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常，变土为金，是幻想，是魔术。
可在相城，在这块伍子胥曾经相土尝水
的地方，幻想会成为千磨百练和水火既
济后土窑出金砖的现实，成为实实在在
的人间奇迹；在姑苏，在这方水磨昆腔的
土地之上，魔术会成为叠山理水或百转
千回的声名惊天下的绝艺，成为真真切
切的精工细作。

通常，说到苏州的文化遗产，首先让
人想到的是昆曲和园林：那舒徐委婉、流
丽悠远得好像在移步换景的园林山水中
穿行流连的甜糯细腻，一唱就成了百戏
之祖，一唱就有了六百年的爱恨情仇；那
欲扬先抑、曲径通幽式的酷似水磨粉一
样对心理感受来回返复的拿捏和戏玩，
一摆弄就迷倒了朝野的无数显隐，一摆
弄就惹得大千世界的华夷和敌友都悲喜
交加，又欲罢不能。

通常，说到苏州的文化遗产，少有人
会把昆曲、园林和御窑金砖相提并论。
一片粘土，几团烂泥，大不了变成糙砖无
数，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文化的蕴含和工
艺的价值；几十座土窑，数百个民工，烧
造出来的，怎么可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
和丰富的历史底蕴？

可是，说到苏州的文化遗产，倘若真
的忽视了御窑金砖，就不仅仅是忽视了
陆墓百姓千百年的血汗和辛勤，姑苏儿
女难以估量的工艺和智慧，则有可能曲
解并忽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又简易显
朴的文化内涵。

古金砖缘起于明永乐帝的南都北
迁，消歇于清宣统帝的紫禁城退位。御
窑金砖的烧造历史，与明清北京皇家建
筑的兴建和修缮完全同步。期间，北方
的皇家大兴土木，江南的金砖窑火兴
旺、劳役繁重；北方的皇家因财政空缺
无力兴工，江南的窑户则歇业停产，忙
于他计。

明清两朝继承了开国帝王之基业的
那些皇帝和大臣，在他们叩问苍天大地、
祈求子孙永保的时候，在他们谈经论法、
商议如何经营百年之基业、如何治理国
事和民生的时候，他们的脚下，所踩踏
的，全都是一方又一方铺陈得严密平整
而又稳重厚实的御窑金砖。一部金砖的
烧造史，就是一部明清王朝的兴亡史。
从永乐至宣统，苏州陆墓的这块细料方
砖，蕴含的不只是江南的温水润土和精
工细作，更是明清王朝五百年的荣辱和
兴衰，也是陆墓和苏州的工匠百姓们五
百年的喜怒哀乐和血汗心智。

御窑金砖的制作，是一门水火相济
的艺术。水与火，一阴一阳，一刚一柔，
阴阳相济，刚柔相推，引起了世界万物的
生息和变化。《易经》中的这一核心思想，

到了姑苏相城的民工窑户手中，演绎成
了七转得土、六转成泥、八月成坯和百三
十日而后窨水出窑的有着29道工序之多
的水磨糯米一样的工夫。练泥流程之
繁，制坯手续之细，焙烧技艺之精，用工
费力之多，生产周期之长，标准要求之
高，加上成品概率之低，使得这种看似与
普通青砖无异的细料方砖成了名副其实
的“金”砖。而这种工艺与细腻绵长、一
唱三叹的昆腔的唱度有着同水同土的相
似和惊奇。读一读沈宠绥的《度曲须
知》，感受会更深、更真：“调用水磨，拍押
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
音之毕匀，功深镕琢，气无烟火，启口轻
圆，收音纯细”。

御窑金砖制作技艺，有着和昆曲、
园林等吴韵苏工一样的九曲回肠和精
极细至，一样的声震朝廷、名动乡野的
过往和历史。不过，和昆曲、园林都是
因为有了文人雅士的参与而声名遐迩
的际遇和机缘所不同，御窑金砖，这方
由地道的江南土窑用地道的姑苏水土
烧成炼就，最终登上了明清社会之最高
殿堂的坚土，在烧炼并积淀的千百年
中，迟迟不见有文化人的染指，更没有
学者骚客的把脉和指点。烧制金砖的
器具始终只是江南常见的民间土窑，弄
土练泥的人工一直都是陆墓当地的村
民土著，即便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有过张
问之这样的官员，可张侍郎终究只是尽
了他金砖督造官的本职，并没有像清代
陶瓷名家唐英那样身体力行地去亲历
并琢磨做坯烧窑的全部过程。或许，正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张侍郎的《造砖图
说》没能像唐员外的《陶冶图说》那样流
传至今。而这，恰好是御窑金砖制作技
艺在无意识中用它的朴实无华超越绝
艳昆曲和惊世园林的关键所在。这就
难怪，清末现身于达官贵人和硕儒巨贾
之亭院厅廊的金砖，只一方，就足以用
他看起来并不惹眼的简明和稳实，给

