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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诸法因缘生世间凡听说或认识景德镇这三个字的人，恐怕多是从听说或认识瓷器开始的。
记得是五六岁时，大年三十晚上，吃罢团圆饭，母亲洗碗，我吵着帮忙，不慎撞落了一只碗，“砰”
的一声，落地成了两瓣。
母亲忙俯身拾起，大年夜想讨个吉利，准备再摔一次，正说着“没事，没事，岁岁(碎碎)平安”时，
没料到，祖母突然夺了过去，小心翼翼地捧着两瓣瓷碗片，嘴里发出“啧，啧，啧”的叹息声，“这
是景德镇的，景德镇的呀！
”那时街头巷尾有补瓷碗的手艺人，大年过后，祖母花了大价，请了个高手，打了6个铜马钉，让破
碗复原了。
上世纪70年代初，祖母在动荡的日子里病了，昏迷时，还念念不忘那个破瓷碗：“是个景德镇的呀，
要留着！
”那时我已大学毕业了。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景德镇留给我的不仅仅只是瓷器，还有捉摸不透的神秘，朦朦胧胧的美丽，于
是又多了几分崇敬，多了几分向往。
虽说景德镇离我工作的南昌只有300多公里，但工作的繁忙，生活的重压，想在江西哪一角的时间都常
常被挤掉了。
人生的动荡与转折，“景德镇”三个字在心中始终只是梦幻和神秘。
有一年，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冬季，大年挨近的日子，单位来了两个贩瓷器的，是景德镇人，卖
的是景德镇的瓷器，便宜。
挤进人堆，抢了一套，虽说是次品，却也让我们一家人开了眼界，认识了什么叫青花、青花玲珑。
但真正让我对景德镇瓷器发出惊讶声时，是朋友送给我一对瓷灯的那天，那瓷灯真是“白如玉，明如
镜，薄如纸，声如磬”。
插上电源，瓷的内胆开始旋转了，瓷灯罩上的仕女在灯光中像在挥袖起舞，回眸飞天，那栩栩如生的
形象令人叫绝。
我这时才知道，景德德镇有一种瓷叫“薄胎”。
由此瓷器的奇美，瓷器的神韵，瓷器的博大精深让我魂牵梦绕，我想走进瓷器的大门，但又自惭却步
。
我没有看过几本介绍景德镇的书，我没有见过几种瓷器，我没有到过景德镇。
也许，此生未必有缘。
距离产生美，景徒镇如梦如幻，在我心中。
5年前，因为写《中国农民生死报告》一书，我要去婺源调查合作医疗。
路线是从弋阳到铅山，过德兴，去婺源，与景德镇擦肩而过。
朋友汪新宇陪我，他是婺源人。
返回时，我们谈起了瓷，谈起了瓷文化，他邀请我去景德镇。
30年的向往与期盼，就在这不经意中实现了。
他说，到了景德镇，你不必多逛，除了游览祖宗留下的瓷业古迹外，你只要去一趟精益斋就可以了。
在景德镇我去了古窑、珠山、浮梁，去了该要去的地方，最后一天落脚精益斋。
走进精益斋的大门，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我只想用一句时髦的
感叹词来表达：“哇噻！
”新宇的夫人美华是我的朋友，兼文友，兼病友。
她悄悄地向我讲述精益斋主孔发龙先生从一个卡车司机到收藏家的故事。
这无疑又多了一个“哇噻”，不仅仅是眼睛一亮，精神一振，思绪之翅为之扑动，心灵之窗为之大开
。
我想到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景德镇文化，想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机遇，想到了
中国人的勤劳好学、奋发向上，那夜，我激动地写下了“瓷路”两个字。
老孔不仅仅是景德镇的一个宝，也是江西省的一个宝，要挖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就像他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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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让更多的人去鉴赏和理解。
我向汪新宇夫妇道出了这个想法，大家一拍即合。
当晚乘车赶回了南昌，到家已是十一点半，我仍沉浸在激动之中。
我想，精益斋给我的不仅是品味与鉴赏，更多的是开始与瓷文化交往的一份缘分，它是在续我的瓷缘
。
佛说：“诸法因缘而生，因缘而灭。
”找精益斋主人采访是我的瓷缘之旅。
精益斋主人会不会接待我呢？
我能不能再进一步目睹他的藏品呢？
他会不会开口讲述他的故事呢？
