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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他写的散文达
到了下笔顷刻数千言的境界。不仅如此，苏洵教
子成才的故事也被世人广为称颂。

苏洵有两个孩子，苏轼和苏辙。苏轼和苏辙
自小十分顽皮，苏洵在多次说服教育不见成效
的情况下，他决定改变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于
是，苏洵就从培养两个孩子的学习兴趣着手。每
当苏轼和苏辙兄弟俩玩耍时，苏洵就有意躲到角
落里去看书，两个孩子一靠近，他便故意把书藏起
来，兄弟俩都感到非常好奇。苏轼和苏辙兄弟俩为
了一探究竟，就趁父亲不在时，把父亲藏的书找出
来认真地读起来。兄弟俩被书中的故事所吸引，就
这样慢慢地，苏轼和苏辙对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逐渐养成了爱读书的好习惯。

苏轼和苏辙都非常聪明，很多内容一看就
会。为了激励他们，苏洵便下更大功夫来指导他
们学习。与此同时，苏洵还经常把他们写的文章
贴到家里的墙上，来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和自信
心，提高他们的写作兴趣。

后来，苏轼在写作上有了一定的成就后，不
免有些骄傲自满起来。一天苏轼在书房门上贴
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父亲苏洵看了之后，担心儿子自大，不知求
进，又怕撕下对联伤了儿子的自尊心，于是提笔
就在对联上各加了两个字：“发愤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苏轼从外面回来后，看见父亲加上的字，
心中感到十分惭愧，认为自己不能骄傲自满，
要虚心学习才行，作为哥哥也要为弟弟做出榜
样。从此，苏轼
发奋努力学习，
自 己 的 写 作 水
平 得 到 了 很 大
的提高。

在苏洵有效
的 教 育 和 引 导
下，苏轼苏辙兄
弟的文学水平得
到了提高。公元
1056 年，苏洵带
两个儿子进京参
加科举考试，苏
轼和苏辙双双考
中了进士，二人
从 此 走 上 了 仕
途，终于成为一
代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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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东山岛西北部的杏陈镇磁窑村，早
在南宋时期因烧制瓷器而闻名中外，故名磁
窑村。那时共有8条龙窑生产瓷器，用18条
大帆船运载瓷器销往东南亚国家和台湾地
区。作为省级传统村落的磁窑村，多年来坚
持保护和传承弘扬“宋窑文化”，焕发出古为
今用、磁旧颜新、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的新光
彩。今年“五一”笔者慕名探访磁窑村。

揭开“宋窑文化”的奥秘

磁 窑 村 始 建 于 南 宋 年 间（1127—
1279年），是东山岛最古老的一个村落，这
里地处西北部海边，与西岸的云霄县隔海
相望，被誉为入岛第一村，陆海交通便利，
为瓷器生产运销国内外提供了优越条件。
加上当地优质高岭土（俗称瓷土）资源丰
富，烧制陶瓷得天独厚。

《东山古窑址调查报告》显示，磁窑遗
址早在 1957年的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
1983年通过福建省级文物专家做了全面的
调查后，1984年被县政府公布为首批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以后，省博物馆、国
家博物馆、中国水下考古队等多批文物考
古专家学者，先后赶到磁窑村开展了发掘
调研、采集标本等活动，有一部分出土产品
被省博物馆、东山县博物馆等部门收藏。陶
瓷鉴定专家、考古学研究者欧阳希君等 10
多位专家学者分别撰写了《古陶瓷研究文
集》《福建东山岛磁窑古窑》《东山岛宋元窑
址调查报告》等 10 多篇调查报告和论文，
分别发表在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出版的

《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福建文博》
《南宋文物》《南方文物》等刊物上。他们认
为，从磁窑产品的特征来看，无论是胎质、
釉色，还是装饰艺术，均酷似南宋时期龙泉
窑的产品。从而，揭开了“宋窑文化”的奥
秘，让这个尘封已久的古村落跃出了水面。

