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上醒来稍微早了些。鸟雀们撒欢的啼鸣透过木屋，让一个惯

于晚起者觉得再不起床就对不起这山中借住的日子。

但起床之后就不急了。在剖开的半边竹子制作的引水渠一端

接了山泉水洗漱，吃东西。然后就可以没有目的地在附近走走。

走着走着就发现，眼前的树木多是经济林。换句话说，“无用”

之树越来越少，大地上留下的都是可用之材。

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么说：开花的植物在一定程度

上都在为这个世界的美丽做出努力。

但很多人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些植物如果能够结出甜蜜

的浆果就更好了，为人们提供美味的来源。

还有一些不能作为用材之树、结果之树的植物，被人们引向了

另外一条道路，成为观赏植物。

将草木从山上移植下来，冠以老桩、原生等等之类的名词，一番

引导之下，便也成了有用的观赏植物，成了有价的盆景。

曾经很多的野花野草、杂树杂木，就这样渐渐改变了身份，由

“无用”的草木变成了身价不菲的有用之物。

只是，刚刚流行过案头清供的石菖蒲，转过身又变成多肉植物

人手一盆。这有用与无用，转换得有点快。

这种风向改变最明显的是苗木。一种树木成为城市绿化植物

的新宠之后，很快就从不起眼、不值钱、野生野长自生自灭的杂木变

成了人工繁育、多方推广、价值颇高的主流树种了。如果植物也有

智慧，并且它们也有扩大种群和繁衍延续的原始欲望的话，这种树

木无疑就是成功的了。

例如曾经在乡村山岭间长期被归为杂木的栾树、枫树、喜树，有

朝一日成为城市景观树后，苗木基地便大量繁育、普遍种植。甚至

连杨树这样在南方公认为“无用”杂木的树种，也曾经一时风靡几

省。

又例如曾经普遍被村民们称为“茅柴”的小灌木檵木、映山红、

女贞，被选作了绿化观赏品种后，也都改变了野生野长自然繁殖的

状态。

这种成为绿化品种而被商品化繁育的种苗，人们称之为苗木。

苗木在苗圃里的繁育时间可长可短。才刚刚萌发的新苗也好，已经

养护了十年八年的大树也好，只要能够卖出去，就都是苗木。

苗木的繁育和销售，是一个庞大的产业。

是的，产业。人类帮助各种各样的树木繁殖、育苗，并将它们推

广种植到大大小小的城市街道上，成就了一个产值巨大的产业，激

活了一个从业人员众多的绿化行业。赣西萍乡就有乡镇被誉为中

国花卉苗木之乡，一家家花卉苗木企业既提供绿化方案，也供应各

种苗木。

苗木移栽是一门技术活。需要足够狠心，也需要足够细致。书

上 说 ，只 有 草 木 是 世 袭 的 土 著 ，从 种 子 开 始 写 下 始 终 如 一 的“ 籍

贯”。但自从绿化行业和苗木产业发展以后，已经有太多给树木“迁

户口”的人。他们都是外科医生，为树木“截肢”。有的时候，一些树

木发生术后反应，或者水土不服，温暖的根无法扎入冰冷的土，这个

时候，移栽苗木的人就得借助各种生根粉、营养剂等药物来对它进

行护理了。在挂着吊瓶的树木看来，这些移栽苗木的人既是戕害

者，也是建设者，抑或同时还是植物的关怀者。

因为移栽不易，苗木品种的选择和推广也就必须有所注意了。

越是易成活的、好造型的树种，就越容易成为绿化苗木的主流。

但也有例外。绿化既然作为一个行业或者说产业，就不能不考

虑其商业因素。一种苗木变得大众化了，价格透明了，自然商业空

间也少了。此时，行业的操盘手们，就会考虑推介更多此前不被人

注意的冷门树种作为行业新宠。

当此时，曾经风靡一时的苗木便会被打回原形。近年来比较典

型的是桂花树。十多年前，桂花树几乎是各地城市绿化和庭院景观

的必备树种。一时之间，苗圃里抓紧育苗者有之、囤积居奇者有之，

甚至还有商家专门派人到乡村转悠，看到有中意的桂花树便找人询

价准备挖走。然而，今天，同样的品种、同样的苗木，价格竟然降到

了从前的十分之一都乏人问津。

曾经十分“有用”的桂花树，不小心成了“无用”之树。

同样的转变也发生在杉树、松树之类过去最常见的用作木材的

经济树种身上。时代的发展让木材被其他各种材质替代，木制品在生