我与他是否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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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瓷路：从卡车司机到陶瓷收藏家》详细描述了孔发龙先生顺应历史潮流，抓住机遇，从一名普
通的卡车司机到知名陶瓷收藏家的奋斗历程、精神世界和收藏经验。
孔发龙先生的成功，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的一朵浪花和中国传统文化世代传承的一种写照，也是景
德镇藏瓷人的一个缩影。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瓷路>>

书籍目录

开篇之一：应缘而生开篇之二：如是我闻第一章  瓷都寻缘第二章  随缘而来第三章  瓷路痴心第四章  
见性成佛第五章  领悟怡悦第六章  厚德载福第七章  阳光水珠尾篇  本无一物书后小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瓷路>>

章节摘录

景德镇造纸厂有一个车队，队里有十几名司机。
造纸厂的造纸原料是稻草秸秆。
当时车队司机承担的任务不只是运产品，还兼收购任务。
造纸厂的原料别说是停一天，停一个小时，停一分钟都要厂长的命。
厂长托人四处寻觅选择队长。
一个名字：孔发龙，就这样传进了造纸厂厂长的耳朵。
小厂斗不过大厂，何况还有“备战”任务，这次不是“录用”，而是“任命”，“汽车队长”，那时
他还不满20岁。
孔发龙又迈出了新的一步，他以他的吃苦精神，乐于助人的品德，娴熟的技术，赢得业内人士的口碑
。
孔发龙把十几辆老“井冈山牌”、“解放牌”的大卡车修理一新，和队员们一起制定了规章制度。
十几辆卡车出发，这在当时的景德镇算是非常威风的一件事了。
孔发龙无法感受威风，日夜跑车很累，很苦。
再苦，他总用瑶里的日子来比。
坐在卡车内，风吹不到，雨淋不到，太阳晒不了，露水浸不了，比瑶里的日子舒服多了。
队员们叫苦，他不叫；队员们叫累，他不吭声；最远的地方，最难的山路，他总是第一个去。
“孔队长”这三字在队员心中就是吃苦，就是责任，就是正气，孔发龙用自己的言行为自己树立了一
个能一呼百应的队长形象。
与农民交易，他从不敲宰拖赖。
厂里是急需要造纸原料，农民也急需这点活命的钱。
只要价格合理，他总尽量满足。
“孔队长”这三个字给农民带来了欢乐，带来了希望，很多村庄的农民与孔发龙成了朋友，他们的稻
草秸秆只卖给孔发龙。
孔发龙不愁无货，只急车辆不够。
他把车辆的使用安排得井井有条，很少放空车，运载成品纸出厂，尽量顺路拖回原料。
两三年过去了，领导认识了他，工人认识了他，农民认识了他，车队年年超额完成厂里的任务，被评
为“先进单位”，他被评为厂里“先进工作者”。
孔发龙成了名人。
孔发龙首次尝到做“名人”的滋味。
成绩带来了荣誉，荣誉带来了“名声”，他年轻，他壮实，他英俊，他浓眉大眼、身材挺拔，他阳刚
气十足，这些元素足可以构成女性心中的偶像。
一不小心，他被爱情撞了一下腰。
纸箱装订车间姑娘余国珍和他家住在同一条街。
上班不便同行，下班总是可以同路的。
每天下班，余国珍总要在车队里转一圈，只要孔发龙没有开车出差，她就会主动约孔发龙一起回家。
两辆破旧的自行车，追逐夕阳，抛去疲劳，孔发龙感到十分轻松惬意。
那是一个春雷阵阵、山雨欲来的黄昏。
余国珍来到车队办公室，队友们说，队长还在路上，余师傅你先回吧，要下大雨了。
余国珍执意留下。
又一声闷雷，哗，大雨滂沱，如同从楼上倒水一般。
余国珍焦急地望着通往厂门的那条水泥路，听见了车鸣声，她举起了伞，冲向车棚，她立在那儿等着
他。
“冷吗？
”孔发龙还记得，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她抬头，他突然发现，她那双眼睛是那么明亮清澈，那么深邃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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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这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在他脑海里闪烁，像星星像灯光，他希望这光亮永远在自己身边闪烁。
这光亮能给他力量，给他温暖。