南宋年间，由于先进的中原文化向南
迁移进入东山岛，祖地山东省的曾氏先祖

“太始祖圣公曾夫子”，从漳州市平和县九
峰镇来此开基建村，后引来一位姓孟的商
人在此建窑当老板，雇用曾姓人家做磁窑
工人，生产了大量的外销青釉陶瓷。由于村
前百米外便是停靠船舶的商港码头，生产
的各种陶瓷，通过 18条南宋大帆船远销于
越南、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台湾、
澎湖等地区，是宋代闽南海上丝绸之路起
运点之一。至今台北鸿禧博物馆里珍藏着
磁窑村当年出产的碗、盘、花瓶、执壶等青
瓷器。这里出产的“珠光青瓷”在国外被大
量发现，而且国内外部分沉船中出水的青
瓷也有这里的产品。

据查证，磁窑村的后壁山、后劳山共有
8条宋代古龙窑遗址，每条窑址长35米、宽
12米、高约18米，古窑遗址面积共5.8万多
平方米。窑址堆积大量的瓷片、模具、窑砖
等，最大厚度达一两米，可见当年这里陶瓷
烧制的繁忙景象。出土的有宋碗、盘、碟、
钵、罐、壶、盅、瓶、瓮、茶具、酒具、陶狮等上
百个品种，多以色彩斑斓，纹饰雅观，釉色
绿中泛黄，部分施釉至腹中部为特点。其中
碗盘内壁及底部常见印有团菊纹、凹印荷
花纹、凸印菊花纹，还有牡丹、卷草、蕉叶、

折扇、猫搔纹等多种光泽的传统纹饰器
物。颜色主要为青釉，釉色有的灰黄，有
的偏绿，都有细碎冰裂纹，内壁刻画蔓草
纹、水波纹等，花纹雅观，瓷质优良，工艺
精巧。

烧磁窑，自古就有一种崇拜“窑神”的
信仰。村民为了纪念宋代磁窑生产的窑神，
特地建了“磁窑亭”，又称“瓷妈亭”，此亭面
向磁窑遗址。人们常来这里敬拜窑神，亭内
长年香火兴旺。

传承弘扬“宋窑文化”

走进磁窑村，便看到村口、路边的陶瓷
景观，陶艺制作文化墙多姿多彩，浓厚的古
窑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沿着窑山公园石条
路步行向上，路边设置着 12个复古人物雕
像，淘泥、拉坯、画坯、烧窑等动作，一个个
栩栩如生，展示当年陶瓷制作的 10多道工
艺流程。

物换星移。800年历史悄然过去，给这个
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和宝贵的“宋窑文化”
资源。有关专家认为，宋窑遗址，具有较高的
历史、科学、艺术研究价值，尤其对于研究南
宋时期福建东南沿海陶瓷生产技术、贸易、民
情风俗等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多年来，该
村注重发掘、保护历史传统文化资源，编辑出
版了《南宋古村磁窑》等书，积极传承弘扬“宋
窑文化”，广泛宣传发动村民学习弘扬先祖的
勤劳精神、工匠精神，建设富美家乡。

该村发掘南宋古村“宋窑文化”底蕴，
还多方筹措资金，启动窑山公园项目建设，
在村后用旧条石铺设了数千米长的上山步行
道，直通后壁山、后劳山古窑遗址；在半山腰
先后建成仿古龙窑、宋窑展览馆、陶艺传习所
等项目。仿古龙窑对宋代斜坡式结构龙窑进
行复刻，再现了古窑风貌。宋窑展览馆，主要
以文字、图片、视频播放和实物，让人们观赏
陶艺之美，展示出土的青釉瓷器等产品，再现
了古窑生产的风采。陶艺传习所，让村民在制
作陶器的过程中加深对“宋窑文化”的认识，
点燃传承意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古为今用 文旅融合

磁窑村通过统筹“宋窑文化”资源的开
发利用，积极培育“宋韵瓷情、古窑新风”品
牌，将陶瓷元素广泛运用于村容村貌建设，
让沉睡的古文化活起来，古为今用，磁旧颜
新，实行文旅经济融合发展，强村富民。昔
日默默无闻的磁窑村，如今已成为省级传
统村落、省乡村旅游示范村、省乡村振兴实
绩突出村。