活中使用越来越少，曾经一树难求的状态大为改观。

林场的工人告诉我，现在砍伐树木，卖出去的木材可能还不够

支付工钱和运费。

紧俏的树木顿时成了没有经济价值的树木。这种状况，也成了

封山育林在一定程度上的助力。众多经济利益曾让人眼红的树木，

就这样被供求关系和市场价值所支配和保护，继续安然无恙地在山

岭上挺立，一年一年缓慢地成长下去。

树木长得缓慢，它们在由有用转为“无用”后，无非是继续在原

地增长一圈一圈的年轮。但另外一些有用的植物在时代变迁里变

得不再那么“有用”后，很快就会泛滥成灾。

赣西乡村里常见一种楮树，又被称为构树，在野山野岭间长得

到处都是，植株也由印象中常见的小簇长成了十多米的大树。它曾

经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一种植物，甚至一度作为纸张的代称。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楮树的树皮都是制造桑皮纸和宣纸的主要原料。

而工业化造纸使得楮树几乎失去了用武之地，它们便重新回归了以

前的自然状态，在山野间自由自在地扎根、落叶，没有谁再对它施以

青眼、加以干涉、多作关注。

生命力和繁殖力都让人惊叹的苎麻也在渐渐泛滥于乡村和城

市的各种荒地、空地上。一块土地只要一两年没被使用，苎麻就作

为植物的先头部队发芽扎根了。夏天里一阵风吹来，露出苎麻叶片

背面的白色，形成一大片晃动的亮光。这种曾经被视作财富、用于

制作麻绳麻布的植物，现在也回到了完全无用的状态。少了采割，

多了空间，苎麻的族群自然越来越壮大，一时之间，几乎随处可见它

们的身影。

其实又何止楮树和苎麻改变了自己的生存状态，更多树木也在

时代变化中改变了命运。

林场的朋友告诉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林场造林都是铲除灌

木，空出土地种植作为用材林的高大乔木。但是，最近几年，有识之士

意识到，必须更加重视林业的生态和景观功能。于是，山岭上林木的

结构性改造被提上议程。人们通过阔叶林、针叶林的搭配，乔木与灌

木的搭配，甚至是林木与原始蕨类杂草的搭配，更加精准有效地涵养

水源、维护森林生态的平衡。至于说调整树木品种结构，形成山岭在

不同季节的多种色彩景观，那就更是林相改造的基本操作了。

在这种改变和调整中，不同的树种，不同的草木很有可能就改

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向，由被抛弃的变成了被保护的，由完全没用的

变成了很有价值的。

“无用”之树，在命运的转盘中等待一次叫停，然后是另外一次，

一次次有用无用的转换。但它们宠辱不惊，依旧风轻云淡地站在大

地上，汲取土里的水分和养分，慢慢拔高壮大自己的身躯，有风来了

便摇摆几次，有雨来了便稍稍侧过身子，仿佛有用或无用，都与自己

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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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 慢
□□ 漆宇勤漆宇勤

从苍茫的怀玉山脉发源来的信江，流经芗溪

大地已是九曲十八弯。她一贯温婉柔顺，两岸沃

野千顷，文风绵延。花大门唱腔、弋阳腔，怀玉理

学、象山心学、鹅湖论辩等等，世人景仰。

早在 6000 多年前，贵溪先人就在信江河畔凿

石取火繁衍生息。我时常独行于信江河畔，遐想

能够穿越时空，去品读先人辉煌的文化。鹰潭角

山板栗山默默藏身于逶迤信江的一个普通拐角

边，却低调地怀抱着信江流域辉煌文化的基因密

码。4000 年前的夏商时代，角山板栗山窑炉成

群，窑火鼎盛。角山板栗山窑址的发现，惊艳了

中国。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先后于 1983 年 10 月、1986 年 8 月、2000 年 10 月、