孔发龙明白，这是爱上了她。
孔发龙违背了父母之命：五年内不谈恋爱。
他说，他会给父母带来一个惊喜，一定给老人们生一个孙子。
老人小希望恋爱与婚姻影响他的工作、他的前程。
孔发龙斩钉截铁地说：“讨了老婆只会干得更好，哪会干得更坏！
”他是男子汉，他说的每句话都要兑现。
他果真兑现了。
婚后一年，孔盛荣做爷爷了，孔发龙做爸爸了。
我小知道，孔家是否信佛，佛说，与命运分割。
命运同时给一个富人和一个农夫一碗饭，富人觉得很不满足，农夫感到很幸福。
农夫的心是和命运连在一起的。
孔洋和孔琦的出生，给一家人带来了多少温馨和甜蜜。
那段日子里，一家三代人完全沉浸在幸福和欢乐中。
喜事一桩接着一桩，又过了几年，造纸厂领导任命孔发龙为供应科科长兼车队队长。
孔发龙成了厂领导眼中的“红人”、“能人”。
正当孔发龙春风得意之时，他踩了刹，拐了弯。
他放弃了这两个让人眼红的位置，率先在造纸厂提出申请承包一部东风牌大卡车，只干司机这门活。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厂里上下为此纷纷议论开了。
他的行动既让一些老工人大吃一惊，为他捏把汗：“承包能行吗？
亏了赔了咋办？
”也让有些青年工人不理解，暗暗为他惋惜：“在厂里干得好好的，领导器重，大家拥护，何苦干这
个？
”还有的疑惑地说：“搞承包？
没着落的事，何苦去冒这个险？
”他心中有底，他和妻子已经商量分析过，有风险才有硕果，就如当初他选定去瑶里一样，他要义无
反顾地闯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路来。
厂领导见他决心大，计划周到，同意让他试行半年。
或许这也是车队将要走的一条路，领导这样想。
车子接下来后，他立即进入角色，他带着徒弟杨国平驾着承包的大卡车上了路。
手中握起了方向盘，心里别有一番滋味，这是平生第一次以个体户的身份驾车，也是头一次体验所谓
“下海经商”的滋味。
是苦是甜是福是祸很难预料，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出于一片诚心和善意，别人不清楚，妻子余国珍
知道，写申请前，他俩认真学习了有关改革的文件，摸清了省内各家造纸厂的形势。
那时国有大型造纸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造纸业竞争激烈。
小型造纸厂濒临倒闭危机。
景德镇造纸厂对后勤部门多次提出承包制，响应者不多，孔发龙响应厂里的号召，目的是让心爱的工
厂能在竞争中少一点负担，多一点力量，能让有能力的人也走上这条路，减轻厂里的压力。
他坚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只要方向把得稳，把得准，把得牢，前面纵有千难万险也能跨越，他坚信人
生没有跨不过的坎，趟不过的河，道路总是越走越宽阔的。
孔发龙人缘好，口碑好，生意渐渐多了起来，运输业务一宗又一宗，再不是站在瑶里“徽州大道转弯
”的青石路碑边，高喊着“我们出省了”的小孔发龙。
如今，他跑南昌、跑南京、跑上海、跑北京、跑广州、跑深圳，南北飞车，纵横千里。
起早摸黑，不遗余力，来回满载，从不空车，披星戴月，风餐露宿，通宵达旦地干。
为了节省时间，快速按时到货，常常是饿了就咬几口馒头，干了就喝几口凉水充饥，实在睏了，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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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躺在车上打个盹儿，然后接着再开。
就这样，苦打苦拼，苦干苦熬，扎扎实实下了三年整。
苦吃够了，人消瘦了，腰包渐渐鼓了。
孔发龙不在意腰包的鼓，他更在意的是，通过几年来走南闯北，接触各种阶层的人，信息灵了，眼界
开阔了，经历丰富了，思想开明了。
在今后人生的道路遇到关口需要选择时，有了智慧，有了眼光，有了胆量。
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地冲击着瓷都古老的大地，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剧烈的撞击着人们传统的道
德观和价值观。
一时间，“下海”成了最时髦的字眼，“经商”成了人们的向往，孔发龙跑运输，搞个体，赚了钱，
成了许多下岗工人争相效仿的榜样。
转行搞运输的人日渐增多。
这个原先很少有人问津的行业由过去的人员紧缺发展到人员过剩，孔发龙开始面临着竞争和挑战。
