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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有家财万贯
"

不抵汝瓷一

件
# $

汝瓷是保存最少的一种瓷
"

据

专家统计
"

目前全世界传世的汝官

瓷不足
!"

件
#

名列宋代
!

汝窑
%

官

窑
%

钧窑
%

哥窑
%

定窑
$

五大名窑之首

的汝窑
"

因地处河南古汝州而得名
"

在中国陶瓷史上有
!

青瓷之首
"

汝窑

为魁
$

之誉
#

这些专为北宋宫廷烧造的御用

瓷器即
!

汝官瓷
$"

简称
!

汝瓷
$#

汝瓷

之所以被称为五窑之魁
"

就在于它

独特的颜色
&&&

天青色
#

为了烧制釉色独特的汝瓷
"

工

匠们不惜工本
"

选名贵玛瑙入釉
"

使

其工艺更加精湛
"

最终使汝瓷呈现

出汁如堆脂
%

面若美玉
%

莹润纯净
%

素雅高贵的皇家之气
#

因此
"

历代皇

帝都把汝瓷视为吉祥之物
"

镇宫之

宝
#

汝瓷在南宋初就已十分珍贵
"

到了元
%

明
%

清各朝代
"

更是深藏宫

中
"

直至清末八国联军侵占北京
"

汝

瓷才流出宫外
"

几百年来
"

可谓弥足

珍贵
"

有价难求
#

由于文献记载不详
"

烧造汝官

瓷的汝窑究竟在哪里
%

它是如何烧

造的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

为破解谜

底
"

无数的古陶瓷专家学者为此费

尽心血
# !

清凉寺到段店
"

一天进万

贯
# $

一句流传于河南宝丰清凉寺一

带的乡间俚语诉说了这里曾经有过

的贸易盛况
"

这也引起了来此进行

调查的考古人员的注意
#

!)*+, -.$/

为找到汝官窑所在地
"

揭开它

神秘的釉料配方和烧造工艺
"

以孙

新民为主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
"

准备开始对宝丰县清凉寺进行

第一次试掘
#

在随后的
#

年发掘中
"

孙新民的考古队尽管也发现了一些

汝窑瓷碎片
"

但是
"

大量发现的还是

民窑的产品
"

它们并不是汝官窑
#

$%

年后的
$&&!

年初
"

考古队对

清凉寺窑址又进行了第
'

次重点发

掘
#

他们先后发现了
'

座烧制民用

青瓷的窑炉
"

找到了汝窑瓷器的单

独烧造区
"

在此之前发现的多是混

烧窑炉
#

但是
"

最为关键的汝官窑瓷

器的中心烧造区
"

一直扑朔迷离
"

不

肯与考古学家们谋面
#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

一

名清凉寺村的村民告诉他们
"

村里

挖地窖的时候
"

挖出了一些瓷片
#

考

古专家们立即赶到现场
"

通过对挖

掘现场的勘察
"

考古人员意识到这

里有可能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汝官

窑瓷器的中心烧造区
#

但是
"

面对清凉寺村密密麻麻

的民房
"

孙新民却犯了难
"

发掘面临

着诸多方面的问题
#

如果要进行
"

就

必须迁走一部分村民
#

最后
"

孙新民还是决定冒这个

险
"

毕竟
"

半个世纪的寻找积累的经

验
"

使他们这次还是很有信心的
#

(%%%

年
)

月
"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组

织精干人力
"

在当地政府的密切配

合下
"

进行了第
)

次考古发掘
"

经过

近半年多的发掘
"

终于有了惊人的

发现
#

在迁走村民的房屋下面
"

考古

专家挖出了
'%

种至
*"

种汝窑器

类
#

毫无疑问
"

宝丰县的清凉寺村

就是半个世纪以来
"

考古学家一直

苦苦寻觅的北宋汝官窑瓷器的中心

烧造区
#

这次发掘
"

共发现了窑炉
$&

座
"

作坊两处
"

以及水井
%

灰坑
%

过滤

池
%

沉泥池等重要遗迹
#

这里的汝官

窑遗址
"

经探定大约有
(*

万平方

米
"

