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醉美山村沙石峪
□ 张继成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潘庄古瓷窑走访散记

□ 张哲明 中 年
（外二首）

□ 福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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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刚过，我去参观秦皇岛博物馆。

当我走到三楼历史展厅宋元时期展台时，13

片古陶瓷瓷片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停下来

抬头看展板说明：“潘庄古瓷窑是元代古瓷

窑址，它是冀东地区首次发现的古瓷窑址。”

我心里“咯噔”一惊，这抚宁区石门寨镇的潘

庄，1983 年以前还是唐山地区管辖。这一

座古瓷窑，岂不是唐山陶瓷业在宋元时期的

源头吗？呀，这不是我苦苦思索和找寻了

20年的文化课题吗？

我的心怦怦地跳，将那 13 片瓷片反反

复复地看了个仔细。磁州窑系的青瓷和白

瓷，黑、褐色的墨书，有花有字，字有姓氏、吉

语，正是唐山境内大宗古瓷的品种。

第二天，我便约了在秦皇岛税务局退休

的同学孙立和去了潘庄。我俩出城往北，向

燕山长城关口方向走。10 月初的天气，已

有了“塞下秋来风景异”的气候。风很凉，落

叶从空中到公路上，随北风飘转翻滚。俗话

说“看山跑死马”，原以为山到眼前潘庄就到

了，却是走过了 15 公里的路程，又见了起伏

的丘陵、平原，间有河流。原来我们的目的

地，是在燕山前面的柳江盆地之内。柳江盆

地东西 12 公里，南北 20 公里，三面环山，似

以“簸箕状”面南接冀东平原，东西有两条河

流，分别从山海关和秦皇岛入海。地下有丰

富的煤炭资源，地上是古老的岩石。从制瓷

角度看，煤炭、河水、古老的岩石山土，有齐

了制瓷的绝佳条件。

然而，到村里却找不到窑址！

甚至连问三人，竟不知此事。直至问到

村中三名搓玉米的老大娘，其中一个年长的

说：“村东北有个陶瓷沟，早填平了，啥也看

不见了。”听了失望，心中顿起一阵凉意。又

详细问过，再从手机上查找信息后，我们才

知道，发现古瓷窑，是 2001 年的事了。

2001 年 7 月下旬，秦皇岛海能新型建筑

材料有限公司开山土采原料。挖掘机在当

地称“王八盖子”“洼子沟”的地方挖到了一

古窑炉，残窑距地面半米，可见有残缺的窑

床和断壁，残壁用耐火砖砌成，仅存四层。

窑床表面为深褐色火烧土，土下露出“文化

堆积带”，其中含火烧土、木炭粒、煤渣、瓷片

和支圈、戗垫等窑具。

一座古瓷窑遗址赫然亮出来了。村民

们围观、拍照。村中有一个叫潘瑞江的农

民，他是《秦皇岛日报》的通讯员，他见状后，

骑上摩托，跑了 15 公里路，找到《秦皇岛日

报》的领导孙志升报告了这件事。于是孙志

升带着相关人员和古瓷爱好者去村里考察

并报道了此消息。此后抚宁县文物保管所

逐级上报秦皇岛市文物管理处，河北省文物

研究所，他们三级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古瓷窑

进行考察和定位。又过了 15 年，《中国古窑

万里行》采访组来此采访，并向全国做了专

题报道。又过了 7 年，秦皇岛博物馆开馆，

在常年历史陈列中展出了 13 片古瓷残片。

当年三级文管部门经过 13 天考古活动，对

古瓷窑有了如下定位：

省市县文物部门考古简报结论：“潘庄

窑址是整个冀东（含唐山、秦皇岛地区）古窑

址的首次发现。”“填补了京（门头沟龙泉务

等）沈（辽阳冮官屯）间古窑厂的空白，显露

出中国陶瓷史上古瓷业的‘京沈线’中间链

环的存在。这正是潘庄窑址带来的历史信

息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后来，《中国古窑万里行》采访组结论：

“古窑证实了中国古代制瓷业‘京沈线’中间

链条的存在”，“幸喜有潘瑞江老师在当年抢

出的瓷片和窑具，才使我们了解到潘庄窑址

的原貌。”

秦皇岛博物馆陈展词：“窑址出土器物

以元代日用瓷碗、杯、盏、盘、碟为主，釉色以

仿官窑的青瓷、白瓷居多，有少量黑、褐釉

瓷。在纹饰和烧造方法上，反映出南北瓷器

烧造工艺的差异和交融，该窑址是冀东地区

古窑址的首次发现。”