业务越来越难接，收入越来越少，面对新的现实，是继续开下去，迎接残酷的竞争和挑战，还是重操
旧业，回去当造纸厂的供应科长呢？
难道就只有这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何去何从还真难倒了孔发龙。
他与妻子商量。
妻子说：“我们生在瓷都，长在瓷都，做瓷器生意，行吗？
”孔发龙连忙摇头：“我们家三代人都与瓷器无缘。
”孔发龙又重复了爷爷来景德镇谋事的故事，“生来只有为做瓷器人服务的命，命中注定，缘分未到
，别去碰瓷器。
”孔发龙说。
一夜两夜，几日几夜，难以成眠。
“干什么”这个问题把他们夫妻俩搅得日夜不得安宁。
孔发龙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上有老，下有小，女儿才2岁，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人生之路一定要选择好啊！
这不是饿和冷，这是对生存与发展的考问，是对人生路标转向的思索。
辗转反侧思考半夜，有时孔发龙把妻子推醒床头细语，仍没有结果。
妻子余国珍向孔发龙提到一个人：“我们去征求一下姐夫的意见吧。
”“姐夫！
”孔发龙眼睛一亮。
P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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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真的，当孔发龙拒绝采访时，我们灰心了，再次拒绝时，我们死心了。
然而，在执著与执著相交，追求与追求相叠的过程中，我们几个人找到了共同点，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和美华一起采访，一起讨论，2005年11月26日程美华写出第一稿，蒋泽先写出第二稿、改第三稿。
在修改过程中，责任编辑张叠峰的思考、眼光和严谨，使书稿更加趋于完善。
在执笔中，“民族文化”几个字在大脑中像群山一样耸立，像江河一样奔腾。
我们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瓷文化如此，景德镇陶瓷文化也如此。
孔发龙先生的“精益斋”是景德镇瓷文化的一角，孔发龙先生由卡车司机到陶瓷收藏家的瓷路经历充
满了机缘。
缘，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许嘉璐先生说：“‘因缘’学说从原始佛教传到中国，逐步的中国化
，也把‘因缘’学说中国化了。
一方面‘因缘’学说得到了改造，另一方面中国的儒学得到了提升，这是双赢。
中国文化对‘因缘’的改造在哪里？
佛教最重要一点是求个人的解脱，脱离苦海。
大乘佛教不同的是不仅自己解脱，而且要帮助别人解脱。
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事，由个人放大到整个世界，这样‘因缘’学说在中国的文化里
，就得到了更有利的支撑和更多的营养。
”写《瓷路》使我们感受到，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缘”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缘分就是要共
生共进，就是要宽容共存，就是要相互合作，就是要知恩感恩。
有了这样的理念，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会美好，生命就会灿烂，情感就会沟通，心灵就会安宁愉悦，
书后写这一点点感受，与读者共勉。
作者于南昌“慕容一亚”斋2005年11月26日一稿2006年5月1日劳动节二稿2006年12月1日国庆节三
稿2006年12月18日最后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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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瓷路:从卡车司机到陶瓷收藏家》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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