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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随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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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多彩多彩

椿树王
王率军

木户加奈沉思片刻，从房间里拿
出一本日文杂志，翻开其中一页：“这
是几年前给我祖父做的一篇专题，里
面有一张关于木户笔记的照片，不知
道是否合许桑的心意。”

我接过杂志，照片中的木户笔记
被放在一个玻璃橱窗里，中间均匀摊
开，镜头角度俯拍。可能是摄影师水
平欠佳，玻璃反光很强，笔记只能看到
一个轮廓，里面的文字内容却很难看
清。配图的说明大概意思是：这是木
户有三先生在中国考察期间使用的笔
记，如今已成为木户家的文物，被妥善
保管在荻市私人博物馆内，云云。

我找木户加奈借了一个放大镜，
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算勉强从这个
糟糕的摄影师手里分辨出一行文字
来。从这行文字的排列来看，木户笔
记与《素鼎录》的加密方式基本相同，
使用位移式密码。但是在简略的心
算之后，发现我所知道的密码，无法
解开这本笔记。

关于玉佛头的
第一次会谈就这么
结束了。我和木户
加奈达成了初步协
议 ，她 会 尽 快 联 络
日本方面把那个笔
记 本 寄 过 来 ，而 我
则帮她把“付贵缴”
这 个 人 找 出 来 ，破
译木户笔记——至
于 玉 佛 头 ，木 户 加
奈答应会继续与研
究 所 的 人 斡 旋 ，至
于效果则要看我们
的工作效果了。

离开饭店以后，药不然偷偷问
我：“你说木户家的那本笔记，会不会
就是另外一本《素鼎录》啊？如果真
的是，那还找什么付贵缴，你不是就
能破译吗？”

我摇摇头说，哪有这种好事，然
后给他解释说这种位移密码是怎么
回事。

其实说穿了很简单，位移密码使
用的是中文电报编码。这种编码是
在1873年由法国人威基杰根据《康熙
字典》创造出来的，用四个阿拉伯数
字代表一个中文汉字，绝无重复。比
如 6113 代表袁，0213 代表世，0618 代
表 凯 ，只 消 在 电 报 局 拍 发
611302130618，收件人就能翻译成袁
世凯三个字。

在需要加密的时候，加密者会设
定一个密匙，密匙可以是任何东西，
但表达的意思是必须是数字的加
减。比如-200，用需要加密汉字的编
码去减这个数字，会得出一串新数
字。袁（6113）世（0213）凯（0618）就会
变成5913/0013/0418。这三组数字也
有对应的汉字，分别是诘、倬、厄。这
三个字给别人看，那就是天书，但如

果知道了密匙，经过简单计算就知道
说的是袁世凯。

《素鼎录》和木户笔记虽然用的是
同一套密码系统，用的却不是一套密
匙。我知道的密码，解不开这本笔记。
看来，还是得从木户加奈提供的那条线
索，去找这个叫“付贵缴”的人。

我俩正说着，黄烟烟从后头走
过来。我追过去问她：“黄小姐，刚
才木户加奈提到那个名字时，我看
你好像知道些什么，你知道这个付
贵缴是谁吗？”

黄 烟 烟 回 头 吐 出 两 个 字 ：
“知道。”

我有点恼火：“玉佛头不是我一
个人的事，你知道什么，能不能跟我
说说？”

黄烟烟没搭理我，自顾往下走
去。我走上去要拽她胳膊，她手腕一
翻，一股力道涌来，差点把我给甩下
去。

玉佛头照片上疑点重重
我看她态度实

在恶劣，只好把昨天
黄克武送给我的青铜
蒲纹青铜环从兜里掏
出来，在她面前一晃：

“你们家黄老爷子是
让你跟着我，不是我
跟着你。”

黄烟烟看我亮
出青铜环，嘴角抽动
几下，高耸的胸口几
下起伏，显然是气坏
了。她银牙紧咬，终
于开口道：“当初逮捕
许一城的探长，名字

叫付贵。”
“嗯？那付贵缴是谁？”我一下子

脑筋还没转过来。黄烟烟轻蔑一笑：
“缴是收缴证物的印记。”

我这才恍然大悟。许一城被捕
以后，那些笔记也会被当成证物，需
要在上头写明是由谁来收缴的。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我问。
黄烟烟摇摇头，径直迈开长腿走

