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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文代会

来到郑清珍中国画人物创作工作室，郑
清珍在伏案工作，谈起这幅画作，他说：“这要
感谢山阳区文联，让我能同李文献相识，并且
让我在人物画创作方面能小有建树。”

2019年秋，那是一个收获的时节。山阳
区的文艺爱好者期盼已久的山阳区文联要成
立了。从1957年我市郊区建立，到1990年
郊区更名为山阳区，因种种原因，山阳区一直
没有成立文联机构。因此，时任山阳区区委
书记的李建超对于山阳区文联的成立格外重
视，他专门提出要求：“山阳区作为文化悠久
的城区，一定要借山阳区文联成立东风，吸引
更多优秀的文艺人才加入，为厚重的山阳文
化增色。”

1964年出生的郑清珍，早年毕业于河南
大学艺术系，经过一番人生打拼，创建了河南
六时雨影视公司。2017年，由他担任制片
人，拍摄了网络大电影《悟空前传》，曾创下了
网络上3500万的播放量。同年，他独立导演
的微电影《战狼三级班》在猫眼票房短片上
映，创下排行榜第十名。他还拍摄了关爱留
守儿童的微电影《爱的连线》，好评如潮。
2019年，他分别在今日中国周刊纪实片《探
寻英雄》和青少年网瘾题材电影《救心量子》
摄制中担任导演。因在影视界的影响，郑清
珍被推选为我市微电影协会副主席。

李文献可谓我市绞胎瓷制作行业界的代
表人物，面对“瓷”路漫漫，他“瓷”情笃厚。从
十七八岁与绞胎瓷结缘，到一生相许，披荆斩
棘，筚路蓝缕。2008年，他申报的绞胎瓷制
作技艺被我市公布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2010年，他申报的绞胎瓷制作技
艺被我省公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2014年，他创作的《双龙朝凤》《方圆壶》
绞胎瓷作品在河南省陶瓷艺术研究中心举办
的河南省首届陶瓷艺术品博览会上获得金
奖。他申报的绞胎瓷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2015年，他创
作的《鸟语花香》绞胎瓷作品在“东方韵”第四
届国际陶瓷艺术评比活动中荣获金奖。

郑清珍、李文献两人因在艺术界不同领
域作出的成就，与其他41人被山阳区委宣传
部确定为首届山阳区文联委员。

2019年12月27日，山阳区区委隆重举
行山阳区文联成立大会，郑清珍和李文献分
别作为区文联委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因爱好
摄影的缘故，郑清珍特意带上心爱的相机参
加会议。

会后，山阳区文联委员抑制不住内心的
激动，彼此相互介绍，纷纷合影留念。郑清珍
在与山阳区文联委员拍摄合影期间，与李文
献互加了微信，从此拉近了俩人的距离。

抗疫共勉励

山阳区文联成立大会召开后，郑清珍被
山阳区电影电视家协会推选为主席，李文献
专门给郑清珍打了电话表示祝贺，并诚挚邀
请他有机会能到他的厂里看一看。

2020 年春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光

顾”，一下子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由
于疫情封控的原因，郑清珍必须整天待在工
作室。

“看到无数投身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我
为之感动。虽然无法投身疫情一线，但我有
自己参与这场战‘疫’的方式。”郑清珍说。他
重新拿起由于忙于影视制作而搁下的画笔，
通过书画宣传防疫知识，讲述防疫故事。创
作热情被点燃后，郑清珍接连创作了39幅以
抗疫为主题的画作，先后在山阳区文联公众
微信号和《焦作日报》上发表。李文献看到后
及时给予点赞和鼓励。郑清珍也很受鼓舞，
更加坚定了在书画上一直走下去的信心。

“郑清珍老师系列抗疫画作尽管在笔法
和构图上有不到位的地方，但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画作展现出了一名文艺工作者的担当和
情怀。”对于郑清珍由影视制作转向画画和书
法，山阳区文联副主席聂海洲给予这样的肯
定。

“绞胎瓷难在制作技艺上，用两种或两种
以上不同的泥料编制花纹，越排列有序的图
案技艺要求越高。”无论是疫情还是病情，从
未阻挡李文献对绞胎瓷技艺的传承和探索。

李文献的病情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
年底，他到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食道癌，在和
病魔斗争的同时，也在挑战古人未掌握的技
艺。近年来，他将建筑、人物、山水、树木、花
鸟、传统服饰等图案运用到绞胎瓷中，其难度
更大，技艺要求更高。他先后创作了《延安
颂》《云台山水》等作品，让世人看到了宋瓷精
韵、当阳遗脉的绞胎精彩。

