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8月20日 星期六

编辑：程卡 电话：87138737 Email：ykrbwhzk@126.com06

永康县城仁政桥（和平桥）南头的成昌

酒店，铺面不大，名气不小。一则因为地段

好，紧挨着县政府和船码头，一天到晚熙来

攘往，人流不断；二则掌柜的应均先生慈眉

善目，诚信厚道，童叟无欺。加之卖的是家

酿米酒，口味纯正，价廉物美，所以生意兴

隆，酒客不断。

话说乙未年（1919）冬月的一天傍晚，

几位老客进店后竟一改往常的做派，没有嚷

嚷着要酒要菜，而是一惊一乍嘁嘁喳喳说个

不休。

“客官，来一斤三年陈？”

“不急不急！——刚才听路人传说，永

康出宝了，先生可有耳闻？”

“出宝了？什么宝呀？”应均生性喜静，

除了守店，就是闭门读书，挥毫作画，对于

市井传言、马路新闻之类毫无兴趣。只是

因为生怕怠慢了衣食父母，才淡淡地搭讪

了一句。

“说是挖到了一座古墓，出土了许多秦

砖汉瓦，说不定还有什么禹鼎商彝呢！”

“古墓？”应均心头一震，于是打起精神

追问道：“真有其事？”

“我是听几个刚赶去看过的人说的，肯

定假不了！”

应均对古代文物一向十分关注。古墓

出土文物，是难得一遇的大事，焉能白白错

过？因此酒店一打烊，他就跟几个志同道

合的文朋诗友相约，定于次日结伴前往现

场一探虚实。

永康县城东郊有一处小山坡，业主正

在清基建房。民工们挖开表层覆土后，发

现下层土质迥然有别，开始倒也不怎么在

意，遂继续往下开掘。谁知几锄头下去，居

然挖出了一些形制独特的断砖残瓦和陶瓷

碎片，于是一下子哄传开来，捡着封皮当信

读的好事者们纷纷前往猎奇。一时间“永

康出宝了”传得沸沸扬扬，成了街谈巷议的

热点。

经过实地考察，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应

老夫子，大致弄清了“出宝”的来龙去脉，总

算不虚此行了。尤其令他惊喜不胜的是，

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从堆得小山似的

泥土山石中，捡得一块古砖，尽管缺棱少

角，砖侧旁识“太康”二字却清晰可辨。

太康是晋武帝司马炎的第三个年号，

前后沿用了十年（280~289），可见该砖至

少已有 1600 多年历史。但其时永康建县

还不到半个世纪，尚属蛮荒之地，能烧制如

此高档的墓砖吗？

应均带着这个疑问连夜查阅史籍。原

来东汉末年，天下三分，战乱频仍，中原闾

右豪门纷纷南迁避祸，极大地促进了荆楚

吴越农耕文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

永康一带屡有魏晋古墓出土，也就不足为

怪了。

存疑冰释，手中这块暗灰色的土疙瘩

的分量，瞬间更显沉重了。在一般人眼里，

土砖非金非玉，再古也值不了几个钱；而对

于应均来说，这块残缺的晋砖却不啻稀世

之珍。那么怎样才不致辱没这块得来不易

的无价之宝呢？应均苦思良久，突然灵光

一闪，“邺瓦”二字从脑际跳将出来。

邺瓦者，邺城建筑所用之瓦也。三国

时期，曹魏政权建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

南），造了铜雀、金虎、冰井三台。尔后北周

灭齐，一把大火烧毁邺城，只留下满地残砖

断瓦。后来不知是谁突发奇想，拾取邺瓦

制作砚台。由于邺瓦平莹细润，发墨远优

于石砚，受到了书家的普遍欢迎。邺瓦由

此而跻身名砚之列风靡一时。

也许是由于永康特多北朝移民吧，邺

瓦一词至今仍活在永康方言中，而且已由

专名演化为通名。土生土长的永康人口中

的“邺瓦”，说的就是砚台。

用来研墨的砚台，对于书画创作远不

如纸笔墨重要。但古往今来，书画家们对

于一方良砚的研究和追求，却念兹在兹，精

益求精，应均当然也不例外。

“金非不为宝，玉岂不为坚；用之以发

墨，不如瓦砾顽。”大书法家欧阳修在其所

著《砚谱》一书中，不但分别对端、歙、角石、

紫金、红丝等五种石砚，石末、古瓦、澄泥等

四种陶砚的产地、历史、工艺作了详尽的介

绍，而且比较辨析，品评优劣，指出“石砚以

端居首，而以歙为最优，以金星为贵，以深

溪为上”，而发墨则“瓦砚均优于石”。鉴于

年代久远，邺瓦已不多见，为了防止以赝乱

真，他还对邺瓦的特征作了细致的描述：长

宽厚各多少，“仰面有布纹”等等。

既然欧阳修都认定邺瓦，尤其是铜雀

台的邺瓦是最佳砚材；那么质地相同的晋

砖也应该可以制砚吧？想到这里，应均兴

奋起来，欣然命笔写了四言八句：

“城东近郊，忽焉撷得。爱其古怪，用

以泼墨。笑我身世，迂疎且拙。事难求全，

勿嫌断缺。”

决心既定，说干就干。第一步是设计

方案。为此，应均查阅了很多名砚资料，读

了很多名人砚诗。其中最让他心醉神驰的

是苏东坡的《龙尾砚歌》：

“⋯⋯君看龙尾宝石材，玉德金声寓于

石。与天作石来几时，与人作砚初不辞。

诗成鲍谢石何与，落笔钟王砚不知。锦茵

玉匣俱尘垢，捣练支床亦何有。况瞠苏子

凤尾铭，戏语相嘲作牛后。⋯⋯”