几乎全在清凉寺村内
#

这次发掘
"

发现了研究陶瓷工

艺烧造技术不可缺少的窑炉
%

作坊

和各种有别于民窑的窑具
"

弥补了

长期以来研究汝官窑瓷器不见窑址

和实物标本缺乏的遗憾
"

窑址中出

土的遗物之丰富
"

也是历年来发掘

所没有见过的
#

北宋以来
"

汝窑青瓷工艺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
"

它不仅保持了汝窑

的传统瓷艺
"

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

格
"

烧造出一批精良作品
"

而博得

北宋皇帝的赏识
#

然而
"

短短的
("

年间
"

汝窑昙花一现
"

便消隐于战乱的尘烟

之中
"

它的烧制工艺

随之失传
"

工匠们再也

烧制不出同样的精品了
#

之后
"

历朝历代的工匠

们争相仿烧汝瓷
"

但

都因找不到其要诀

而未能成功
#

那

么
"

今天的陶瓷艺

人们能否破解汝瓷的烧制之谜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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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开始尝试恢复汝

瓷烧造技术的汝州人朱文立从一个

活人祭窑的民间传说中悟到
"

天青

釉色或许跟骨头有关
#

于是
"

他开始

用各种动物的骨头来做试验
#

无数

次的失败
"

让朱文立真正体会到了

!

烧天青釉难
"

难似上青天
$

这句话

的意味
#

$&!+

年
'

月
"

朱文立发现一窑

里面居然有
'

件器物呈现出天青

色
#

为什么只有
'

件能成天青色而

其他却不成呢
'

这种神秘的窑变到

底是怎样发生的
'

为找到准确答案
"

朱文立又连续烧了几窑
#

终于
"

他发现了汝瓷窑变过程

的秘密
#

原来
"

烧制汝窑难就难在烧

制时的火候与温度
#

就这样
"

朱文立

经过
*

年多的研制
"

先后调试配方

,(!

个
"

在
$*""

多次的失败后
"

终于

使汝官瓷的
!

天青釉
$

重回人间了
#

但是
"

仍有一个无法改变的事

实
"

从北宋到今天
"!

天青釉
$

还是时

隐时现
"

它的出现最多只能占到一

窑百件瓷器中的
$"!

"

也就是说
"

现

代汝窑精品在烧造工艺上仍有十窑

九不成之说
#

汝瓷烧造非常不易
"

它对釉料

的配方和火候的掌握都有极严格的

要求
"

每件瓷坯在窑中所处的位置

不同
"

受热程度不同
"

产生的窑变效

果也不一样
#

即使有了现代科技的

帮助
"

研究人员仍然很难对窑内温

度进行严格控制
#

面对一次次的失

败
"

研究人员在感叹汝瓷烧造工艺

难度之大的同时
"

更为古代工匠们

的智慧所折服
#

珍贵的汝窑
"

通过人

们近千年的探寻
"

终于揭开了它神

秘面纱的一角
#

现代研制的汝瓷
"

也

以大气
%

典雅
%

宁静的气质和不带任

何华丽装饰的自然
%

纯净之美
"

而被

世人追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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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有这

样的一个想法
"

认为自己的姓氏是

与生俱来的
"

很少有人去深究自己

的姓氏由来
"

更少有人去探讨姓氏

的奥秘
#

而前不久两位记者却给大

家带来了新的发现
"

他们寻找到了

!

第五
$

这个奇特的姓氏
"

并探寻了

这个奇特姓氏的奥秘
#

去年
$(

月的一天
"(

中国国家

地理
)

杂志社的记者刘睿正在紧张

忙碌着
"

她和她的同事将在一个多

月的时间内展开一次前所未有的

调查
*

寻找中国最奇特的姓氏
#

在

翻阅了大量的姓氏资料后
"

一个特

殊的姓氏引起了刘睿的注意
*!