有人说：精神是战胜疾病的最有效武
器。李文献在忘我的绞胎瓷研究制作中，实
现了自我，也战胜了病魔。鉴于在陶瓷方面
的成就，他荣获了“中国陶瓷历史名窑恢复与
发展贡献奖”。

郑清珍在画画中也找到了事业归属感。
由于拍过影视作品的缘故，他对光感、线条、
构图有独到的理解和把握，转向画画后，特别
是在人物画创作方面得心应手。他画的美女
笔触自然，个个生动传神，似乎能让人感觉到
皮肤细腻的质感，因而在全国赢得了“新仕女
专业画家”的美誉。

郑清珍与李文献为双方在各自领域的成
就感到欣喜，在相互道贺和鼓励的同时，也诚
挚地相互发出邀请，希望将来能有机会把酒
言欢。

杂面馆相聚

2024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郑清珍去
北山办事时，顺道到李文献的厂里参观。在
李文献的厂里，他仔细看了绞胎瓷的制作过
程，对绞胎瓷这一悠久的传承技艺有了进一
步了解。

夕阳西下，好客的李文献邀请郑清珍到
附近一家杂面馆吃饭。李文献的老伴看到朋
友来访，专门将家里珍藏的好酒拿出来待
客。酒过三巡，谈起创业的艰辛，李文献几次
哽咽。李文献的老伴李祥枝在给大家倒酒的
同时，也介绍了一些和李文献共同走过的岁
月。

李文献夫妇对绞胎瓷的痴情，触发

了郑清珍的艺术灵感，他决定为这对献身绞
胎瓷事业的夫妻画像。此后，郑清珍又先后
两次到李文献的厂里，对李文献夫妇的生活
和神态进行仔细观察，最终成就了国画作品
《五十年绞胎瓷技艺坚守者李文献》。这幅作
品完成后，郑清珍感到作品还难以完全表达
李文献夫妇的精神。于是他找到熟悉李文献
夫妇的笔者，写下四句短诗：痴情绞胎五十
载，身患绝症志不改。相濡以沫渗纹理，只为
绞胎花儿开。他将笔者的拙作题写在画作
上，让人们在欣赏画作和书法的同时，也能领
略李文献夫妇的灵魂魅力。

“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是古人强调中国
人物画‘传神写照’的论点，随着历代人物画
的发展，逐步成为人物画创作的首要标准。
该画作人物面容平和、色泽饱满、神态自然，
充分展现了李文献老师对探索发展绞胎瓷艺
术孜孜以求的精神与风采。其题款书法刚劲
有力，自然流畅，不失为一幅诗书画俱佳的作
品。”聂海州这样评价。

山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秦继利说：“郑清
珍的笔下不仅是绘画艺术，也是他的心境和
心语。近年来，他的画笔瞄准焦作的发展巨
变、社会热点，以绘画艺术进行呈现，赋予艺
术之感，主题围绕疫情防控、女足精英、奥运
精神、战斗英雄、红色传承、南水北调焦作精
神、城乡风貌、乡村振兴等，赞美生活，歌颂英
雄，颂扬伟大的时代。”

王见宾由衷地称赞：“郑清珍以其精湛的
技艺，将这对夫妇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仿
佛就在我们眼前。他们那坚定的神态无不传
递着一种强大的信念与力量，令人为之动
容。”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服务于人民。郑
清珍和李文献二人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共同
成就了一段我市文艺界的佳话。

上图 画家郑清珍和他的国画作品《五
十年绞胎瓷技艺坚守者李文献》。

（照片由郑清珍提供）

——画家郑清珍与绞胎瓷技艺传承人李文献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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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油茶名闻天下，它是我小
时候的最爱。说起武陟油茶的由
来，还有一段历史的渊源。

