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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茶园飞歌 黄建和摄

蒲公英看着鸟儿
在天上飞

真是动了心
多么想像鸟儿一样

去旅行

蒲公英看着天空
飘动的云朵

羡慕极了，多么想
像云朵一样

到处去看风景

蒲公英看着世界
飞翔的鸟儿

羡慕极了，多么想
像鸟儿一样

去看看广阔无限的世界

等啊……等啊……
它的花终于成熟了

它把心愿告诉了它的孩子们
并给孩子每人准备一把伞

一阵风吹来
风中飞着它心爱的精灵

蒲公英的心愿
☉华安县实验小学 邹雨涵

走在植被茂密的深山绿林间，低头便能捡到宝物，这是
种什么样的感觉?在华安东溪窑，便能够收获这样的体验。
青花瓷的碗底，米黄釉的罐片，绿釉的碎碟，这些残破不完整
的瓷片，被称为瓷器“标本”，现在，它们就这样不规则地散落
于东溪窑的每一处窑址周围，无声地提醒着我们这里曾经发
生过不平凡的过往。

《山海经》中记载，“闽在海中”。特殊的地域条件，让海洋
文明始终贯穿于闽地历史文化当中，像一条串起珍珠的绳线，
隐于其中，但意义与重要性却令人无法忽视。15世纪中叶，漳
州的月港，也就是今天的龙海市海澄镇，取代因为“海禁”政策
而走向衰落的，被称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刺桐港，开始登
上福建航海历史的大舞台。时光再往前推一些，在宋代，北宋
政府就开始在月港设“场务”，收“海道商税”，表明无论是官方
还是民间，人们已经开始借由海洋搭建贸易的平台。漳州的
水手、商人从这个时期便开始有一种随着信风远航的生活状
态，大海对于人们来说，早已不再陌生。

东溪窑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朦朦胧胧地开始了它不一
般的使命，但从宋代这个开端，到明朝的第一次兴盛，东溪窑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拨开时光深遂的纵横，便可以清晰地看见历史的脉胳。事
实上，与东溪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一直是那个叫月港的地方。

月港，没有泉州、福州港的悠久历史，也不如厦门港的水
深，据说出海时需要数条小船牵引前行，一潮至圭屿，一潮至
厦门。这里“官司隔远，威命不到”，附近海岸曲折蜿蜒，港汊
交错，又因为民风强悍，诸多条件构成月港在特殊时期崛起的
必然要素。彼时，明政府下令“海禁”，民间海上贸易一律被禁
止，许多大港口逐渐衰落，到明景泰年间，月港开始出现民间
海洋贸易商船的身影。明隆庆元年，政府在月港开放“洋市”，

“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两洋”，月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商
人出海贸易港口，这样的唯一，使得每年从月港出发的商船，
多时甚至数以百计，月港至此迎来了黄金时期。

伴随着月港的繁荣发展，东溪窑也逐渐走到了历史舞台
的前沿。窑址位于深山之中，东溪窑烧制出的瓷器想要“入
市”，便需要水陆兼程。四百多年前的窑工们，将烧制出的成
品放入挑担中，经过曲折狭长的小道，一路人工担运至归德
溪，顺流运达永丰溪，汇同上坪、上樟烧制的瓷器，一同担运
至九龙江北溪分渡口，再由平板船经北溪、西溪分载于月港，
随着被称为“福船”的大商船由此起航，外销至南洋诸岛、日
本及欧洲各国。

在当时，以永丰溪为分界点，从上坪往九龙江北溪的路
线据说最为常走，原因是往西溪的路是“官路”，须得交上点
税，但北溪不用。自然，北溪之路更受欢迎些。对于民窑主
来说，节约运输成本是很重要的，或许，这也促成了东溪窑可
以走得更远一些。

走在现在的窑址小道中，有些艰涩难行，但我料想，当时
窑工们走过这段路时，定然是欣喜与轻松的。透着晶莹迷人

光泽的各式瓷器，静静地躺在挑担中，窑工们踏着稳健的步
伐，肩上是成就的希望，他们必须谨慎小心，这些精致的成品
可经不起一个踉跄，可心底的喜悦，逐渐由足下漫过周遭，或
许他们还哼起了山歌，一路欢唱，以承载内心的激动，而这样
的小道在他们的眼里，又何尝不是光明大道呢？

