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坚守守民民窑窑作作坊坊的的陶陶艺艺人人
□刘曰章

走进西窑头村，当你穿过
一条条窄窄的巷子时，随意抬
头一望即可看到垒在院墙上或
放在墙角的一层层一堆堆的制
陶磨具。这是笔者第一次见到
这么多的制陶磨具，也是第一
次来实地了解曾经被誉为拨动
一下指头即能让沉默泥土说话
的民窑陶艺人。

西窑头村位于章丘市文祖
办事处西三公里左右，是一个
以窑为地名标志的人口千余的
村庄。虽然位置偏僻，但名气很
大，这里的传统制陶工艺曾经
闻名全国，“威风”不亚于龙山
黑陶。以花盆、鱼缸、陶罐、蜡烛
台等为特色的产品畅销河北、
天津、上海、北京、内蒙古、山西
及陕西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
说起本村的制陶工艺，从十七
岁时起即开始学习制陶技术，
现已从业五十多年的宋文合老
人掩饰不住脸上的自豪，时不
时地扬起胳膊用曾经把玩了无
数泥巴的手指历数全村全民制
陶时期的辉煌。

据宋文合老人说，村里的
民窑制陶始于明洪武年间，吴
崔两姓从河北枣强迁来居住此
地时即带来了民间制陶技术，
最兴盛时期为明末后期。由于
此地地下煤资源丰富，小煤窑
开采达到了几十家，再加上山
脚下用之不竭的黏质红土适合
制陶，所以在当时呈现了家家
制陶，户户炉烟不息的盛景，也
是西窑头民窑制陶最为鼎盛的
时期。老百姓似乎就是天生喜
欢与制陶打交道，一代又一代
地传承了最为实用和有益于生
存的制陶工艺。在二十多年前，
整个村子还保持着家家烧窑的
红火场景，全村窑炉达到了二
百多座，所烧制的花盆、鱼缸等
质量好，花浇水不烂根，鱼戏水
不渗水，受到广大客户的普遍
赞誉。

然而时过境迁，随着时代
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
步，塑料花盆和高级玻璃鱼缸
等制品的出新抢了民窑制陶产
品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使得民
窑制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
件烧制成功的陶器需要几十道
工序，选土、搅泥、抹沿、构图、
晾晒、烧制等大多都是手工来
完成，年轻人不愿意做，每个陶
窑几乎都是老年人在坚守着。
在装窑和摆放陶胚时需要最少
两个人得几个小时才能完成，
既是一个体力活，又是一个技
术活，如果间隔距离及密度控
制不好，那么烧制出的成品自
然受影响，损失必然增大。一套
花盆只挣几角钱，一套大鱼缸
只挣几元钱，如果人工或其他
成本控制不好，几乎没有利润
可言。原先家家户户都喜欢的
陶制蜡烛台、小孩篮车、家饰品
宝葫芦等现在是有价无市，村
内仅存的六七座陶窑也都不愿
意生产了。唯有宋文合老人实
在是不想把这项工艺放下，偶
尔做上几套权当自我欣赏和接
待贵宾时当作“文物”参观。

好在宋文合老人的儿子比
较理解父亲的苦衷，很愿意和
老人一起面对眼前的困境形
势，不愿意让一代代传承下来
的制陶工艺就这么消沉下去。
目前，宋文合老人的儿子投资
扩建了厂房，购买了机器，将制
陶最初的泥土颗粒粉碎、搅泥
等手工部分实现了机械化操
作，不但减少了人工物力，而且
提高了生产效率，力争在民窑
制陶行业最为艰难的时刻闯出
一片新天地。在老人领着笔者
参观厂房和设备时，他充满信
心地说：“非常支持儿子的眼
光，比我们这一代强，有胆量和
魄力，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梦想
走吧。”

不久前，笔者得到了一个
好消息，西窑头村领导班子在
上级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加紧传

统制陶工艺的史料整理，做好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
作。不管怎么说，延续了几百年
的老传统制陶工艺不能就这么
断了，而应该按照市场及客户
需求做好产品的转型工作，进
一步迎合客户，开发市场。相信
只要民窑陶艺人一起面对，共
同努力，西窑头传统制陶行业
的复兴将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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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给孩孩子子一一个个诗诗意意的的童童年年
□李念

