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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喝茶的朋友都知道，要品出
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茶叶，外加
一壶好水之外，还需配上一把质地优
良的壶具，如此，整个品茶的过程，才
堪称一种妥妥的享受。那么，好的壶
具哪里寻？著名作家、紫砂文化研究
者徐风在其新著《做壶》中，给出了其
中的答案。

在茶界，上等的紫砂壶，历来是
茶友们梦寐以求的茶之重器。这些
做工精细，包浆圆润的茶具，大多采
用江苏宜兴丁蜀镇的紫砂泥，运用几
十道传统工艺，全凭手工制作完成。
紫砂壶之所以赫赫有名，除了得益于
紫砂泥无以伦比的先天优势外，精密
的制作工艺以及民间艺人持续不断
的创新，这些正能量因素的累积迭
加，终使紫砂壶历经几个世纪的风
雨，始终能够笑傲中华茶具市场。书
中记载，紫砂壶的制作工艺，起源于
明朝正德年间，经一代代制壶人的努
力，在 500 年的传承中，既秉持着严
谨而精细的制作工艺，也涌现出许多
技艺精湛的制壶大师，顾景舟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这位紫砂壶的传人，在
继承传统制壶工艺的基础上，独创出
的茄段壶，就像一股清流，把紫砂壶
的创作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地。而
他的弟子葛陶中，深得师父顾景舟的
真传，他所制作的茶具，也多次荣获
国际国内大奖。本书忠实记录下了
葛陶中追随顾景舟，用其高超技艺制
作茄段壶的全过程。

全书循着葛陶中的制壶脉络，现

场还原了恩师顾景舟不凡的制壶技
艺，为我们揭示出古法制作紫砂壶的
奥秘。作者认为，要做出一把精美的
紫砂壶，各环节的工作都必须做到
位。首先，要做好“选泥”和“做工具”
两个重头戏。“选泥”就是选择原材
料，它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很需要花
一番心思和技巧，从挖矿土，到整合
为泥，再到千万次的捶泥，每一步都
是耐心和技艺的大比拼。俗话说得
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把
优质的紫砂壶，离不开一大批得心应
手的制作工具，这一环节统称为“做
工具”。“做工具”花样繁多，从制壶人
端坐的泥凳、供壶坯休憩的套缸、再
到具体的木转盘、挖嘴刀、小木锤、磨
布……大大小小几十到上百件器具，
都要精心准备齐全了，制壶大幕才算
正式开启。其次，是制壶的过程，这
个核心的步骤，最考验人的心性。整
个制作环节，前前后后需要经历千万
次的敲击和锤打，一方沉寂的泥团，
方能渐渐被制壶人巧妙地“唤醒”，再
经过一番精心的组装捏合，由打泥
片，到打身筒，再到打印章等十几道
繁琐工序，一把手工制作的紫砂壶，
才算基本告一段落。

紫砂壶，虽看起来不过一个普通
的壶具，但要真正把它做好、做精，可
没那么容易。作者在讲述茄段壶制
作流程的同时，也将顾景舟等一代匠
人的制壶“秘笈”精心提炼出来。令
人玩味的是，在公众看来，做一把好
壶，手上功夫最为关键。可在顾景舟

看来，做壶者其实更需要一份心性的
涵养。因为做壶是一件雅事，特别讲
究一个安静祥和的氛围，正所谓境由
心生，做壶者只有保持一份好的心
情 ，才 能 做 到 慢 工 出 细 活 ，做 出 精
品。他还特别总结出“三不做”的戒
律，即“阴天落雨不做，身体不适不
做，心情不好不做”的法则。这些大
师们，完全是把做壶当成是一种修
行，当成是一种生命的享受。在情绪
低落，尤其萎靡困顿的时候，他们宁肯
停下匆匆的脚步，去浏览别处的风景，
以调整自己的心态；也不愿意强打精
神，一头埋在紫泥堆里，疲于应付式地
去赶所谓的工期。他们完全是抱着一
种尊崇和敬畏的意识，把这些冰冷的
泥块看成了有生命的东西，所以，才会
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善待手中的每
一件壶具。与其说他们是巧夺天工的
艺术大师，不如说他们是珍爱大自然、
热爱生活的美学家。在几十年的艺术
追求中，他们总是把最阳光、最精神的
一面，展示在一壶一器的制作中，从而
用生命中的激情和饱满，创造出了一
件又一件传世佳品。