与窑工们的喜悦成正比的是产品的销量。运出去的瓷器
很受欢迎，产品越来越紧俏，水陆兼程的路线成就了山里人的
贸易之路，产品也由此变得多样化。青花瓷是其中产量最大
的，这种含钴的瓷器，在当年实在太受欢迎，尤其是受到了欧
洲人的喜爱。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在1954年时，中国青花瓷
器出现在意大利画家齐凡尼·贝里尼的画作《诸神的盛宴》中
央，喻示了它在欧洲人心中崇高的地位。葡萄牙商人达米奥
欧·德·哥伊甚至说“瓷器是贝壳制成的，非常昂贵，其单件价
格相当于几个奴隶的价格”。由于稀少，能够用得上中国瓷器
的欧洲人只有国王与贵族，他们并不清楚瓷器的成份，只觉得
这种东西表面光滑，纹理高雅，比铁器、木器好太多，他们甚至
觉得瓷器有起死回生之效，国王用它作为高贵的礼物巩固与
邻国的关系，王后则用订制的瓷器奖励勇敢的士兵。

我曾仔细端详过一个完整的上等青花瓷，这种只运用一
种色系变化烧制的器件，当真可以称为尤物。因为青花所呈
现出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古朴隽永之美，使它成为许多朝
代瓷器业的宠儿，更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

说起来，还是历史不断前行的脚步给予了东溪窑得以荣
光的契机。欧洲人对瓷器的喜爱，让他们产生了模仿制造的
念头，他们从最初的订制瓷器成品到开始尝试从中国采购白
瓷釉料进行生产与设计，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价格昂贵的商
品原料其实是高岭土。与此同时，中国瓷都景德镇由于原料
危机，许多窑场几乎停产，窑工四散，流入各地的民窑。

但欧洲人不会停止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他们想要寻找到
交通便利、原料充足的靠近港口的新窑场，漳州的大规模民
窑便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事实上，比欧洲人的模仿更早更成规模的，是中国民间
对官窑的仿制。包括东溪窑在内的漳州窑，可以说是这个时
代的个中翘楚。拥有得天独厚的原料瓷土，让东溪窑生产出
来的瓷器，坚实、细腻，光泽度上佳，加上窑工们的日益精作，
使得花纹、图案都因为画工的精湛，越发的多样与美观。为
了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东溪窑产品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多
样。因为有了各地官窑师傅技艺的融合，东溪窑的产品可以
说是集合百家之长。但有一种产品，是东溪窑的代表与骄
傲，它们被称为“米黄釉”。米黄釉具有德化白瓷的细腻通透
之感，又因为此地瓷土中含铁量较多，略为白中泛黄，又似哥
窑器件自带冰裂纹，形成了各种成熟工艺之上的，独有的品
相，受到了大量买家的欢迎。

窑工们或许不知，经他们双手烧制出来的瓷器正结结实
实地改变着东南亚人和欧洲人的审美与生活。中国瓷器，在
大海彼岸的那些国度，原本只有少数人才用得上，但是来自闽

南的商船改变了这个状况，欧洲的民间开始拥有了昂贵的瓷
器，菲律宾的天主教徒着迷于收藏中国瓷器，就连民间的结婚
聘礼也以有中国瓷器为荣耀。中国瓷进入空前的交流高潮。

到了明朝嘉万时期，东溪窑的制瓷业真正进入了鼎盛之
期。现有的资料显示，东溪窑已发现窑场22个地点，15个窑
址，生产规模达到了 10平方公里，一系列的数据表明，这里
就是明清时期漳州地区最大的窑口。可以想见，从窑址中央
翻腾而起的窑烟，该远飘多少座大山，即便是在深山密林间，
这里也定然是人丁往来，火热繁华，荣光兴旺至极。