省市县三家文物机构和后来的《中国古

窑万里行》活动，历 20 年，得出了一个共同

的结论：潘庄古瓷窑是“冀东”“唐山”“秦皇

岛”首次发现的元代古瓷窑址！

正是这些专业的结论，才让我从潘庄回

来后，又两次去潘瑞江家中调查。

既然是唐山文化的事就要追到底。

但是向村人问后我才知，他夫妻已离开

村里多年。现住哪儿村里一般人都说不清。

我是在村委会前的公示牌上先找到村主任

的电话，他外出了，很主动地介绍给我会计

的电话，热心的村会计给了我联系潘家的电

话。我们才知道他夫妻现住秦皇岛中冶玉

带湾小区，而且他病了，脑血栓。可是当我

夫妻见到潘瑞江时，还是意外地一惊：他做

了头颅手术，一年半了，不能说话，插着食管

灌食一年多，刚拔管喂食已经三个月了，一天

喂六次小米粥。他躺在一个可摇起摇落的床

铺上，脸色苍白，眼珠会动，似乎心里也明白

来者，但只有悲戚的眼神。见到这种模样，他

妻王丽敏哭了，我老伴也跟着哭，我倒是没

哭，但眼前这个人，怎么也没法让我和那个

骑摩托车报信的小伙儿联系在一起呀！

屋内一片悲哀。

我把我的著作《唐山古代陶瓷藏品》送

给他妻子，她于是明白我们的来意，并且，带

我们回到老家住宅。用一把旧镰刀，从床底

下钩出了个破塑料盆，里边盛着瓷片和窑

具。“你们有用场，我家再也没用了，你捡有

用的拿走吧。”我感动与惊喜，捡出大部分的

瓷片和窑具。

像捧起他夫妻的嘱托，沉，心里沉。

也感到是无价之宝，一对普通村民的情

谊更无价。返回唐山时，高铁上，我的目光

一会儿也没敢离开那个装满瓷片的小纸箱。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小纸箱里的瓷片窑

具对唐山古陶瓷的说明和证明的作用。

宋辽金元时期，唐山（或者说冀东）古陶

瓷在全国称繁荣，有特殊的地位。那么让我

举例说明吧。

1.2001 年 12 月由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

自树主编的一套四大本《中国文物定级图

典》，其中有 7 件盆、罐、瓶被列为国家文物

定级的标准器物。其中二级文物 2 件，三级

文物 5 件，分别出土或征集于乐亭县、滦南

县、迁安市、丰南区。

2.河北博物院在常年陈列的历史展厅，

陈展着丰南区双港村出土的元代白地黑花

鱼藻盆、四系罐、黑釉碗 3件古瓷。

3.1977 年迁安沙河驿镇上炉村在村西

挖土时发现了 4 件白瓷印花方碟，上交省文

物局，之后拨付省博物院，前些年一直是河

北博物院门户网页上的馆藏珍品。迁安市

还把一个写着“千酒”的元代鸡腿瓶开发成

迁安白酒的外包装，看上去酒的历史源远流

长，并作为礼品大畅其销。

4. 乐亭县博物馆有磁州窑系和钧窑系

的二级文物 3 件，其中“丘陵不锱不磷紧相

嘲”墨书磁州窑系大罐更是国内此类藏品的

明星。它曾在市博物馆常年展出，期间赴法

国展出大受欢迎，展期应法国市民的要求延

长了 3天。

5.白地黑（褐）花的装饰艺术，富有个性

又自在风流。不要说水藻中鱼儿游哉，云气

间雁儿飞翔，单是那书法，信笔而书，内容和

艺术上就能独领风骚。

佛、儒、道哲学及信仰：天下太平，道德

清净，休争闲气，金堂玉马三学士，万事和

合，见贤思齐。

民间生态：马踏青草地，暮雪江天，渔村

落照，柳暗河池，一枝花，风花雪月。

农时方面：春前有雨花开早。

俗生活方面：招财利市，生青煮酒，太平

馆，梨花白酒，标记有名字和姓氏的墨书更

是不计其数。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装饰书法，随手写在

瓶、碗、盘、盆上，书者虽是工匠，但心态逍遥，

自适其性，每幅作品自由自在，弥见天真。

而且从内容和审美上看，还真切看到对

我们周边环境的描述，并显现出我们这一带

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结合的特色，为我们的

地域文化，铺就了多民族融合的大背景。这

是多么广博而令人骄傲的事啊！

比如四系瓶上的书法：“马踏青草地”是

草原文化的生动描写，“万事和合”是大中华

的民族文化精髓，倡导和合共生，历久弥新。

冀东古地，文化多元，灿烂的陶瓷文化，

更是一枝独秀。

然而，困惑也沉沉地压在唐山人的心

头。这就是没找到古瓷窑址（学术界把元代

之前的瓷器叫古瓷）。2003 年唐山被轻工

业部命名为“中国北方瓷都”，唐山中国陶瓷

博览会已办到第二十五届，但到目前为止，

除发现迁西西寨、东寨等史前文化的陶器

外，尚未发现古代制瓷的遗址。这给唐山古

代陶瓷的学术定位带来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和尴尬。不错，唐山宋辽金元时的古陶瓷藏