2003 年 3 月、2007 年 5 次对角山板栗山窑址进行

考古发掘，成果惊人。角山板栗山窑址因此入

选“2000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角山

窑址发掘的觚、斝等器物推算，其时代在夏代，

是中国先秦时代延续时间最长的窑场，其延烧

时 间 少 说 也 有 300 年 甚 或 500 余 年 。 它 形 成 了

商代时期江西境内的一个区域性文化，与吴城

商文化（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并行发展的一支江

西土著文化——“前越文化”。2013 年角山窑遗

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角山夏商代陶文化与鹰潭的春秋战国

崖墓文化和千年道教文化交相辉映，彰显了鹰潭

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宽旷的农田簇拥下，静静的角山静卧着 7
万平方米的夏商代陶窑址，孕育着惊世的角山陶

文化。

5 次考古发掘，印证了角山窑址是一个官办

民营的大窑场，在仅揭露的 1500 余平方米范围

内，就发现了烧成坑、半倒焰马蹄形窑、龙窑、陈

腐池、炼泥池、蓄水池、蓄泥池、排水沟、工棚、灰

坑、陶片堆等遗迹 50 余处，出土完整和可复原器

物 1500 余件。出土有烹饪器、饮食器、盛贮器等

日常生活用器，大至瓮、缸、壶，小至碗、杯、纺轮、

网坠，应有尽有，还有为数不少的祭器。陶片成

堆堆积，虽历经几千年风雨侵蚀和人为改变，仍

保留有高达四五米的陶片堆积层。如此大型的

窑场，不要说是在科技不发达的商代，就是在当

今也是不可小觑的。

角山窑场窑炉风格各异，陶器质地多样。已

发掘的 9 处窑炉遗迹中，有烧成坑 3 座、圆窑 3 座、

马蹄窑 2 座、龙窑 1 座。从发掘的龙窑和半倒焰

马蹄形窑，说明了至迟在商代，圆窑系统与龙窑

系统在江南就已并存。半倒焰马蹄形窑和龙窑

同样都代表着江南地区窑业技术文化特征，从而

将半倒焰马蹄形窑的发生期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填补了我国龙窑烧造史上的一段空白。角山龙

窑属初级型，为研究龙窑的起源创造了条件。更

为惊艳的是，角山窑址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用圆窑

系统烧制的相当成熟的原始青瓷，这说明至迟在

商代中期，我国南方就已经掌握了用圆窑烧制瓷

器的技术，从而将用圆窑系统烧制原始瓷的历史

向前推进了 1300 多年，比景德镇的瓷要早 1500
年，为瓷器的起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角山先人聪慧。角山窑场的经营者是一批

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以生产陶

器为业，掌握着娴熟的制陶技术。他们生产器型

规范、形式多样、陶质坚硬、装饰优美的中高档陶

制品，经信江、赣江，源源不断地供应闽、浙、赣市

场，成为当时中国陶业的龙头制陶基地，为中国

陶瓷业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专家考证，角山窑

址拥有 7个中国之“最”：全国规模最大的窑场、最

早的专业性生产窑场、最早的商业性窑场、最先

进的马蹄形圆窑和最早的龙窑、最完整展示陶瓷

生产流程的作坊、最多的刻划符号。

角山窑场的惊艳不只在数量，更在文明程度

上。角山陶器的口部或底部都刻划有标识或计

数符号，有竖线或横线、斜线、曲线等的组合，也

有竖线、横线、半圆、弧线、圆点、螺旋、钉状等几

何形纹道。这些神秘符号被专家认为是“南方的

甲骨文”，刻符中有相当部分是早期的占筮记录，

应是“筮数易卦”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目前已发

现刻划符号 250 种、2300 余个，数量和种类之多，

在全国实属罕见，居国内古文化遗址出土之首。

考古专家说，这些符号是在器物成坯之后、入窑

装烧之前用尖状物或指甲刻划的。因为交换的

需要，也是为提高产品的信用度，经营者们就在

产品上刻划属于自己的标识符号，用来与他人产

品作区别，这种标识符号开后来瓷器底部样式之

先河；同样因为交换的需要，以便于计算而产生

了计数符号。角山计数法采用了五基数进位，而

五进制是人类第一个被广泛采取的计数法。它

和十进位计数法同样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

精华。角山陶器上众多刻划符号，虽然绝大部分

为标识和计数符号，但也有一部分可能为文字，

这为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

料，对研究消失已久的古越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鹰潭市博物馆角山窑址展厅，我与 4000年