了，多待一秒都不情愿。
我苦笑一声，没说什么，把黄

烟烟的事搁到一旁，开始思考付贵
的事情。

木户有三的这本笔记，作为指控
许一城的证物被付贵收缴，还在背后
做了个记号，然后不知何时又回到了
木户有三手里。这其中的蹊跷曲折
之处，很值得探讨。

我正想着，突然全身开始剧颤，
整个人几乎站立不住，好像触电一
般。这大哥大功率十足，一响起来震
得我全身跟筛糠似的。我忙不迭地
按下通话键，放到耳边。电话是刘局
打过来的，我把见面情况一
说，刘局立刻做出了判断：

“她这是在借钩钓鱼。” 26

叶霓不相信，觉得里面有猫腻，
浦诚忠似乎没有跟她讲实话。

她接着问道：“你中午在哪里吃
的饭？”浦诚忠如实回答在一个中餐
馆里，叶霓问：“是你请客？”

浦诚忠回答：“不是，是秋棠结
的账，到了波士顿她们怎么会让我
结账。”

这大大出乎叶霓的意料，她一
直猜测那对母女又要算计浦诚忠的
钱。

叶霓心里狐疑。不过她想到家里
的经济大权都是她一手掌握的，浦诚忠
真要拿出钱来给她们，也必须经过她的
手。只要她把钱抓住，浦诚忠的人在眼
前，不怕她们背后做什么手脚。

到年底了，公司给员工发红包，
秋棠不仅收到了一个沉甸甸的红包，
还收到额外派送给她的十万股公司
原始股票。

公司的圣诞晚
会 如 期 举 行 ，秋 棠
和晓华都用心打扮
了一番来参加。晓
华穿了一件鲜艳的
红 色 晚 礼 服 ，衬 着
她 的 笑 脸 ，她 的 热
情 洋 溢 ，整 个 人 像
一 团 火 焰 在 飞 扬 。
秋棠穿着她在国内
订做的黑色软缎旗
袍 ，前 襟 和 裙 摆 绣
着粉色和金色的牡
丹 ，高 贵 典 雅 。 她
静 静 地 站 着 那 儿 ，
透着一股神秘感。

小乔瑟夫一晚上不离晓华左右，
任谁都可以看出来他的倾慕之意。

晚会进行期间一直穿插着抽奖，
每个人进门时都领到一个座位号，根
据座位号来抽取奖品，奖品都是各色
电子产品，秋棠得到了一部手机，那
个大奖——刚上市不久的最新型的
手提电脑抽到的竟是晓华的号码。

秋棠注意到那个主持人在开始
之前曾走到他们桌旁，站在乔瑟夫身
边和他低声商量着什么，晓华的号码
放在桌子上，那人的眼光曾若有若无
地在上面扫过。

所以当主持人宣布大奖的得主
号码时，晓华站起来大笑大叫着跑上
前去领奖，秋棠则看向乔瑟夫，他一
边跟着众人拍手一边朝她挤挤眼，秋
棠暗中叹气：这人的奸诈都不要掩
藏，他摆明了就是要让晓华高兴，就
是要帮自己儿子的忙，谁又能把他怎
么样？

人和人在一起讲缘分，有时两个
陌生人第一次见面就互相看着不顺
眼，相反有的人会一见如故，好像上
辈子就认识了一样，乔瑟夫和晓华就
属于这种有缘的类型。

两个人天南海北地聊着，乔瑟夫
看着晓华摇头晃脑地感叹：“我一直

想要个女儿，如果我有女儿，应该就
是你这个性格、你这个样子的。”他努
努嘴，朝着小乔瑟夫和秋棠坐着的方
向说：“我那儿子没有一点儿像我的
地方，不过你也一点都不像你妈。你
看，你看，他们俩的气质倒像是母子
一样。”

然后问晓华将来想干什么，晓华
说她毕业后要考法学院，将来当律师。

乔瑟夫打量着晓华沉吟道：“我
看你是个做生意的材料，不如毕业后
就到公司来跟着我干，不出几年就练
成熟手了。你和小乔瑟夫俩一个管
生产开发，一个搞市场，正好。”

“你可以在暑假到公司来实习体
验一下，我敢打赌你一干上就会喜
欢，这个工作的挑战性超过了律师。”