品丰富，地位很高，这条风景很亮，然而是哪

儿出的呢？窑火在哪儿呢？

没有窑址，就没有出产古瓷的根据，没有

根据，北方瓷都的文脉就断了，断在了城区明

代的田家窑，此前有多少藏品都是无本之木。

这回好了，潘庄古瓷窑的瓷片中有黑、

白、青、紫各色彩，磁州窑、钧窑、定窑、冮官

屯、龙泉务各大窑口都有样品和元素。兼具

天下又独立存世。它像一个火车头，能拉动

铁轨上一厢一厢的宝物，成为“唐山专列”，

也是“京沈线”上的链环。

潘庄古窑所在的柳江盆地，建有国家地

学博物馆。古老的山石是烧窑最合适的原

料。第一次去潘庄时，在燕山脚下的柳江盆

地上，我们还发现有烧长城砖的古窑，（长

城砖窑博物馆讲解员告诉我们，附近有 200

多个砖窑），又有烧灰的古窑，炼铁的古窑

炉……眼下都做了可供旅游的遗址标志。

遥想当年，真是“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

地理是托着文化的底盘。

文化是托着社会和历史的底盘。

柳江盆地是托着冀东大地的陶瓷文脉

的底盘。

潘庄元代古窑址不是我的发现，我只是

想提醒人们：1983 年行政区划沿革，唐、秦

两市分设。这种变化后，区划阻断了文化的

信息，唐山少人知道，潘庄古瓷窑属秦皇岛

市，历史上也属唐山地区。其实，在陶瓷史

研究上，定窑的千年古窑址，也曾发生过这

种尴尬：起初人们以为定窑一定在现在的定

州，人们长时间找不到遗址。直到叶麟趾先

生在曲阳县的涧磁村发现大量的瓷片土山

丘。通过查找曲阳沿革的历史资料，才得知

曲阳县历史上曾属定州，这才确定曲阳县是

宋元时期定窑的遗址。于是，我把我的采访

故事讲给世人听，尤其是讲给我们唐山人

听。以期承接和宣传陶瓷历史，找到“北方

瓷都”古瓷源头的注解和自信。

沙石峪村，位于遵化城东南20公里处，是

国家级生态农业旅游示范村，中科院有机栽

培合作基地，省级绿色山地葡萄栽培农业标

准化示范区。沙石峪村，曾被周恩来总理誉

为“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典

型，是一个历史与现代相辉映、红色与生态相

融合的历史名村，该村接待过来自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观外宾人数达 1.2 万

人，其中包括40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沙石峪，有着很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村子不大，旅游景点却很多。全村 257 户，