前的角山陶器近距离深情对视，那些苍老的布满裂

纹的陶杯、陶勺、三足盘、爵、壶、尊、觚、斝、罐……

无不让我由衷地向智慧的角山先民们致敬，他们

创造了角山辉煌的文明，他们用角山高岭土和黏

土，规范化、批量化生产出被考古界称之为“几何

印纹硬陶”的器皿。难怪中国考古学界泰斗苏秉

琦先生对角山窑发出由衷的感叹：“活了闽赣两

省一大地区的青铜文化。”

谈起角山窑的历史风采，江西省博物馆研究

员刘诗中豪爽地说：“角山是得天独厚的窑业基

地，它是闽浙赣区域物流中心地，是四通八达的

水运码头，是先越文化中心地，有丰富的制陶原

料，有充足的松柴燃料……”角山的土质适宜制

陶，不远处还有高岭土山，黏土掺入高岭土大大

增强了陶坯的刚性，周边又有望古河，丘陵山上

有丰富的烧窑燃料松柴。

行走在文化气息浓郁的角山，我似乎听见了

4000 年前陶场的喧嚣，依稀闻到了角山先人制陶

火炉里松柴的清香，它仿佛从远古向现代氤氲而

来……

角山品读夏商陶角山品读夏商陶
□□ 彭成刚彭成刚

心香一瓣

母亲是位勤耕苦作的普通农妇，精明能干心

灵手巧，未曾拜师学艺却能信手拈来绣出许多惟

妙惟肖的花鸟虫兽。母亲还无师自通地练就灵巧

的裁缝手艺，所以，即使是在当年那样物资极度短

缺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老小仍然被母亲打扮得妥

帖大方。

“吃不穷，穿不穷，不会算计一世穷。”母亲常

教导我们过日子要物尽其用精打细算。她总是

细心收集各样的边角布料，闲暇之余就娴熟地踩

着缝纫机，给我们做裙做袄。兴之所至，她还会

端着绣花绷，用五颜六色的彩线和边角料，给我

们绣狮子头顽皮猴老虎帽小方帕……

那年我考上高中，临别时母亲递给我一个袋

子。我打开一看，是一个漂亮的绣花枕头！枕套

用全新的洁白纱巾缝制，纱巾上寥寥数笔绣出含

苞待放的粉红荷花，荷叶舒展，一长发飘飘的女

孩正含笑低头赏着荷花。枕芯也是新棉花填充

的，软软的暖暖的，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这枕

头是给你的奖励。白纱绣上湖边荷花，女状元及

第白玉堂，衣锦还乡告爹娘。我家算是出秀才

了！秀才要赶考，没个好枕头就睡不好觉，影响

你读书……”母亲一边絮叨着一边细心地将枕头

包好，塞进我的行李中。未能读书是母亲此生最

大的遗憾，为供我们读书，母亲竭尽全力。家里

的枕头是用旧衣服改造的，塞的是稻草糠皮，如

此珍贵的纱巾，是母亲担着沉重的鱼虾穿梭在大

街小巷叫卖、省吃俭用买回来的。如今，母亲倾

尽所有的美好，凝聚在她日夜赶工的一针一线

中，只为让我在独自在外求学的日子里，生活得

舒心点学习上安心点。那个精美的绣花枕头陪

伴了我整个高中。

大学通知书终于到了，母亲笑了，笑意聚集

在眼角的皱纹里，令我恍惚间又见到当初母亲送

我绣花枕头时的满面春风。我对母亲说我想学

刺绣，母亲满口答应了。那枚小小的绣花针在母

亲那长满老茧的手里轻盈自由地在绣花绷上下

飞舞，却任凭我使尽办法还是无可奈何，几番下

来我灰心丧气了，切切实实地理解了母亲常念叨

的“看花容易绣花难”“活到老学到老，还有几多

学不到”，于是更敬佩母亲超乎常人的观察与想

象，心有所想即绣之所成，一针一线尽显极致。

母亲对待绣艺如此，对待生活亦如此。即使

是岁月沧桑，也不曾让母亲绣艺里渗透的温情与

