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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鲁花”之乡

千年繁花今又开
本报记者 任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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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特展”在首都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
图片、照片和实物展品约280件（组），凝炼地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走进展览序厅，地面上一块块金色的年份牌
格外醒目，从1921到1949，标注了中国共产党7
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新中国成立的时间。

展览策展人、首都博物馆国际合作与历史文
化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黄小钰介绍，此次展览由首
都博物馆联合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河北博物院、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西柏坡纪念馆共同主办，北京鲁迅博物馆 （新文
化运动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北京市档案
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协
办，集结了各馆的研究成果和文物藏品。展览分
为四个部分，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土地革命、
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四个历史时期为时间线
索，用史料和文物还原重大历史事件，以点带
面，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革命历程。

在展览第一部分，观众可以看到《新青年》
《少年中国》《每周评论》等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重要
报刊，还能一睹 1872 年德文版、1888 年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 的真容。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
思主义吸引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关注。1920年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
版，为探索救国的革命先驱们点燃了信仰之光。

穿过仿上海石库门建筑的门洞，一艘古朴的
木质红船映入眼帘。“这是仿照中共一大会址嘉
兴南湖纪念红船制作的木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
成立这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黄小钰说。1921
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
上海望志路106号 （今兴业路76号） 开幕，最后
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
产生中央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艘小
小的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驶
入历史的波涛壮阔中，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
巍巍巨轮。

红军在井冈山时期挑粮的扁担、“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公告、灰布制作的红四军军装……一
件件展品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艰
苦奋斗历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
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土地革命时
期。党创建发展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逐步
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星
星之火，在华夏大地上渐成燎原之势。

一面展墙上，悬挂着一双双富有年代感的草
鞋，下方一幅农家妇女打草鞋的画像引人注目。
画中的女子名叫陈发姑，江西瑞金人。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成立后，她送丈夫朱吉薰参加红军。
1934年，朱吉薰所在的部队奉命北上长征，从此
杳无音讯。但陈发姑始终坚信红军和丈夫一定会
回来，每年为丈夫打一双草鞋，即使双目失明也
不间断。直至2008年去世前，陈发姑共为丈夫打
了75双草鞋。她痴情守望的故事令人动容，被誉
为“共和国第一军嫂”。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缴获敌人的子弹
盒、击落日军飞机做的铝碗，这是怀涿县战斗英
雄奖旗，它们均为首都博物馆的藏品。”黄小钰
介绍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
面爆发，由此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

战场。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的历史转折点。

泛黄的墙面，朴素的桌椅，墙上挂着一幅
《平津战役示意图》 ——展厅里复原的西柏坡中
央军委作战室，带领观众回到那段峥嵘岁月。在
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了震惊中
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
争的关键胜利。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四个决议案》

《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国都定于北平、北平改为北
京及纪年方法、国旗、国歌问题的通报》……展
柜里陈列的这些文件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在今
天读来，依然能感到字字千钧的分量和朝日初升
的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了！”大屏幕上播放着开国大典的影像资料，这
句掷地有声的宣告，时隔70多年，仍让人心潮激
荡、热血沸腾。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守信仰，不忘初心。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推出这
个展览，希望它成为党员、群众开展党史学习的
重要园地，希望大家在参观展览中深化对党史的
认识，汲取奋勇向前的精神力量。”北京市文物
局副局长、首都博物馆党委书记白杰说。

鲁山花瓷，古陶瓷收藏者简称“鲁花”，是唐代鲁山段店所产的一种黑
地乳白蓝斑花釉瓷器，曾被奉为贡品，名满天下。

记者日前来到“鲁花”之乡，探访名窑遗址，聆听文化传承的故事。

访千年窑址

走进河南省鲁山县梁洼镇段店村，只见老村部旁矗立着一座黑底白字
的石碑，上书“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段店瓷窑遗址”。

段店窑创烧于唐，历经宋金，终于元，烧制瓷器历时数百年，制瓷水
平高，瓷器品种齐全、花色多样，在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段店瓷窑遗址面积77万平方米，文化遗存丰富，2006年被列入第六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唐代的，这是宋代的……”在距碑不足百米的麦地里，段店花瓷
企业经理李新春弯腰从土里找出几块瓷片，“它们都是古代烧窑留下来的瓷
片，以前多得都影响种地，村民们就把大的拣出来和在泥里砌墙。后来这
里保护了起来，但地表的小残片还有很多。”

瓷片大的如小孩巴掌，小的如大衣纽扣。“这些瓷片大多是‘鲁花’。”
李新春说着，把瓷片放在记者手里。细看这些瓷片，多为黑地蓝斑，釉肥
厚细润，胎坚硬如石。

梁洼镇文化站站长景二君告诉记者，花釉瓷是唐代新开创的一种高温
窑变釉瓷，在黑釉、酱褐釉等釉地上饰以天蓝色、黄褐色或乳白色彩斑，
给人以绚烂生动、变化莫测之感。唐代河南地区烧制花釉瓷的窑口很多，
其中以鲁山段店窑的花釉瓷质量最好，最负盛名。

李新春介绍，作为名窑之乡，段店不少人家都有一两件祖上留下来的
宝贝，如唐代的花釉瓷罐、宋代的酱釉梅瓶。“如果村里建博物馆，乡亲们
愿意无偿捐出这些宝贝。”李新春说。