武陟油茶在秦朝被称为甘缪膏
汤，汉称膏汤积壳茶，成名于秦朝末
年。据历史记载，公元前206年，楚
汉相争时，刘邦受伤于武德县，住在
姓吕的家里。吕以膏汤积壳茶食
之，3个月后刘邦伤愈。刘邦有诗
云：“佳膳出武德兮，膏汤胜宫筵。”
刘邦即位后，在长安思食膏汤不得，
即召吕某入宫，封为五品油茶大师，
封油茶为御膳。

还有一个说法：清朝皇帝雍正
为了防治黄河水灾，亲临黄河岸边
的武陟县视察。为了皇帝的饮食，
县令伤透了脑筋，最后找到当地一
位名厨，厨师想起传说中汉光武帝
曾赞不绝口的油茶，便精心制作了
一碗献给皇帝，皇帝食后拍案叫

绝。从此，武陟油茶名扬四方，销往
各地，闻名全国。

成名于刘邦，扬名于雍正，不管
怎么说，都显示出武陟油茶的悠久
和美味。

在我的记忆里，老人们说一把
黄灿灿的大铜壶，就是油茶的代
表。一个地区的好品牌，也许能兴
盛好一阵子，它就是当地富民兴业
的聚宝盆。武陟油茶能走到今天，
靠的是实力和品牌。

小时候，吃过奶奶做的炒油茶，
那时虽没有那么多配料，但吃起来
香甜可口。后来，县城里有了油茶
厂，油茶盛产，买回来直接用开水
冲，吃法简单、方便，省却了大部分
制作时间。之后，油茶厂更新换代，
工艺先进，制作精细，配料中又加入
山药，包装精美，畅销全国各地。我
入伍后，每次探亲返回时给战友们

带的家乡特产就是武陟油茶。战友
们来自五湖四海，因我的原因，他们
认识了武陟油茶，武陟油茶的好声
誉也随之在他们家乡传开。如今，
随着电商平台、各大商超的兴起，武
陟油茶的销售半径更为拓宽和广
泛，名声更加显赫。

闲暇之余，两碗油茶，几碟小
菜，四五根软油条，一番美餐后，意
犹未尽。看看老板那盛满油茶的
不锈钢大桶，再看看周围的桌椅板
凳、来去匆匆的食客，咂吧咂吧嘴，
好像剩下的只有味蕾上的那点回
味，没有了老人们说的那热气腾
腾、黄灿灿的大铜壶的印象，没有
了那记忆中地道的传统氛围。不
过，新时代有新时代的风采，好传
统在历久弥新中赓续历史文脉，人
间烟火气中还是少不了家乡的武
陟油茶。

16岁那年，我在老家读高一。
正值春末夏初时节，学校召开师生
大会，号召全校高一、高二年级学生
上山拉煤，为学校勤工俭学。

学校让学生自己报名，对于不
愿去的，学校不强求。然而，动员会
一结束，我们班65名学生中有63
名学生奋勇参加，没有参加的一名
是残疾人，另一名是因为个头太
小。我身为班干部，不用说，肯定积
极报名，不甘落后。

平顶山矿区离我们学校175公
里，往返300多公里，这么远的路
程，步行拉着平车往返一趟，对于我
这个从未走过这么远路的小伙子来
说，感到茫然。回家告诉母亲，她坚
决反对：“孩子，你太小，没走过那么
远的路，也没出过力，跟老师说咱不
能去。”

我向母亲解释：“娘，我是班干
部，如果我不参加，同学们会笑话
我，以后我在大家面前会抬不起头
的。”无奈，我以不吃饭、哭鼻子来要
挟母亲。终于，她同意了我的请求。

于是，按学校规定的时间，我拉
着自家的平车，装上途中做饭的柴
火、干粮及锅碗瓢盆等炊具，还有被
褥、席子等到学校集合。

次日清早，吃过早饭，一支由
250多辆平车组成的拉煤车队，浩
浩荡荡地从学校出发，前往平顶山
矿区。马路两旁成行的垂柳，已露
出鹅黄色的嫩芽，微风吹来，左右摇
摆，向我们招手致意。