第

五言福
$

是续百家姓中最后出现的

一组姓氏
"

百家姓中有大量复姓本

并不奇怪
"

但这个类似序号词的复

姓却不寻常
#

-./0 12-345

有关这个姓氏有一种说法
"

第

五姓的先祖原本是随同荆轲一同

行刺秦王的勇士
#

太子丹死了之

后
"

有
*

个勇士去刺秦
"

为了不暴

露身份
"

用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
%

第五取代
"

以免除灭族之祸
#

刺秦

失败后
"

勇士们四散逃亡不敢再用

本姓
"

这个奇怪的编号就此保留成

为他们的姓氏
"

并代代相传
#

但是

这终究只是传说
"

它的真实性究竟

如何呢
'

另一层疑问是
*

按照历史记

载
"

从第一到第八都曾经是姓氏
"

那为什么百家姓上只提到第五呢
'

其他的姓氏还存在吗
'

要揭开第五的秘密
"

关键是要

找到现在还活着的第五姓的传人
#

但是在
$,

亿中国人中寻找这么罕

见的姓氏
"

犹如大海捞针
"

困难重

重
#

正当寻找工作一筹莫展时
"

新

的线索出现了
"

据说南京有一位老

太太就姓第五
"

然而寻找真的会这

么顺利吗
'

很不幸的是
"

南京唯一的姓第

五的老太太去世了
"

那下一个目标

呢
'

踏破铁鞋
"

刘睿和同事马宏杰

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
!

第五
$

村
#

然

而
"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和什

么样的一群人呢
'

埝口五村的确是第五姓的天

下
"

村中姓第五的人占了绝大多

数
#

这之前寻遍全国却只有一两个

独立线索
"

为何一下子就出现这么

多
!

第五
$

集中在一个小小村落中
'

他们到底是哪儿来的呢
'

有着怎样

的过去
'

当年
"

!"

余岁的第五伦奉诏

到了今天陕西的埝口五村颐养天

年
#

从此
"

第五姓的后裔就一直在

此生息
#

第五姓对传统的重视
"

以

及家庭成员之间令人羡慕的凝聚

力可能就是这个姓氏传承至今的

原因
#

此时
"

最令人好奇的问题再

次浮出水面
*

他们真的是传说中的

刺客后人吗
'

6789 45:;<=

费尽周折
"

第五的由来终于有

了答案
*

这个奇特姓氏和第一
%

第

二及至第八一样
"

来源于
("""

多

年前的一次大移民
"

他们的共同祖

先是当时的望族
*

田姓
#

为了削弱

豪门的权势
"

汉武帝下令将田氏分

拆为支
"

分批前往全国不同地区
"

第五这一支恰恰由于东汉第五伦

的个人影响力而得以传承
#

原本并

不强势的第五家族延续
("""

年未

衰落
"

这本身就是个奇迹
#

然而就

在此时
"

从陕西旬邑又传来了新的

线索
"

那里居然也有一支第五姓的

人
+

相隔很远的两拨儿
!

第五
$

会是

失散多年的远亲吗
'

对此
"

专家们

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

和张王李赵这样的大姓相比
"

第五姓的人口可以说微不足道
"

但

是和其他许多姓氏一样
"

("""

年

来
"

第五家族也经历着长距离迁

徙
%

开枝散叶这些不可抗拒的变

迁
"

只不过因为这个姓氏的特别
"

让
("""

多年来家族的生长脉络异

常清晰
#

这个奇迹般保留下来的稀

有姓氏
"

可以说是中国人姓氏传承

的一个完美的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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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文物高
,'

厘米
"

口径
&

厘米
"

用木条做框架
"

用桦树皮围

合缝制
"

外层包着褐色印金花纹
"

还嵌缀着珠宝金饰
#

虽然整体感觉

低调简朴
"

但细节处却难掩奢华
#

这件文物整体的造型更为特别
"

它

的下半部呈圆筒形
"

上半部呈
!

-

$

形
#

是酒杯
'

中国古代的酒器非常

繁多
"

这件文物上半部分开的两

端
"

有点像古代酒器
!