乔瑟夫说得晓华好奇心大起，点
点头说好，夏天我到你们公司去实习
看看。

她没想到这一番谈话从此改变
了她的职业生涯。

晓华在乔瑟夫
的“忽悠”下，大三结
束后的那年暑假来
到乔瑟夫的公司打
工，乔瑟夫果然有眼
光，晓华天生就是做
生 意 的 材 料 ，脑 子
快，心思转得也快，
口才好，人又热情爽
朗大方，和她打交道
的外面公司的人都
非常喜欢乔瑟夫这
个年轻的助理。

晓华越干越上瘾，到后来简直以
公司为家了，比秋棠工作还努力。

这期间收益最大的人是小乔瑟
夫。因为晓华来公司里工作，自然和他
接触的机会就无限增加了。老乔瑟夫
暗地里推波助澜，他分给晓华的活儿往
往都是和技术相关的，晓华不懂技术，
两眼一抹黑，问乔瑟夫，他就两手一摊：

“这技术问题我也不懂，这些都归小乔
瑟夫负责，你得去问他才行。”

晓华只好去找小乔瑟夫讨教，这
就给了小乔瑟夫充分的机会显露自
己的学识、才华、人品及工作态度，还
有，他对晓华的关心。

转眼秋天到了，晓华要离开公司
回学校上学了，她心里颇有点恋恋不
舍，乔瑟夫特意请和她共事过的同事
们一起吃饭，欢送她。

回到家，秋棠又跟晓华说：“其实
我一直看好一个生意，做国内的生化
制品以及原料的进口，这在美国现在
是个巨大的空白。”

晓华问道：“那妈妈你为什么不
动手做呢？”

秋棠说：“你在公司待过也知道，
公司里的活我都忙不过来了，白天和
这边客户联系，晚上还要和国
内客户联系，我哪里还腾出手
来干这个。” 26

连连 载载

感谢有唐诗，感谢有爱情，让我们
活得很有感觉。

爱的感觉正流淌，从字迹中间来，
或已流成长江。“青梅竹马”“两小无
猜”，发源于唐诗；“心有灵犀一点通”

“春蚕到死丝方尽”，也发源于唐诗。
唐诗是刮过风的屋居，爱是风铃生出
嫩芽的眼睛。如同蒲公英的小毛毛，
落在我们心尖尖。

《唐诗三百首》里有三首诗写的是
爱情，标题叫《长干行》。其中两首是
崔颢写的，两首诗都是五言绝句：君
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
问，或恐是同乡。后一首也是四句话，
是这个男子回答这个姑娘：家临九江水，
来去九江侧。同时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就这么两首，一问一答。姑娘问
四句，小伙答四句，非常朴素，也没明

确地说什么故事。但诗人对爱情的冲
动，男女之间略带有几分羞涩的表达，
都写得相当好。

另外一首《长干行》，是一首五言
古诗，它一共有 30 句，是鼎鼎大名的
李白写的。故事虽简单，诗却写得柔肠寸
断。它以一个女孩的抒情口吻写：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
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
小无嫌猜。十四为君妇，羞颜未尝
开。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十五
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
上望夫台。十六君远行，瞿塘滟滪
堆。五月不可触，猿声天上哀。门前
迟行迹，一一生绿苔……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这两成语，都
是从这首诗中生发出的。这首诗描写
的爱情虽和崔颢一样质朴，但已经似

长江一样跌宕起伏，其优美情韵和意
蕴流长远胜崔颢。

同是唐朝的李商隐爱情诗，就完
全不一样了，非常朦胧，非常惆怅。他
主要写相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
灵犀一点通。”他又喜欢写相思苦，爱
了但不能实现，受相思煎熬。他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唐代还一个名叫薛涛的女子，也写爱
情。她写了一组《柳絮咏》，其中流传
最广的一首是：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
摇荡惹人衣。他家本是无情物，一任
南飞又北飞。

诗中处处摇荡着多情常被无情恼
的况味，像写失恋……二月杨花荡人
衣，去踪难料，飘忽恼人，而阴晴不定
的爱情——“惹”心中生成欢、愁的涟
漪无数。一个“惹”字，引万般情缕缠
绕在心头，飘忽在眼帘；一个“惹”字，
春梦破碎似成被夺的城郭，只能回忆
不能聚首。