《牡丹亭》杜丽娘家一样的私家园林里那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摇漾春如线”的
满眼韶华和精致，以及“雨丝风片，烟波
画船”“观之不足由他缱”的遍地繁丽和
小巧，平添一种截然迥异而又自然适宜
的大气和厚重；只一方，就足以给偏于纤
绮的园林和昆曲，在文化风韵的另一
端，加上一个可以将虚实藏露、繁简曲
直乃至世间万物都揽入人心深处的时
空砝码。

工到水磨土成金。水磨工夫，是姑
苏的工匠伶人将生命回归并融入世界的
一种反复而递进的体验和领悟；水磨工
夫，是陆墓的窑户工民心血凝聚的一种
执着和升华。

水火既济：江山永固的祈望
象征，顺应天道的文化内涵

御窑金砖是中国明清皇家建筑
中用于室内铺地的一种特制的大型
细料方砖。明清时期，金砖主要用于
皇家建筑中的宫殿、坛庙和陵寝，如
紫禁城、圆明园、避暑山庄、天坛、太
庙等。这种在历史上仅限于皇家主
要宫殿室内铺墁的方砖，由于其产地
阳澄湖一带“粘而不散、粉而不沙”的
坚细的土质物料，和苏州相城御窑工
民精到独特的制作技艺，自明代永乐
迁都北京至清代宣统退位，500 多年
间，仅有一处造办窑区——江南苏州
府陆墓。

这种为皇家特供的铺陈于紫禁
城等皇家宫殿的方砖为什么叫“金
砖”，流传着3种说法：一是因为这种
砖是专为皇家烧制的细料方砖，颗粒
细腻、质地密实，敲起来有金石之
声。二是这种砖只能运到北京的“京
仓”，供皇家专用，所以叫“京砖”，后
来逐步演化为“金砖”。三是因为专
供皇家的细料方砖的制作工艺极为
精细，花费成本巨大，一块砖的价格
相当于一两黄金。

为什么叫金砖，除以上 3 种民间
说法外，还有一种学术和文化视角的
解释。

清顺治年间,这种专供皇家建筑
室内铺地用的方砖才开始叫“金砖”，
并且在皇家档案、帝王圣谕以及所有
的行政公文中都直接称呼为“金砖”，
而在明代，却一直称为“细料方砖”。

对此，苏舟子说，紫禁城等皇家建筑
在设计建造和物料的采用上特别重
视阴阳五行学说，对五行的生克非常
在意。顺治是清兵入关的第一朝，当
时，清廷虽然已经进驻北京，皇帝也
顺利入主紫禁城，但各地的反清复明
举动仍杜绝不止，南明政权尚在苟延
残喘……龙椅已然夺下，但江山能否
坐稳，能否千秋万岁？隐患还有许
多，《易经》中“水火既济，初吉终乱”
的卦象征兆，对清王朝是一种无法回
避的警示。因此，文武百官上朝议
政，共商国事时脚下所踩着的砖块，
势必坚固、结实、存续千古，那么，将
细料方砖的普通称谓改为“金砖”就

不足为奇了。“金”，不仅可以“金生
水，水克火”来让皇宫免于天火人灾，
更是对坚固、永恒的一种强化，是对
明朝仅称“方砖”而缺“金”之纰漏的
一种规避；以“金”来命名皇家宫殿内
的砖，是祈望“火-土-金-水-木”的
依次循环能够更加顺利，祈望皇道能
够更加顺应天道，祈望江山能够直到
永远。

一两黄金一块砖：精细的水
磨工夫，地道的吴工苏作

苏州工艺向以精工细作著称，尤
其到明清，随着商业的繁荣，百工云
集，加上苏州属江南水乡，土质特别，
而陆墓一带，自五代以来就因土质殊
异而窑烟障天。光绪及宣统年间苏
州知府何刚德称苏州“工润土细，迥
异寻常”。道光本《苏州府志》也有