听羯鼓故事

长圆筒，两头粗，中间细，黑亮的釉面上点缀着蓝白色花斑——在鲁
山，记者看到很多这样的花瓷鼓。

“这种鼓唐代叫羯鼓，也叫腰鼓、拍鼓，是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打击乐
器。因源于戎羯，故称羯鼓。鼓身原为木质，到了唐代，由于制瓷业蓬勃
发展，出现了大量陶瓷烧制的羯鼓。”平顶山市鲁山花瓷制作技艺传承人王
群成介绍说，《旧唐书·卷二十九》对此也有记载：“腰鼓，大者瓦，小者木，
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文中的“瓦”意为陶土烧制的器物。

景二君告诉记者，唐代 《羯鼓录》 描绘羯鼓之声“破空透远，特异众
乐”，其中还记载了唐玄宗与宰相宋璟谈论鼓乐之事：“不是青州石末，即是
段店花瓷”。这里的“段店花瓷”就是指鲁山段店所产花瓷羯鼓。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唐代黑釉花斑瓷鼓，器型典雅，釉色厚润，是传
世唐代瓷器中的精品。20 世纪 70 年代，故宫博物院专家曾到鲁山段店调
查，发现了黑釉花瓷腰鼓残片，其特征与故宫所藏腰鼓完全一致，从而认
定传世花瓷腰鼓确实出自鲁山段店窑。

“目前存世的唐代鲁山花瓷完整器型较少，我们根据故宫这件藏品复原
出花瓷羯鼓，可以让观者领略到豪放、恢弘的大唐气象。”王群成说。

观窑火传承

窑火烧得正旺，王群成通过观察孔看了一眼窑膛，对记者说：“现在温
度是1000摄氏度左右。窑温600摄氏度时排湿气，600至1000摄氏度排矿物
质杂质，1000至1300摄氏度还原，保持5个多小时。这窑里烧的都是鲁山
花瓷，有鼓、有瓶。”

自2006年以来，王群成致力于鲁山花瓷的复原和传承，逐步掌握了传
统鲁山花瓷制作技艺，创立了鲁山花瓷传承基地，被评为国家高级工艺美
术师和市级非遗传承人。

复原古老的花瓷烧制工艺难度极高。王群成上百次到段店遗址搜集各
种残片，进行分析化验，并请教陶瓷界专家学者，走访各地陶瓷艺人，反
复进行烧制试验，终于攻克了鲁山花瓷烧造难题，使这一濒临失传的技艺
重焕光彩。

走进鲁山花瓷传承基地展厅，各种各样的花瓷琳琅满目：传统的鼓、
钵、瓶、罐、注等，器型古朴端庄，釉色厚润饱满，颇具唐代风格。新创
器型“太平有象瓶”“中华富强鼎”等，造型大气典雅，融合了古韵与现代
审美意趣。王群成介绍，现已复原“鲁花”传统器型 300多种，创新“鲁
花”作品100余种，作品远销海外，并多次获奖。

鲁山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景春迎介绍，近年来，鲁山县围绕鲁山花
瓷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育了王群成、袁留福等多名非遗传承人，
大力发展花瓷产业，年产值已超过 10亿元。“我们将着力打造集科研、生
产、销售、展示、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花瓷小镇，把花瓷文化挖掘好、
弘扬好、保护好、利用好，为人们的生活增光添彩。”景春迎说。

本报电（记者蒋云龙）“他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纪念周恩来总理珍品展”日前在重庆红岩
革命纪念馆开展。

展览重点展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电视
纪录片 《百年恩来》 拍摄过程中收集的国内外知
名人士题词、书画和摄影珍品。其中包括万里、
宋任穷、萧克、张震、张爱萍、谷牧等老一辈革
命家，巴金、曹禺、臧克家、周巍峙、吴祖光等
文艺名家，西哈努克、基辛格、池田大作、韩素
音等国际知名人士的亲笔题词；赵朴初、关山

月、沈鹏、李铎、韩美林等书画大家专为 《百年
恩来》 及此次展览题写的书画作品；意大利著名
摄影家焦尔乔·洛迪面赠周恩来亲属并题词的《沉
思中的周恩来》 原版照片等。展览首次公布了珍
藏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周恩来重要历史档案以
及周恩来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提供的珍贵史料。

展览分为“昭”“公”“清”“爱”四个部分，
生动展现了周恩来崇高的思想品德与独特的人格
魅力，表达了国内外各界人士对这位历史伟人的
深切怀念之情。

据悉，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曾
在重庆红岩村进行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
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
功勋。此次展览对于继承和弘扬红岩精神有着特
殊而深远的意义。

该展览此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
北京大学、上海、广州、日本、澳门、淮安、武
汉、绍兴等地相继展出。此次重庆站展览由重庆
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 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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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周恩来总理珍品展”亮相重庆

图①：参观者在展厅拍照留念。
陈晓根摄 （人民图片）

图②：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模型
本报记者 贺勇摄

图③：1872年德文版《共产党宣言》
张天一阁摄

图④：《〈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国革命
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本报记者 邹雅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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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成复原唐代花瓷羯鼓 王群成供图

段店村民收藏的唐代鲁山花瓷罐 李新春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