唐诗中描写爱情的诗篇，都美到
骨子里了。不管是笑的、苦的、愁的，
像一幅幅画，只可远观，不可近玩。

也许是研究方向所致，读作家何
光占的长篇小说《雪刺》，我的第一感
觉是小说中许多情节都在传达着独特
的经营理念，他是不是在用一段尘封
的往事来诠释现代生活以及人们充满
商业气息的经营理念呢？

因工作和写作的需要，我走访过
很多企业，他们一直在大讲特讲领导
力、团队执行力、企业文化传承等，其
实静心细想，这一切都是在经营人心
向背。

《雪刺》中方家的祖传家训：扎下
根，别伤根，别烂根，这其实是一条地
地道道的准确传神的经营祖训，完全
可以应用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上。
到哪里去扎根？毫无疑问是到人心之
中。当代企业在产品研发上、管理上、
营销上及企业文化上都想出千变万化
的措施来应对，可都没有这句话说得
清楚，讲得透彻，即人心所需就是企业
努力跟进的方向。

方家祖训道出了一个最基本最中
心的思想，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再看
看方家是如何运用的。

小说中的方老爷子从来没有打骂
过自己的兄弟，更没拿自己的兄弟们
当发财升官的工具，而是像兄长和父
亲一样爱护自己的兄弟们。也就是
说，方家山头是一个极为温暖和安全
的家，无论家（山头）怎么变换，只要有
方老爷子的出现，温暖和安全就会随

时随地地有。当夏炮头、刘炮头战死
时，还念念不忘老当家的好，甚至看见
老当家的“来接”自己来了。读到这时
我真是感动极了。

方家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搏
斗，多次受到打击，可方家却无比团
结，从来没有叛徒，从来没有过分崩离
析，随时随地都能形成战斗力。这使
得方振山的决策能执行到位，在这一
过程中，深化了革命情感，壮大了自
己。这应该说是团队执行力的最高境
界。也正因为这种扎根到兄弟们心中
的做法，不但没有削弱方老爷子的威
信，反而增强了他个人的光辉。这种
光辉竟然影响到了仇家，最后方家与
于家强强联合起来，成为一支令日寇
闻风丧胆的强悍部队。这是一种典型
的企业文化再现，这种企业文化也是
当代许多企业家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方振山继承了家训，一直与兄弟
们情深义重，与仇家不离不弃，加之方
老爷子的威信，他才能顺利地接过山
头的领导权，为山头的发展做好铺
垫。这可以看作是家族企业的传承。
当方振山当家之后，时刻不忘祖训，用
他年轻人的思想率领兄弟接连打了几
个胜仗。这引起鬼子的注意，于是重
兵围剿，遭受了挫折。在这时，龙向飞
提出向杨司令的部队学习，方振山与
龙向飞是生死与共的兄弟，被他说动
了，于是向杨司令学习游击战术。与

杨司令一见面，眼前
之人就是当年在狱
中救过自己的老哥，
两人感情很深，于是
把共产党的新思想
新方法引入到了方
家。这可以看作是
经营方式的转变，于

是改造了自身，使得整个团队焕发出
新生机，兄弟们有了更高的生命取向。

小说中还有一个不常出面却很重
要的人物，那就是杨再天。杨再天作
为东北抗联的一方领袖，展现出极强
的领导力，他能降服方振山就是因为
有高尚的情怀和高超的领导方法。杨
再天能以情召人：狱中救下方振山；共
启愿景：在狱中畅想未来；以身作则：
在冬季冷水中过河；挑战现状：破解关
东军凶狠围剿；激励人心：开军成立大
会，讲形势鼓舞士气；使众同行：同志
们都愿意随他征战疆场。这些方法杨
再天一一用来，有条不紊，让人心生佩服。

方家及后来的东北抗联方老爷子
支队是很有凝聚力的，这种凝聚力不
单得益于扎根到兄弟们的心中去，还
得益于方老爷子的另外一个观念：时
刻要计算好并过好日子。这个观念使
得方老爷子有别于一般的义匪形象。
方老爷子精打细算才使得兄弟们手里
的家伙（装备）可以与鬼子一较高下，
这也为队伍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这也给兄弟们另外一种安全
感。反观当今某些企业家，大手大脚，
铺张浪费，一到难关，企业就完蛋，于
是出现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这确实
是有借鉴意义的。