爵
$

的爵流和

爵尾
"

难免有人会联想到是酒杯
#

然而
"

这件文物是用薄薄的树皮包

裹而成
"

上面镶缀的金饰使得圆筒

部分有不少孔洞
"

如果用它来盛

酒
"

恐怕要一边斟酒
"

一边漏酒了
#

这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酒杯
#

既然它不是酒杯
"

那又是什么

呢
'

难道是皇室贵族们用来搁脚的

器具
'

古代贵族休闲时坐着华丽的

椅子
"

把脚伸出来放在一个器物上

面
"

既舒适又气派
#

然而
"

从这件文

物的材料来看
"

它并不结实
"

因为

做框架的只是木条
"

而外面只包了

一层桦树皮
#

这恐怕支撑不起两只

脚
#

于是
"

又有人猜测它是蒙古族

装箭用的器具
#

弓箭是蒙古族的重要武器
"

箭

的箭头都比较锋利
"

装箭的容器自

然要结实耐用
#

可这件物体是用树

皮包裹而成的
"

树皮比较薄
"

这使

得它远不如当时普遍使用的皮制

箭袋那般耐用
#

更何况
"

若是放箭

用的
"

这上面分开的设计
"

又无法

解释清楚
#

看来
"

以这件文物的材

质
"

用它来放置锋利的箭实在是困

难
#

那么
"

它究竟是什么
'

又是做什

么用的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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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

还是请专家给大家揭开

这个
!

-

$

形木的谜团吧
#

原来
"

这件

造型奇特的文物是中国元代蒙古

族妇女的一种冠服
"

也就是一种头

饰
"

它有一个奇妙而好听的名字
"

叫
!

姑姑冠
$#

姑姑冠是一种高高长长看起

来很奇怪的帽子
#

这种帽子
"

一般

用桦树皮围成
"

外面包着贵重的丝

织物
"

缀着各种珠宝
"

很是华丽
#

戴

上这种帽子
"

远远就能看见
"

很惹

人注目
#

!

姑姑冠
$

这个有趣的名字
"

其

实是蒙古语
!

妇女头饰
$

的汉语音

译
"

叫
!

顾姑冠
$%!

古固冠
$

等
"

汉族

叫它
!

姑姑冠
$"

这样更亲切可人
#

姑姑
"

其中有一意思为妇女
,

冠
"

为

帽子
,

姑姑冠
"

就是女子结婚戴的

帽子
#

"KLMN OPQRST

在元代
"

只有蒙古族贵族已婚

妇女才能戴姑姑冠
#

这一独特的冠

服的起源
"

是来自于古代蒙古族的

一种特殊的抢婚风俗
#

姑姑冠
"

就

是为了区别已婚妇女与未婚少女

而演变的一种冠服
"

它也因此成了

已婚妇女的标志
#

这样
"

戴上了姑

姑冠的女性
"

就可以避免外人不知

是否已婚而被
!

抢婚
$%!

求婚
$

了
#

按照当时的风俗
"

蒙古族的贵

族妇女结婚后
"

要将头顶至前额的

头发剃光
"

再戴上
!

姑姑冠
$#

这已

婚贵族妇女头上的姑姑冠
"

最忌讳

别人触碰
#

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
"

如果触碰了姑姑冠
"

就会给戴冠者

带来厄运
#

另外
"

由于姑姑冠比较高
"

戴上它的妇女出入时要低下头
"

稍稍弯腰侧身
"

以免姑姑冠碰到

别的物体
"

所以戴冠者的姿态甚

是婀娜
#

在电影
(

成吉思汗
)

中
"

人们就可以看到姑姑冠的身影
#

电影中成吉思汗的母亲额伦
%

成

吉思汗的夫人孛儿贴均戴着
!

姑

姑冠
$"

还原了当时蒙古族贵族已

婚妇女的衣着服饰
#

由于戴着姑姑冠干活肯定是

不方便
"

所以普通牧民妇女是不戴

这种华丽的头饰的
"

只有贵族的已

婚妇女才戴姑姑冠
#

元朝灭亡后
"

!

姑姑冠
$

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

如

今
"

蒙古族妇女在盛大的歌舞会上

和婚宴喜庆的隆重场合里
"

头戴豪

华的冠饰
"

我们依旧可以看到当年

姑姑冠的华贵神韵和蒙古族妇女

的美丽与浪漫的风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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