一路上，同学们有说有笑，一
个个像出笼的小鸟，欢声笑语连
续不断，引得行人及沿途村民驻

足观看。他们赞叹：这支拉煤的
队伍真长啊，前看不见头，后看不
见尾。

当晚，我们驻扎在周口郊区一
个学校的操场上。各自吃过晚餐，
因走了一天的路，感觉腰疼腿酸，不
一会儿，一个个都进入了梦乡。

次日，我们走在周口市区大街
上，高楼大厦鳞次栉比，街道两旁
商铺一个挨一个，车水马龙，人来
人往，热闹非凡。对于生长在农
村、很少去过大城市的我们来说，
这简直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对这里
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一个个瞪大双
眼，一边走一边看，恨不得把所有
的景物尽收眼底，不放过任何一个
角落。

到了第三天上午，我们到达了
平顶山七矿矿区煤场装煤。等各自
把平车装满后，一个个都是满脸黑，
仿佛戏中的黑包公，大伙不约而同
地笑了起来。每辆装满煤的平车，
一一通过磅房过磅后，按次序离开。

为了省事，我决定中午煮馍，再
配点带的素丸子，胡吃点填饱肚子
即可。于是，我端着锅到附近居民
家要点水，然后生火做饭。水还没
烧开，我就把素丸子及切成块的馒
头放进锅内，此举被路边一位大婶
看到，她大喊：“学生，煮馍不能冷水
下锅，这样做成的饭就像豆腐渣一
样。”然而，为时已晚，等水烧开后，
原来块状的馒头真变成了“豆腐
渣”。即便如此，我仍然吃得十分香
甜。一同拉煤的女生们看我吃的

“豆腐渣”饭，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每辆平车上装的煤有500多公

斤重，那时我的个子低且长得瘦，老
师看我拉车很吃力，便给我安排了
一名女生当帮手。在平车扶手边拴
一根绳子，那名女生将绳子挽个套，
挎在肩膀上与我并肩而行。

途中，我和这名女生有说有笑，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

我们正拉着平车往前走，突然
看到前面有一辆车上浓烟滚滚，很
快火苗冒出一人多高。目睹此景，
只见一名男生急中生智，赶忙拿出
自己车上的铁锨，将正在燃烧的柴
火从车上扒拉下来。幸好，车上其
他东西安然无恙。分析着火原因，
原来拉这辆车的学生做完早餐，舍
不得将没烧完的木棍扔掉，把它放
进车上的一捆柴火里了。没想到风
一吹将柴火慢慢燃起，导致了这场
火灾。

大伙知道了事情的原委，一个
个笑声不止，议论纷纷。

拉空车与装满煤的车相比差别
很大，如果是下坡路还好，但如果走
平路，尤其是上坡路，拉车的人必须
弯下腰，肩膀上的拉绳绷得紧紧的，
两条腿蹬得酸疼，一刻也不能松懈。

经过8天行程，我们终于得胜
回朝。然后，我们将煤车拉到了距
学校10多公里远的一个砖瓦厂。

平生从未出过远门的我，经历
了这次拉煤，体重减了4.5公斤。回
到家，母亲看到我又黑又瘦的面容，
心疼得两眼噙满了泪水，一下子把
我揽在怀中。

而今，虽已年愈六旬，每每与别
人谈起当年上山拉煤的往事，我仍
然滔滔不绝，感到自豪。

■桑榆苑

鲤鱼跃龙门（国画） 陈福义 作

□孙长海

难忘家乡武陟油茶
□李和平

麦子的赞歌
□陈丽娟

美丽富饶的怀川大地
沁河水清澈长年流淌
土地宽阔平坦肥沃
丰产的小麦美名远扬

深秋入土得到大地赋于的营养
破土而出露出绿油油的脸庞
任凭寒风吹冰霜打
依然昂首挺胸傲立在原野上

春风轻拂
春雨滋润
麦子茁壮生长
三月的万紫千红
怎比得无际的碧绿麦浪

你可曾闻到过麦子的花香
最美四月天它静静地扬花
朴素又不张扬
雨水、井水让麦穗灌浆
饱满的麦穗随风荡漾
田野孕育着丰收的希望
农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五月的麦田如诗如画
让农民心花怒放
湛蓝的天空飘着白云
布谷鸟在放声歌唱
麦浪滚滚闪着金光
饱满的麦粒如无孔的珍珠
给农民带来丰收的幸福、精神的满足的满足
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

收割机在轰鸣让颗粒归仓
丰收的喜讯四处传扬
粉身碎骨的历练更加精粹
满足着人类的味蕾
给人类提供生命的能量
世世代代把麦子赞颂
我们用最美的歌把麦子赞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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