既然东溪窑的兴盛与月港的崛起联系紧密，同样的，月
港的没落也势必影响东溪窑。在明末期，由于海寇的骚扰作
乱，明政府再次下令“海禁”，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月港随之
迅速衰落下去，东溪窑的产量也减少许多。

与人生的起伏相同，每一次的衰退，或许正预示着将有更
高的前景。清康熙二十三年（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康熙帝
在厦门正式设关。在厦门港日渐繁荣后，原本有所衰落的华
安东溪窑，在康乾时期第二次达到了制瓷产业的高峰。在被
发现的东溪窑代表上虾形遗址中，一座完整的横式阶级窑，清
晰地还原出当时的生产场景。土黄带褐色的窑墙、出烟室、烟
孔、匣钵，一半裸露，一半埋藏于泥土中的瓷器残片，最无法让
人忽视的是窑壁上几厘米厚凹凸不平、深褐甚至泛出银白光
泽的坚硬壁面，它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窑汗”。窑汗的厚度直
接代表了年代的久远，也映衬出昔日的热度，然而与留存的窑
汗所不同的是，窑工们的汗却早已滴落黄土，化为瓷胎，揉进
了他们用心烧制的那抹瓷白之中。

在这个时期中，华安制窑人善于模仿与捕捉市场动向的
能力已达登峰造极。除青花外，他们大量烧造白瓷、青白瓷、
酱釉瓷、仿龙泉青瓷和仿哥、仿官诸多品种，烧出的瓷器一度
让许多人以为是官窑出品。在
我看来，东溪窑的历程堪称励志，
埋藏于深山之中的瓷土，本是无
人知晓之物，依赖本土人的智慧
与手艺，这种出产于华安民窑的
瓷品，因为质优出众，远销海外，
甚至被列为贡品，这不得不让人
惊叹，进而相信制瓷人赋予瓷器
所独有的生命力及创造力。

光阴虽已暗淡，但华安东溪
窑曾经焕发的荣光却已深刻载入
历史的记忆中，伴随着那阵季风，
踏着那条走了百千遍的航线，东
溪窑的历史轨迹还在书写，它于
现代的“横空出世”，或许正预示
了第三次兴盛的即将到来。（本文
为全域生态旅游主题征文大赛二
等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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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霁颜

在中国的版图上，华安县马坑乡下垅村是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小山村，然而这里却是此县首个苏维埃政府诞生地。暮春
三月的一天，受县文联和马坑乡党委之邀，我们慕名前往开启
红色之旅。

三月的马坑大地，崇山峻岭之上，依然春寒料峭。然而，春天
的脚步已悄悄走来。我们驱车在崎岖的山路上绕行，沿途所见到
的草木，已长出了新绿，处处郁郁葱葱。枝头盛开的杜鹃花，五彩
缤纷，争奇斗艳，开遍了山野，充满诗情画意，令人赏心悦目。

马坑乡下垅村，位于华安、南靖、漳平三地交界处，连接闽西
南地区。据当地人说，这里背后翻过高山，就到达漳平永福，而西
边穿越山谷，可走进南靖和溪村落。全村千把号人，分散居住在
下垅、马家竹、上村等村落。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年间，漳平永福
李庄李氏家族三、四房宗亲族人，因生活所迫，先后迁徙马坑下垅
村谋生创业。在漫长历史长河里，李氏族人已在下垅村繁衍生息
长达四百年之久。由于血缘关系，历史以来，两地李氏宗亲来往
密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下垅苏维埃政府旧址，就坐落于下垅村村部所在地。走进村
里，沿着斜坡走了约百米，红色旧址立刻映入人们的眼帘。原来
这是一座古老民宅，如今已成为红色革命纪念馆，供人们瞻仰。
古宅经过一番人为修葺，古朴典雅，尽显闽南民居特色。据了解，
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古宅，名曰：“德英堂”，由李氏先祖李朝儒于
清雍正年间所建，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青石门框上铭刻“竹
苞松茂”四字，清晰可见。屋檐下立面壁画，写着“文武世家”，图
文并茂。由此推测，屋子主人重视耕读传家。