初夏时节，喝着紫砂壶里溢出的
清澈茶水，展开《做壶》橘黄色的书
封，慢慢品出了书中的真义：原来做
壶与做人，竟是如此的相通，繁华落
尽见真淳，人生大美简中求，做壶如
此，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样想
着，一缕阳光照射过来，瞬间满室生
辉，心里也不禁豁然开朗……

钟芳

才溪是一个每寸土地都浸染了红色记忆
的地方，作为红色圣地，她之声名远播久矣！

《将军与故土》写才溪、赞才溪，是一部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报告文学。该书作
者钟兆云如今已是作品等身的著名作家和
党史专家。20 多年前，钟兆云刚参加工作
不久，毅然来到人地生疏的才溪，真情融入
当地的人和事，进行了为期数月的深入扎
实的采写活动。该书文学性和史料性兼
备，一经出版，就成为抒写才溪精神、研究才
溪革命历史不可多得的重量级作品。20年
后重版这部作品，不仅可以看出作者因从
事党史研究工作而与才溪结缘不忘初心的
真挚情感，而且反映了作者在经过更多社
会阅历和人生体悟之后，坚持对近百年中
华民族历史经纬脉络和前进方向的定见。

才溪地处闽西崇山峻岭间，原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偏僻山乡，历史上既缺乏达官
大吏、硕彦鸿儒的身影，也没有巨贾豪门、
才子佳人的附会。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二三
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
动和土地革命风起云涌之际，才溪创建了
中央苏区“第一模范乡、模范区”，成为“争
取全中国胜利的坚强前进阵地”，才开始作
为基层红色建政的典范走在了历史潮流前
列。新中国成立后，才溪确立了“红色圣
地”的历史定格，才溪人民革命觉悟与建设

社会主义豪情齐飞，在创造了了不起业绩
的同时，屡经挫折困顿，依然绽放出一朵朵
时代精神之花。改革开放以来，才溪人民
血脉中流淌的生命激情得以真正迸发，从
依靠“三千榔头八百斧”擎起“建筑之乡”大
旗，到与时俱进缔造一个个企业王国，再到
企业家们纷纷用财富回馈社会、反哺家乡，
才溪人在与市场经济大潮搏击中，尽情书
写创业传奇和人生意义，构成蔚为壮观的
独特人文风景线。《将军与故土》正是在准
确把握大时代、大背景和大主题的基础上，
用饱醮浓情的笔触讲述才溪、解读才溪，使
才溪这个红色典范更具普通意义，折射出
近百年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广泛性、深刻
性，昭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
历史的动力”的真理。

历史的宏阔叙事最容易掩盖历史的细
节真实，抽离了对事件过程和个人真实情
感、命运遭际等的关注和关怀，历史往往就
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人入胜。《将军与故
土》作为报告文学，它的魅力在于采写了大
量当事人，掌握了丰富素材，在此基础上重
现历史现场，以事件聚拢人物，以人物牵出
事件，或娓娓道来，或直抒胸臆，从而既为
宏阔历史注入了真实感人的情节细节，又
为生命传奇谱写了有血有泪的真情真爱。
应当说，人们对于红色才溪并不陌生，每个