这就是苏东坡那首脍炙人口的七言古

风《龙尾砚歌》。正是苏东坡的这首古风，

给了应均断砖制砚无穷的灵感和动力。

每当夜深人静，应均埋头斗室青灯，一

丝不苟地切磋琢磨。碰到困难不知该如何

下刀了，他就想一想“春蚓秋蛇随意画”，滞

涩的思绪顿时豁然开朗了。腰酸手痛睁不

开眼睛了，就吟二句“愿从苏子老东坡”，疲

惫的身体倏然活力四射。经过十多天夜以

继日的精心雕凿，丑陋的断砖出落成一朵

邺瓦奇葩。那匠心独运的设计，逼真鲜活

的纹饰，清水芙蓉的砚池，连应均自己看了

都难以置信，这是自己凭几把篆刻刀创造

出来的。

一次，应均怀揣晋砖邺瓦参加华溪诗社

雅集。文朋诗友们争相传观，叹羡不已。高

兴之余，应均忽发奇想：倘若自己还有邺瓦，

定将效法苏东坡赠砚子由，“不待书求遂许

颁”，与大家分享这份至真至纯至善至美的

大快乐。

文载道，诗言志。上述这段轶事逸闻，

皆系循迹实录，绝无半句虚言。谓予不信，

有应均《咏砚》诗为证：

晋砖邺瓦
书画名家应均逸闻录

□胡国钧

又见胡老师
□金华外国语学校 童文韬

去年初秋，握着进入高中后第一次月考成绩单，我极其兴奋，很

想见一见我初中时的班主任——金外的胡晓霞老师。胡老师说她

在教室外等我，于是我披上外套，和她约在夜晚风凉的走廊上聊天。

胡老师穿着舒适又合身的衣服，笑得优雅又恬静，似乎永远是

波澜不惊的表情。三年过去了，我总觉得，她一点都没变，好像不

会老去。

回忆起初一时，胡老师请她的学生，也是我们的学长学姐回班

级做客，给我们讲一讲学习经验。我总是挺直腰板，一脸崇拜地看

着台上的学长学姐，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站在上面。

如今，我也成为了让学弟学妹们好奇又艳羡的一员。我突然

感到一阵欣喜，心情又感到一丝沉重。初三时，我提前一个学期被

高中录取，告别初中生活，开始了高中生活。某个早晨，胡老师特

地把我叫到门外，和我说了很多话。她说：“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之一，相信你会走得很远。”不知为什么，每次听到胡老师的声音，

我就会坚定起来。

记得刚进初中时，我从小学第一名的光环中陨落，心情有点低

落。胡老师一次又一次在随笔本上为我留下鼓励的评语，给了我

力量。至今我还记得她写在上面的一句话：在你的文字里，我看到

了青春的力量。

我爱胡老师，是她带着我走过了三年的初中生活。在她期望

的目光中，我还将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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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居生态酒店、永康日报联合举办

“恩师难忘”有奖征文
白云居，热带丛林中的美食乐园

承接婚庆、生日、乔迁酒宴、同学会
战友会等，可提供上门服务

电话：87191219 755080（市府网）

微笑的力量
□花街初中 周奥

又是玫瑰花盛开的季节，我终于初中毕业了。三年的时光转瞬

即逝，此刻，我不禁又想起了我的班主任——吕晶老师。

记得一节早读课上，我把小说偷偷放在语文书下，被您逮了个

正着。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办公室向您认错，原以为

您会狠狠地批评我一顿。没想到，您微笑着对我说：“你是一名聪

明的孩子，不需要老师过多批评，相信你不会再犯。”您的态度是那

么亲切，您的笑容是那么迷人，在您面前我却无比惭愧。从此以

后，每天早自习我都认真地读书，再也不敢开小差了。

临近中考，我非常紧张，越想考好，就考得越差，看着渐渐滑落

的成绩，内心焦虑不安。下课后，您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周奥呀，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没考好，想过原因了吗？在我的

心中，你一直是一个懂事、努力的孩子。老师认为你一定能行的，

不要太多关注分数，要脚踏实地地复习，调整好心态，你一定会有

质的飞跃。”您温暖的话语，打动了我的心，我的泪珠不听使唤地落

下来。您用纸巾为我擦泪，又说：“不要哭了，把眼泪化作学习的动

力，你一定会考出满意的成绩的。”

如今，我们离开了花街初中，而您也完成了三年的支教生活，

回到了实验学校。每当想起您那甜美而自信的微笑，我就浑身充

满了力量，这种力量会一直激励着我奋力前行。

坡公求得龙尾砚，欣然易以古铜剑。

子由亦欲得澄泥，恰有乃兄远相遗。

诸谱砚品美不胜，欧阳甲乙曾评定。

我生僻壤且愚庸，物未曾见徒倾听。

更有砚材称邺瓦，平莹细润坚而雅。

古曾伪造贻远方，恐属纯真得者寡。

忽闻东郭小山巅，农夫启土露古砖。

整齐残缺争不一，间有旁识太康年。

我日埋头嗜泼墨，但求片砚无所得。

聊撷断砖制砚成，古人将笑以鼻息。

江山如此多娇

大司巷小学供稿

杨盛宇作

五峰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