美丽减少半分，对生活的期盼与打拼减少半分。

即使已年过古稀，母亲依然会戴着老花眼镜，亲

手为儿孙们做精美的绣花鞋，尤其是当家里迎接

新生命时，母亲总会绣制许多柔软漂亮的小花

衣。母亲的绣艺我没能学会，但是母亲却通过绣

艺教会了我为人做事脚踏实地，在平凡与困境中

迎难而上。

红色密码

在南昌，每个人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塔

一城人与一座城用这样的方式

将一个日子诠释成了一种精神

在南昌，一个日子可以是所有的日子

所有的日子也可以是一个日子

一城人的认同

是气象万千的大观，其情怀浩荡

用一座城认领一个“英雄”的称号

这是南昌人以平凡之心追求卓越的开端

一个特殊的日子

自此统领着每一个日子的步调

在南昌，每个人的情感中都飘着一片红

那是寒冬中有人向太阳借来的火

那是黑夜里有人用自己的热血点亮的灯

我因此发现，在每一天的晨晖中

都藏有英雄的平凡与伟大

气象万千的晚霞里

藏有一座城市的恢宏与精微

一座塔，一片红

合成了开启南昌的红色密码

以一个日子为起点

一城人胸怀一股人间英雄气

驰骋在“昌大南疆”的漫漫征途上

取一瓢赣江饮

让我的情感奔放不羁的河流叫赣江

从小我就喜欢坐在岸边听涛声隐隐

看一种自强不息，在晨昏里发光

裹挟着流年以不同的速度穿城而过

傍水而生的南昌城

是赣江谱系里最大的一棵绿植

像从《诗经》里分蘖出来的苍苍蒹葭

在灌溉爱情的同时我也许它以诗意的雨露

枕着赣江的涛声，等待一次日出

在一株水稻梦想过的高度

我以梦为马向春天索取一个绿色的密码

然后，在阳光下为自己注册新的身份

借八方通衢的道路和桥梁与梦想接轨

借赣江水韵拉伸南昌城市的经纬与向度

就着日出东方的辉煌时刻

我顺应赣江潮起

用诗歌的形式押八方来韵，唱和新时代

弱水三千，取一瓢赣江饮

可以解一座城市的世纪之渴

浪花千层，尽向南昌簇拥

可以畅想一座城市的情怀之美

离开稻谷，我们拿什么
解读乡村的未来

我最初认识的抚河，心生疑问

家乡的水稻

为什么年年都会在它的涛声里受孕

抚河悄悄地塞给我一个绿色的密码

告诉我以稻田为键盘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随手一扬，绿色的密码就撒满了田野

稻田里的蛙鼓此起彼伏，开始与抚河对诗

节奏与格律都自觉遵循大自然法则

偶尔一次出律也会及时得到自我修正

秋高气爽的季节，抚河会放慢流速

它想做一面镜子，让割完稻子的老农

对着镜子看见藏在皱纹里有光的岁月

大雪覆盖田野，抚河依旧捧出一轮太阳

已经不是单纯借用稻谷的成色

解读乡村的时代

离开了稻谷我们拿什么解读乡村的未来

抚河两岸，在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父老乡亲

过着小康的日子

水韵稻香流淌在梦的边际

鱼与米始终都是抚河抱守的诗经

日出时念一遍，日落时再念一遍

平静归于两岸炊烟袅袅的村庄

最终归于天道人心

怡情
诗笺 南昌密码

□□ 万建平万建平

（组 诗）

慈母手中线慈母手中线
□□ 詹红霞詹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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