对才溪感兴趣和有所了解的人，几乎都可
以道出一些有关毛泽东《才溪乡调查》、三
千儿男当红军、红色三兄弟、九军十八师、
才溪妇女等红色经典元素。如果对才溪有
更多的关注与观察，则或许听闻了改革开
放之初，一个个赤手空拳的才溪人勇闯特
区创业创富的新版传奇，以及近年来越来
越多的才溪人在各行各业崭露身姿的新鲜
故事。但受限于随机性、口口相传式的传
播传颂，至今人们对才溪的了解，多数仍停
留在概念式、符号式的直观印象上。《将军与
故土》饱含真情，挥洒笔墨，把近百年历史风
潮中有关才溪的人和事铺陈开来，剔爬梳
理，细说端详，读后令人不禁掩卷怀想、遐思
悠悠。特别是，当年毛泽东主席深入田间
地头和走家串户搞才溪乡调查，革命战争
年代才溪英杰们出生入死、赤胆忠心、智勇
担当，解放后才溪将军们眷恋故土、与父老
乡亲休戚与共，改革开放以来才溪精英筚
路蓝缕、守拙精进、艰辛创业等一幕幕动人
场景，仿佛犹在眼前，让读者在走进历史故
事和才溪英雄群体情感世界中，读懂伟大
中的质朴、血泪中的光荣、低回中的壮志，细
品才溪底蕴、才溪魂魄和才溪风流。

人类社会总是在历史的烛照中前行，
层层叠叠的历史记忆构成文明薪火相传的
轨迹。《将军与故土》描述了从百年历史深

处走来的才溪，也展现了今日才溪朝气蓬
勃、熠熠生辉的风采，承载历史文化积淀与
传承的意义不言而喻。血泪绽放英雄花，
壮丽史诗启新程。才溪因红色历史而光芒
闪耀，更由于精神遗产与物质遗产的相因
转化，红色文化愈来愈成为近百年来才溪
蕴聚地气、继往开来的活水源头。如今，才
溪作为声名远播的红色圣地，正在推动红
色文化资源转化利用，投入大笔资金用于
革命遗址保护修缮和旅游基础设施配套完
善，红色旅游名镇建设启程远航。《将军与
故土》重版可谓适逢其时，相对于物质设施
建设，它是精神文化工程，虽非应时应景之
作，却与时势同声相呼，不仅裨益当下旅游
发展，而且随着历史推移，其价值将愈显突
出，成为红色文化传承创新的宝贵之资。
特别是该书融汇了才溪这个地方奋发向
上、崇德向善的精神力量，堪称是一部励志
和感恩的乡土佳作，不仅对当下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积极影响，而
且对于推动才溪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
具有深远意义。

历史终将渐行渐远，唯有文化力量深
厚绵长。我们期待有更多才溪人和关心才
溪的人读到这本书，更期待在人文正能量
汇聚和传递中，红土地上的人们创造出更
加优异的业绩！ 选自《学习强国》

——《将军与故土》读后

红色记忆的珍宝

李银河从生活、工作、读书、交友等多
个方面分享了自 己的生活经验和哲学思
考。其中有大量的内心挣扎痕迹，相信会
引起遇到相同问题的读者的共鸣。她认
为真正的自我并非某种存在于那里可以
被找到或被发现的东西，而是必须被创造
的东西。李银河能够坦荡快乐的秘密，都
在这本书里。

作 者 李 银 河 ，中 国 第 一 个 文 科 博 士
后，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作
品有：《生育与村落文化》《妇女：最漫长的
革命》等。

《《我的生命哲学我的生命哲学》》

你 在 游 览 园 林 时 ，是 否 常 常 走 马 观
花 ，不 知 重 点 ？ 你 是 否 已 经 去 过 许 多 园
林，却说不出它们的区别？古人云，“游亦
有术矣”，游览园林，自有一套欣赏它的方
法。本书从 10 个对于园林的欣赏角度出
发，引导你发现园林的艺术之美所在。从
园林中的山水花木、诗文题对，到造园家
对园中布局、空间、路线的精妙构思，细数
与园林有关的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刘天华，主要从事园林美学、建
筑美学、中西建筑文化的研究，著作有《园
林美学》《旅游美学》《巧构奇筑》《华夏园
林》《中西建筑艺术比较》等十数种。

《《园林漫步园林漫步》》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简静中的至美追求 ——读《做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