虽已是寒冬，学校的好书荐
读活动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着。《妹妹的红雨鞋》是我们这学
期好书推荐中唯一一本儿童诗
集。如果不是因为要给孩子们讲
儿童诗，或许我不会像现在这
样，静下心来认真地关注和思考
这些单纯写给孩子们的小诗。

说到诗，让我想起多年前
看到的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在
纽约一条繁华的街上 ,经常可
以看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
那乞丐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
子，上面写着：“自幼失明”。有
一天，一个诗人路过乞丐的身
旁，乞丐便向诗人乞讨。诗人
说：“我也很穷，不过我给你点
别的吧。”说完，他随手在乞丐
的牌子上改写了一句话。那一
天，乞丐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
和施舍。后来，乞丐又碰到诗人，
便很奇怪地问：“你究竟给我写
了什么呢？”那诗人笑笑，念出
了牌子上所写的句子：“春天快

要来了，可我却看不到它。”
同样一个乞丐，不同的表

达方式，有着完全不同的效果。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句的力
量，正是这诗意的语言：“春天快
要来了，可我却看不到它。”让人
们对乞丐产生了更多的同情。

诗歌是我国文学宝库中一
颗璀璨的明珠，而儿童诗则是
诗歌王国中最为自由的一种体
裁，是诗歌王国里的小精灵。但
讲诗从何入手？该怎样教孩子
们读诗写诗？我们到底期望孩
子们在阅读与创作的过程中收
获些什么？一次偶然的机会，在
杂志上看到著名作家席慕容指
导女儿晴晴写诗的事情，让我
若有所悟———

“妈妈！妈妈！你快看，那只
蝴蝶不买票，它就这样飞进去
了！”晴晴喊道。“快点！快点！现
在讲的话就是诗，快点记下来，
我们去投稿！”席慕容对女儿
说。就这样，一首好诗产生了：

我们到佳洛水去玩，
进公园要买票，
大人十块钱，

小孩五块钱，
但是在售票口，
我们却看到一只蝴蝶，
什么票也没有买，
就大模大样地飞进去了。
哼！真不公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儿童

诗并不神秘！只要我们用心去
看、去想、去感受！每个孩子都
应该有一个诗意的童年！

为了给孩子讲好课，我又
重新翻开焦老师之前推荐给我
的《柳树是个臭小子》诗集，作
者是个 9岁的孩子——— 铁头，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
触并思考儿童诗，重读铁头的
小诗，我立即被那些妙趣横生
而又温暖如春的语言所感动。

说实话，当时我给孩子们
读和讲这些小诗的时候并没有
期望他们能写多美的诗歌。直
到有一天，大约是好书鉴读的
两周以后吧。我清楚地记得一
个可爱的小女生，写了这样一
首小诗：

秋天到，秋天到，
我们一起捡树叶，

树叶铺满地，
地有花衣裳。
颜色多漂亮，
红黄惹人爱。
可以做标本，
可以做叶画。
小树在下雨，
是红黄的颜色。
虽然孩子们写得还不够成

熟，但是已经给我太多的惊喜。
惊喜之余，我才想起一位专家
说过的孩子都是天生的诗人该
是多么正确。于是，我很激动地
把这首诗在班上朗读了一遍。于
是陆陆续续的，有孩子把他们写
的小诗给我看。今年的第一场雪
后，我看到了这样的小诗：

雪
是个淘气的孩子
因为他总也喜欢穿一件
会掉色的衣服
不信你看
他走过的地方
到处都是一片洁白

冬娃娃
最爱搞恶作剧

他把秋婆婆的魔杖藏了起来
他把会唱歌的小鸟赶走了
他把爱旅行的小河冰封了
但我们依然爱他
因为他把我们最爱的雪花糖
洒向了大地
……
孩子们用稚嫩的笔写下了

对冬的赞美，对雪的喜爱，这些
充满活力的语言，蹦蹦跳跳真
挚感人，简简单单亲切温馨。

忘了哪位名家曾言，人应
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或许
我们成人在生活的磨砺中已经
丧失了诗意的情怀，但是孩子
却带着一双纯真的眼睛去认识
奇妙的世界。所以，我们有责任
带领孩子诗意地感受生活。

我不期望他们个个都能成
为诗人，我只是想让他们徜徉
在诗意的童年里幸福成长，让
他们的童年留下一个诗意的足
迹，然后走向诗意一般的人生。

我也不是诗人，但我希望
在孩子们的诗意世界里分享他
们的幸福，使我的教学生活更
快乐一些，更诗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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