走进下垅苏维埃政府旧址，踏着革命先辈留下的足迹，从中
堂到护厝，我们仔细浏览一遍。墙上悬挂的照片、图片，厅堂里摆
放的历史遗物，琳琅满目，令人阅后浮想联翩，心情久久难于平
静。触景生情，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
面。人们不禁会问，下垅村是地处三县交界的边远小山村，这个
山高林密、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地方，为何能够建立华安县第一
个红色政权呢？这话要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说起。

1927年“八一”南昌武装起义后，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贺
龙、陈毅等，率领红军转战闽西，一路撒下革命火种。1929年，朱

德率红四军攻克漳平永福。随即，中共永福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
卫队相继成立。因为地缘关系，下垅村毗邻永福李庄，历史上民
间往来关系密切。同年10月，受中共闽西特委的指派，永福共产
党人洪锡麟、陈志科以小商贩的身份，来到马坑下垅村点燃革命
火种。他们号召贫苦农民要联合起来，敢于同封建剥削阶级斗
争。顿时，下垅村群情激昂，革命热情汹涌澎湃。经过秘密活动，
当地村民李友理、李朝通、李水金、李庆林 4人，成为首批中共党
员。1930年 2月，中共下垅村党支部正式成立，并且建立下垅苏
维埃政府,李友理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下垅苏维埃政府旧址的厅堂上，陈列着当年赤卫队使用过
的大刀、头盔、鸟枪等。这些历史遗物，锈迹斑斑，似乎向人们诉
说那段腥风血雨的故事。据了解，下垅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
成立后，自制大刀、长矛、鸟铳，不断壮大革命力量。经过一年多
的发展，农民赤卫队员已增加到130多人，革命活动范围到华安、
南靖县周围 10多村落。他们拿起武器，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
地革命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次是，1931年10月25日，下垅村
50多位赤卫队员举行武装暴动，冲进当地土豪李宗枝家里，把他
家的耕牛，谷物分给贫穷百姓。土豪劣绅一听到赤卫队来了，吓

破了胆，对赤卫队恨之入骨。
1932年 5月 12日深夜，南靖和溪反动民团头目郑

炳星率白匪100多人围剿下垅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由
于叛徒告密，李友理、李朝通不幸被捕。其他赤卫队员
闻讯后安全转移。几天后，李友理、李朝通被解押到南
靖和溪圩场，惨遭酷刑而壮烈牺牲。乡亲们怀着悲痛
的心情，把苏维埃政府的旗帜、印章、武器等，藏在后山
的山洞里。下垅苏维埃政府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
轰轰烈烈经历两年多岁月，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星
火，已在华安西部山区广阔大地上燎原。

回眸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想起当年下垅村革
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坚守信念、百折不饶的奋斗历
程，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历史没有忘记，华安老区人民
没有忘记，下垅苏维埃红色政权诞生的往事，尽管已经
过去80多年的时光，但这里并没有成为被人们遗忘的
角落。如今，下垅苏维埃政府旧址，已建成华安县红色
革命纪念馆，传承红色基因和文化。

古人说，人间最美三月天。果然如此，马坑崇山峻
岭之上，一眼望去，杜鹃花开遍了山野，仿佛人间仙
境。青山绿水之间，姹紫嫣红的杜鹃花，有浅红色的，
有玫瑰红色的，有粉红色的，也有鲜红的，给春天增添
了迷人的色彩。鲜红的杜鹃花，也称啼血杜鹃。马坑
的杜鹃，它红得热烈，红得活泼，红得惊艳，红得气势磅
礴，这不正是革命先烈的血染红的？

为有牺牲为有牺牲多壮志多壮志
——访马坑乡下垅村苏维埃政府旧址

☉黄承南

清 爽 华 安 心 临 吾 乡

草在暗地里
努力地生长

花在枝头招展
自傲地偷懒

风来了
花瓣一片一片被带走

连最后的香味也没留下
而小草

还在顽强的活着

草和花
☉华安县第二实验小学 李嘉麟

东溪窑瓷器东溪窑瓷器

明嘉靖款漳窑如来佛立像明嘉靖款漳窑如来佛立像

东溪窑遗址东溪窑遗址：：上虾形窑口上虾形窑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