综言之，这不单是一本抗战小
说，还是一本蕴含许多经营方法的范
本。

大学里有个教学督导组，是专门
给老师挑毛病的，一些经常被听课的
年轻教师都很害怕，私下称之为“教
警”。我就对他们讲，人家耐心听你的
课，劳神费力地给你提意见，那是关心
你，觉得你是可造之才，有上升的空
间，希望你能进步快一点。而像我这
样的老教师，已经有十多年没督导来
听课了，我就是请他们来听，人家都不
肯来，不是说我的水平高到无可挑剔
了，而是人家觉得我已经定型了，没有
潜力可挖了，不值得批评。所以，有人
批评，这是你的幸福，你应该感到荣幸
才是，除非你不想干了。

北京有个著名作家也持这个观
点。他曾对我说，我是真心想听听批
评意见的，但这些年来，我的作品研讨
会开了多次，每次听到的都是一片表
扬之声，要按他们的说法，我是故事
好，语言好，人物好，架构好，风格好，
无一不精，书堪与《红楼梦》媲美，人是
中国的巴尔扎克，可说这么好，诺贝尔
文学奖咋不给我呢，咋就给了人家莫
言了？没有批评，我就不知道自己的
短板，就没有努力的方向，就只好是自
我感觉良好地在重复自己，我很困惑
也很郁闷，有人批评是幸福啊！

人无完人，谁都有需要批评改正

之处。一般来说，青年人受到的批评
较多，这除了他们确实有明显缺点和
不成熟的一面外，还因为人们对他们
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克服缺点，尽快
成熟，也相信他们能不断进步，成为骨
干或栋梁之才。因而，绝大多数批评
都是出于关心、爱护，是与人为善，能
听到批评应视为人生财富。

但任何批评的本质都是否定和指
责的，不管语气如何委婉，用词如何讲
究，听来都是不那么令人愉悦的，甚至
会使人面红耳赤，下不来台，为此得罪
人的也不少。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永
远是表扬的多，批评的少，栽花的多，
挑刺的少。而真正能给事业带来帮助
的，还是真诚而尖锐的批评。

魏征不留情面的批评、挑刺，成就
了一代英主唐太宗，带来了盛极一时
的贞观之治；而被高力士、杨国忠、安
禄山一帮马屁精包围的唐玄宗，则在
一片颂扬声中葬送了花团锦簇的大唐
盛世。画家齐白石，虚心听取批评意
见，从善如流，不惜衰年变法，苦心孤
诣，殚精竭虑，终成一代大师。书法家
沈尹默，号称书法和诗词“双绝”，陈独
秀却批评他说：“你的诗很好，字则其
俗在骨。”听到陈的直言批评，沈冷静
下来思考，觉得批评在理在行，于是更

加努力研习，潜心琢磨，终成名不虚传
的书法大家。

一般来说，表扬的话，多是脱口而
出，不假思索，其中不乏虚妄夸大之
词，尽可一笑了之，不必太当真；而批
评的话，则几乎无不深思熟虑，斟酌再
三，不仅比较准确，而且含金量也要高
得多。当然，某些批评可能有些过火，
语气不恭，也未见十分准确，但批评你
的人，肯定都是真心为你好的人，或为
恨铁不成钢的上司，或为至交、挚友，
或为铁杆粉丝，即所谓爱之深，责之
切。如果一听批评就坐不住了，火冒
三丈，反唇相讥，文过饰非，那既有失
雅量，显得心胸狭窄，也很难再继续进
步，江郎才尽就是不远的事。

近日，于丹在北大昆曲剧场被哄
下台，各种批评意见也纷至沓来，或指责
她的夸夸其谈，或诟病她的肤浅虚荣，或
不满她的矫揉造作。批评的声音虽都不
大好听，但说明大家还是关注她的，肯定
她的地位和影响的，无非是希望她能
更踏实、更深刻、更自然罢了。再想想
其他曾经红极一时的文化名流，大家
如今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比较起
来，谁更幸福？自然还是有人批评，有
人关注的好，毕竟名人从来都是誉满
天下，谤满天下，痛并快乐着。