今年来，精心推出“磁窑圩市”，打造
沉浸式宋代旅游观光园，为游客提供全方
位、多维度的宋代生活体验。“五一”期间，
来自省内外的大量游客带着儿女，特地赶
到磁窑村参观“宋窑文化展览馆”，聆听古
窑工艺制作的好故事；走进陶艺传习所，
体验陶瓷工艺制作流程，学陶艺、开眼界、
长知识。今年春节、元宵、“五一”“三节”期
间，磁窑村接待省内外游客共达 20万多人
次。游客纷至沓来，有力地带动了民宿、餐
饮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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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是 2024 年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中国
主会场活动于5月17日至19日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秦
汉馆举行，围绕“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主题，集
中展示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
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场所，是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道桥梁。展现灿烂文明的
历史博物馆、讲述红色故事的革命纪念馆、展示特
色文化的民俗博物馆……近年来，我国类型丰富、
主体多元、普惠均等的现代博物馆体系基本形成，
为人们提供了更为多样的文化选择，为美好生活提
供着丰厚文化给养。如今，“博物馆热”成为文化现
象，博物馆已成为人们文化休闲的重要场所和追求
美好生活的重要印记，“到博物馆去”成为生活风
尚，博物馆发展活力不断释放。

博物馆是历史的保存者和记录者，也是保护和传
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博物
馆工作，强调“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指出“搞
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
人”，要求“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
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取得历史
性成就。202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博物馆总数达
6565家，排名全球前列。目前，我国博物馆数量逐年
增加，免费开放率超过90%，多地博物馆接待量不断
创下历史新高。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游”热度持
续攀升，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新馆等场馆“一票难求”，丰富多彩的展览吸引了天南
海北的游客。据国家文物局不完全统计，全国6000多
家博物馆和5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五一”假期前
三天共接待游客近4000万人次，达历史同期最高水

平。一组组数据鲜活生动地展示着，“打卡”博物馆已
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一器一物浓缩文化，方寸之间解码文明。博物馆是
文物的“存储卡”和历史的“解码器”。文物承载灿烂文
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
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是凝固的历史，但它们从来不是
静止的。一件件青铜玉器，一片片竹简木牍、一幅幅珍贵字
画，不仅见证着一个国家的历史，也跃动着一个民族的根
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各
地博物馆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
基础上，注重文物价值挖掘阐释，讲好中国故事，让文物
活起来，从《千里江山图》展出，到舞蹈《唐宫夜宴》演出；
从《国家宝藏》等文博类节目的热播，到考古文创产品的
流行，博物馆一次次进入大众视野，点燃人们对传统文
化的热情，丰富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人心，让中华文明彰显磅礴气象。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博物馆对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增进文明交流
互鉴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好博物馆
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
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党
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迈步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坚持守正创新，更好展示展
览文物、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让人置身于“活化”的历
史之中，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得到“从哪儿来、到哪
儿去”的启迪，从不忘本来中获得开辟未来的力量，就能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提供丰富历史文化滋养，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释放博物馆发展活力
厚植强国复兴文化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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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带
孩子在“宋窑
文化展览馆”
参观

游客带孩子在陶艺传习所体验陶艺游客带孩子在陶艺传习所体验陶艺

▼出土的
宋代青瓷刻划
花纹碗
（展览馆翻拍）

磁窑村口的瓷瓮墙磁窑村口的瓷瓮墙

仿古龙窑仿古龙窑

儿童活泼好动，意趣盎然。
我国历史上，有很多文人墨客喜
欢儿童，并以儿童为题材，写出
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

斗草是古代儿童喜爱的游
戏。唐代的白居易在《观儿戏》中
云：“髫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
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堂上
长年客，鬓间新有丝。一看竹马
戏，每忆童騃时。童騃饶戏乐，老
大多忧悲。静念彼与此，不知谁
是痴。”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嘻嘻
哈哈地拿出刚采摘的花草，看谁
的大，谁的美，弄得尘土飞扬；老
人被逗乐了，两鬓之间好像冒出
了新头发，他们的思绪回到了孩
提时代，那时光真美！

