可是历史悠久，享誉九州……

相传，隋朝末年，唐王李世民在一个隆冬季节，冰天雪地之时患上

了风寒，落难于阳武（今原阳）县回族农家。回族母女心地善良，将家

中圈养的山羊屠宰炖汤。农家母亲原本想和面做顿面条为李世民充

饥，但追兵将至，形势危急，来不得细下功夫。农家母亲只好草草地将

面团拉扯之后，直接下入汤锅，煮熟后让李世民吃。只见李世民吃得

满头冒汗，不觉间精神焕发，风寒痊愈，于是李世民谢别打马而去。

李世民即位后，整日山珍海味自不必说，吃腻以后，他便想起阳武

县那顿饭，李世民吧嗒吧嗒嘴，还是感觉回味无穷。再想想阳武县母

女的救命之恩，于是急忙派人到阳武县寻访回族母女，以报前恩。功

夫不负有心人，回族母女终于找到了。李世民馈赠阳武县回族母女很

多金银。为感谢这对母女的义举，遂把母女所住的村子御赐为“仁村

堤”（原阳回民村）。又命御厨向农家母女拜师学艺，从此，大唐宫廷的

御膳房里就多了这碗传奇之面——羊肉烩面。

皇帝爱吃羊肉烩面的消息传到民间后，一位叫白宁夏的回民看到

了商机，他很快在阳武县城

南关开了一家羊肉烩面铺，

谁知铺子一开张就顾客盈

门……

白宁夏的羊肉烩面为

何能受到顾客的青睐呢？

其秘诀全在于“老汤”。“老

汤”又是谁发明的呢？这就

要从白宁夏爱动脑子说起，

他瞧着扔掉的羊骨头十分

可惜，就想着煮成骨汤下烩

面，结果用其下的烩面风味

更加独特，顾客吃过喝过无不拍手叫绝！

白宁夏便将这珍贵的骨头汤起名叫高汤。他将骨头炖制的高汤，

一年四季放置于火上，成年累月地慢慢熬制，一直把羊骨头里的精髓

熬制到高汤之中，烩面在老汤中煮熟后盛入碗中，然后再配以小磨香

油、羊肉片、香菜、辣椒油等，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羊肉烩面一端上桌，

客人立马食欲大增……

当你吃下第一口羊肉烩面时，味觉会即刻告诉你四个字：香、鲜、

筋、爽！

凡是吃过原阳羊肉烩面的人，无不常思常想，有不少名流商贾驱

车千里来到原阳，就是为吃上一碗有滋有味的羊肉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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