臭椿树是广大农村极为平常的
木本植物，尽管它身材修长，远远
看去也亭亭玉立，给人们以美的感
受，但走近它却有一种难闻的气
味，难怪人们给它取了个不雅的绰
号“臭椿”。也许正因为它有这种缺
陷吧，公园里见不到它的影子，人
们也很少把它栽到庭院里，只能在
荒芜贫瘠的地角或其他树木不能生
长的地方默默无闻地矗立，这种不
公平的“冷遇”，祖母颇表同情，常
常为臭椿树鸣不平，我大概受了祖
母的感染，非常酷爱臭椿树。

当春意盎然，百花盛开的春
天，它的叶由小变大，慢慢地伸展
开了，每逢长到碗口那么大时，我
们便数说起“春变暖，椿头大似
碗”的农谚，人们便投入繁忙的春
耕生产。它是报春的使者，从来准
确无误地履行着自己的光荣使命。

有一次，我依偎在祖母身边，
她讲起了民国三十一年春天，我家
种了许多臭椿树，每年早发芽，晚
落叶，当时，我家人多，粮菜吃
尽，无可奈何正准备离乡乞讨之
际，祖母看到了早已萌发的臭椿
芽，眼睛里放射出希望之光，便对
小叔叔说：“没啥吃将臭椿枝折下
吧！”叔叔听后就去做了。祖母把从
折来椿枝上取下一个一个的叶芽，
放在锅里煮，十分钟后，椿叶熟
了，便捞出来，放上点盐，大家一
吃，便叫起来：“好东西，真香！”
从此依靠吃椿树芽养活了全家，度
过了灾年。

人们总爱说：“树底下不能栽
树。”可臭椿树却不然，尽管有人戏
弄，把它栽到别的树下，它仍然能
够生长，并力争上游，不畏缺光少
肥，一个劲地往上蹿，就像和人作
对似的，祖母不仅不喊臭椿树“臭
椿”，还美其名曰“椿树王”。

椿树王啊，椿树王！你仅仅是
自然界里的一种木本植物吗？你尽
管没有芬芳的香味沁人心脾，却给
人们以实际用途；你尽管没有鲜果
美味使人们品尝，却是医治身体病
伤的对症良药；你虽然不能给人们
的生活锦上添花，却能雪中送炭。

近年我们家的院子里栽满了臭
椿树，夏季来临之际，很多人都在
树荫下乘凉。哞——哞——拴在臭
椿树下的牛叫了，愈叫愈狂，令人
可怕。“怎么啦？牛咋不反刍啦！”
祖母叫道。“呀！牛得腹胀病了。”

“快上椿树上掰枝条去。”枝条掰下
来了，三叔将臭椿枝放进牛嘴，牛
不抬头，连闻也不闻，祖母便说：

“小牛，你吃罢，嚼一嚼就好啦！”
牛像听懂了意思，张大嘴巴吃开
了，顷刻病除，牛得意地叫了，围
拢的人们也笑了。

臭椿树枝掰了一次又一次，它
不惜自己的一切忍受剧烈的伤痛；
叶儿掰了一次又一次，它一茬又一
茬地吐出新芽，他仅仅养育了我们全
家吗？

宋代磁州窑是北方民间著名窑
场之一。其产品具有花色品种繁多、
装饰风格清新、乡土气息浓郁等特点
而深受人们喜爱。其釉下彩绘等品
种，被河南、山西、陕西、江西等省
众多窑场竞相仿烧，一时间成为北方
民用瓷器的主流，形成磁州窑系。宋
代磁州窑瓷器的胎体坚致，但颗粒较
粗，多为灰白色、淡褐色；为提高质
量，普遍使用化妆土，上罩较薄的透
明釉，釉面呈牙白色。装饰方法主要
有釉下彩绘，釉下彩绘刻花、划花、
印花，珍珠地划花、剔花、剔填花、
单色釉等。其中以釉下彩绘最具特
色，以釉下彩绘划花最为精美。纹饰
潇洒自如，真切生动，具有生活情
趣，充分发挥了工匠的艺术天赋。

宋代磁州窑瓷器一般无款，只有
瓷枕，底部多有戳印“张家造”“王家
造”等款识，说明当时已有专门生产瓷
枕的作坊，这类款识往往带有商标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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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小说传达出经营理念
——读何光占长篇小说《雪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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