“闲步浅青平绿，流
水征车自逐。谁家挟弹
少年，拟打红衣啄木。山
花雨打尽，满地如烂锦。
远寻鹧鸪雏，拾得一团
蕈。大牛苦耕田，乳犊望
似泣。万事皆天意，绿
草 头 蕺 蕺 。斜 阳 射 破
冢，髑髅半出地。不知谁
氏子，犹自作意气。牛儿
小，牛女少，抛牛沙上斗
百草……”这是出自唐
代贯休的《春野作》。春
回大地，绿草如茵。牛儿
一边吃草，一边闲庭信
步；几个放牛娃在沙滩
上斗草，乐也融融……

唐代的王建是善于
捕捉斗草感受的高手。
他的《宫词》极富韵味。

“水中芹叶土中花，拾得
还将避众家，总待别人
般数尽，袖中拈出郁金
芽。”诗人把一个斗草少
女写得趣味盎然。她把
刚采到的郁金香藏在衣
袖里，等别的女子都拿
出花草之后，才让郁金
香闪亮登场，力压群芳，
吸引众人的眼球，一鸣惊人。

荡秋千，也是古代儿童喜爱
的游戏。王建在《秋千词》中云：

“长长丝绳紫复碧，袅袅横枝高
百尺。少年儿女重秋千，盘巾结
带分两边。身轻裙薄易生力，双
手向空如鸟翼。下来立定重系
衣，复畏斜风高不得。傍人送上
那足贵，终赌鸣珰斗自起。回回
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
眼前争胜难为休，足踏平地看始
愁。”少男少女们轻装上阵，把长
长的绳子挂在高高的树上，狠劲
荡秋千，彩巾和衣裙随风飘飞，
他们的两只手好像鸟儿的羽毛；
最有趣的是女子晃荡至树的顶
端时，由于头朝下，她们的宝钗
竟掉了下来……

放风筝，更是古代儿童喜爱
的游戏。“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
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
趁东风放纸鸢。”清代高鼎的《村
居》最富童趣。春回大地，草长莺
飞，微风吹来，杨柳姑娘被美好的
春色陶醉了，她拿长长的辫子轻
拂堤岸。一群散学归来的孩子都
像约好了似的，纷纷走出来，举着
各种各样的风筝，兴高采烈地在
春风里跑着，笑着……他们的欢
声笑语，使春天更富有朝气。

有的诗善写古代儿童追蝶
捉蝉之乐。宋代的杨万里在《宿
新市徐公店》中云：“篱落疏疏
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
急 走 追 黄 蝶 ，飞 入 菜 花 无 处

寻。”诗人看见树上的
花落到地上，树枝抽出
了嫩叶，但未能遮挡太
阳。稀稀疏疏的篱笆旁
边 ，小 路 一 直 伸 向 远
方，有几个儿童正在飞
快地追赶黄色的蝴蝶，
黄色的蝴蝶飞入菜地
里 了 ，菜 花 也 是 黄 色
的，他们找了半天也不
见蝴蝶的踪影，未免有
几分失落。清代的袁枚
在《所见》中写道：“牧
童 骑 黄 牛 ，歌 声 振 林
樾。意欲捕鸣蝉，忽然
闭口立。”夏日炎炎，牧
童骑着黄牛，听到树林
里蝉声四起，他从牛背
上下来，蹑手蹑脚走近
想捉几只蝉来玩，可是
蝉突然不叫了。

有的诗善写古代儿
童垂钩钓鱼之趣。唐代
白居易在《观游鱼》中
曰：“绕池闲步看鱼游，
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
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
尔垂钩。”诗人是爱鱼之
人，闲庭散步来到池塘

边赏鱼，并给鱼投食。这时候，有
个小孩子正在划船垂钓；小孩子
也是爱鱼之人，不过他钓鱼是为
了大饱口福啊……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
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
得鱼惊不应人。”这出自唐代胡
令能的《小儿垂钓》一诗。诗人看
见一个头发凌乱满脸稚气的孩
子侧身而坐，莓苔掩映其中，他
学着大人的样子垂钩钓鱼。诗人
向孩子打听朋友的住处，孩子只
是远远地挥手不回答，原来他怕
惊动鱼儿不上钩呢！

古诗韵里童趣七彩缤纷，我
们细细品读，仿佛回到了天真无
邪的儿童时代，重拾岁月中的美
好与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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