910 口人，全域面积 3.5 平方公里。拍照打

卡景点二十多个：村陈列馆、周恩来总理汉

白玉雕像广场、愚公移山雕像、老书记张贵

顺故居、愚公洞、九岭采摘园石碑、葡萄园梯

田、大口井、中阿友谊树、中加友谊树、中科

院基地石碑、村供水塔遗迹、海棠大道、红叶

大道、青年实验林、学生实验林、半日山居、

七星苑、环山公路等。

从遵化城里出发，沿国道 112 线向南，

行驶到王迷寨道口，向左拐入去往东旧寨方

向的平东线。到大老峪村西头，向北有一条

柏油路。丁字路口处，有一座愚公移山的雕

像，一位农民高举大锤，一位肩挑担子，形象

地呈现出沙石峪村的先辈们开天辟地的愚

公壮举。柏油路像一条被风吹拂着的飘带，

弯弯曲曲地伸向村里。村子坐落在群山环

绕之中，像一个被群山揽入怀中的宠儿，静

静地卧在那儿，安静地小憩。

沿柏油公路向前走大约 500 米，向左便

是东山路的起点，主路两边陆续有村民摆开

了一条街市。沿路都有摆摊的老头老太，放

暑假的大中小学生，也都帮着家里看摊，参

与社会实践活动。

葡萄摊的旁边，放着一些用于装葡萄的

纸箱，纸箱的一面印有“沙石峪”字样，另一面

印有沙石峪采摘导览图，方便游客了解采摘

区位，荆条编的笼子里有采摘的葡萄当作样

品，可供游客品尝，游客感觉满意之后，主人

便会把你带到自家的葡萄园里采摘，体验农

耕生活。沙石峪村，以葡萄种植为主导产业，

其他果品还有核桃、李子、大枣、油桃、蟠桃等。

到了采摘季节，沙石峪的葡萄熟了，村

里便更加热闹起来，许多外地游客，从四面

八方蜂拥而至，旅游大巴，私家车，户外骑

行，人潮如涌，纷纷来沙石峪旅游观光、采摘

游玩，游览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

村民们都忙碌着接待游客，采摘葡萄，

去除瘪粒，整形装箱。玫瑰香，是沙石峪的

葡萄名片。看着满山的绿，满架的翠，串串

葡萄架下坠，闻着满山玫瑰香味浓，游客心

里满是醉。沙石峪的美，不仅美在外表，更

是美在骨子里。

来村里旅游采摘的游客，可以到村陈列

馆，听讲解员王艳双讲解沙石峪村的古今变

迁，发展历程。观展沙石峪村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周恩来总理汉白玉雕像前拍照留念，

参观大口井，中阿友谊树、愚公洞等景点，然

后再悠闲地走进葡萄园进行采摘。

时至中午，肚子咕噜咕噜叫，不急，沙石

峪村有半日山居、七星苑，打造的是精致的迷

你景区，拍照打卡、餐饮、住宿一条龙服务，还

有泽玉农家院、峪见·南山南农家院、愚公洞

农家院等十几家风格迥异的农家院，满足游

客的旅游采摘需求。这里还是户外骑行爱好

者的打卡乐园，附近村民的休闲天堂。天傍

黑，彩灯闪烁，梦幻万千，煞是迷人，年接待游

客 30 多万人次。最近，村里又新增了 9 家民

宿，极大地提高了旅游接待能力。

依靠上级部门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以乡

村振兴为抓手，村党支部书记周国军带领全

村党员干部和村民，新修了 7 公里长的环山

公路，打造了道路景观带，海棠大道，红叶大

道 ，美 化 了 环 境 ，同 时 也 让 游 客 大 饱 了 眼

福。新修的柏油路，环绕山腰，若隐若现，形

成了闭环。一线两环多辐射的道路，都能通

达农户的葡萄园，方便了村民引导游客入

园，极大地方便了游客观光采摘，村民们的

心里都乐开了花。他们感恩党的政策，政府

的支持，村支部的智慧，村民集体的力量。

村里每年都举办葡萄采摘节，吸引八方游

客，拓宽了葡萄销售渠道。

来到沙石峪村，既可以旅游观光，看一

看层层梯田浸染山坡，满山绿色满园果，蓝

天白云花儿朵朵，又可以体验田园生活，采

摘葡萄，住农家院，吃农家饭，还可以感受红

色教育，参观陈列馆，亲身感触艰苦奋斗、改

天换地的精神，聆听青石板上披绿装，石头

缝里长葡萄的神奇故事。

在 这 里 ，饱 览 秀 美 山 村 景 色 ，享 受 醉

美 生 活 ，欣 赏 生 态 乡 村 画 卷 ，解 锁“ 诗 和

远方”……

山岚松涛野径翠微愈发模糊

仿若松弛下来的爱情

暗示我该下山了

飞鸟的鸣叫已露衔我之嫌

眷恋比路还长

远处林中隐约可见蓝色的磷火，狼的目光

让我联想到祖先的遗愿，不甘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甜

颇似青春散落的梦

岁月如此陡峭

我何时沦为昨天的选择

心的恐惧跳出胸腔，依次起伏成黑黢黢的山峦

搀扶的纤手随落叶而去

忍痛扔掉上山时一路采集的花束，星斗

当初挤脚昂贵的鞋

经过血一程汗一程的蹂躏

开始与脚抱头痛哭，像理解原谅后的蜜侣

中年的风景越来越危险，所幸有险可依

背对晚霞走向朝霞

傍晚

狗吠开始驱赶夜色

它们成群地离开巢穴

我躲进窝里，拒绝孤独和秋风的造访

晚炊则是中午与阳光小聚时留下的往事

天气转凉，绿植们开始交头接耳计划回家的路

我的名字真结实

居住了五十年

虽然屡遭袭扰

却从未漏雨透风倒塌

依旧岿然屹立在别人的口中

能够清晰回复爱人的呼唤

感谢爹娘所赐

多亏黑夜热心的修补

在这个寂静虔诚的傍晚

我用黑夜吐出的黑丝庄重地编织

黑色的微笑

阳光下

风抱着一粒种子信马山川

岁月抱着我仍在春秋里纵横江河

今天

你穿着黑色的外套走在前面

像一团黑色的火

阳光被融化成流淌的琥珀

你说将要离开这个居住十年的村落

我什么也没说

满院的馥郁那是你遗落的笑和叹息

当风把你谨慎地放下

多年后成为传说

我一定成为沉默

那段奔驰的岁月

我可能已经没有足够的勇气抚摸

潘庄古瓷窑所在地外景 潘瑞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