“吴中人才之盛，实甲天下，至于百工
技艺之巧，亦他处所不及”的说法。
明代嘉靖年间曾于苏州陆墓三年督
造5万块细料方砖的工部侍郎张问之
在其《造砖图说》中记载，御窑金砖的
制作工序达29道之多:“掘而运，运而
晒，晒而椎，椎而舂，舂而磨，磨而筛，
凡七转而后得土。复澄以三级之池，
滤以三重之罗，筑地以晾之，布瓦以
晞之，勒以铁弦，踏以人足，凡六转而
后成泥。揉以手，承以托版，砑以石
轮，椎以木掌，避风避日，置之阴室，
而日日轻筑之，阅八月而后成坯。其
入窑也，防骤火激烈，先以穅草熏一
月，乃以片柴烧一月，又以棵柴烧一
月，又以松枝柴烧四十日，凡百三十

日而后窨水出窑。”
制作一块金砖，从选泥练泥到窨

水出窑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而且，
29道工序环环相扣，一道不到则前功
尽弃，也有人把这种地道精细的工艺
比作明清时期的苏州昆曲，称其为

“水磨工夫”。
金砖烧造的主要流程包括：
（1）取土。选取苏州城东北陆墓

御窑村特有的黄色粉沙型粘土，经过
掘、运、晒、椎、舂、磨、筛7道工序的处
理，初步去除杂物，并使土块变小变
细。

（2）练泥。即将泥料进行无数次
的翻、捣、摔、揉。这个过程，被称作

“醒泥”，目的是让泥中粘性和砂性达
到最融合、最滋润的程度。

（3）制坯。泥练就后，需要将泥

用手搓揉，装入木制的模具，两人合
作，一起用石轮碾轧，用木掌捶击，使
坯面平整。

（4）阴干。砖坯做成后，需“避风
避日，置之阴室”，“日日翻转之，面
面梆打之，遮护之，开晾之”。这一
被称作“阴干”的过程，需要 5 至 8 个
月。存放砖坯的屋室，什么时候需
要开窗，什么时候必须关门，必须由

技熟艺精的工匠通过不间断的观察
而确定。

（5）装窑。将阴干后的砖坯装窑
也大有讲究，砖的堆垛是一项专门的
技术，须由专人指导和有经验的窑工
的操作。通常，烧造时，金砖堆叠在
窑中间，四周配以其他普通散砖。

（6）烧窑。将制成的砖坯入窑烧
造，还需5个月左右，需要用草糠、片
柴、颗柴、枝柴等各烧上1个多月，还
需要防止火势过于激烈而使砖开裂，
也不能让窑室内的温度过低，或熏烧
时间不足而烧出发黄的“嫩火砖”。
因此，焙烧时，火候的控制和把握，柴
草加入的时机和数量，是金砖烧制技
艺的关键，而这些关键的技术，全凭
工匠的烧造经验和一双慧眼。倘若
火候少一分，砖就不会呈青灰色；火
候少两三分，出窑后就被称为嫩火
砖，呈杂色，一经风吹雨打，很快就会
松散成土。倘若火候多一二分，砖面
上就会出现裂纹；多二三分，烧出的
砖就会缩小变形，且多碎裂，不能使
用。而烧窑的时候，有陶长时时从窑
炉口观察火候，砖土受火力的作用，
会出现如同金银融化时的形神摇荡
的样子。

（7）窨水。经过4个多月的焙烧，
然后是洇水冷却。洇水具体的做法
是——在窑顶做出一块田一样的平
地，四周略为隆起，以将水灌入其
中。通常，300 斤砖瓦需用水 4800
斤。从窑顶慢慢渗入的适量的水渗
入窑座之中，遇到高温，化为蒸气，并
与其中的火神意相感，相斥相容。蒸
气的压力使得窑温在逐渐下
降的情况下，窑座内不会
出现负压；而此时，窑座
外的空气又不能进入窑
座，这使得窑室的还原氛
围可以一直持续到砖瓦冷
却。于是，砖瓦就有了
独特的青灰之色，也有
了它足以久持千秋的
坚硬质地。

（8）出窑。等到
完 全 冷 却 后 ，便 是
金砖烧造的最后一
个流程。

传承非遗智慧：钦工物料成收
藏，墁地建材练书法

御窑金砖的制作工艺随着清王
朝的结束而一度流散民间，“文革”期
间，几乎中断。1984 年，《参考消息》
转载香港《明镜快报》一则消息说，海

外侨胞目睹故宫坑坑洼洼的地面，以
为国内的金砖工艺已经失传。时任
御窑村支部书记的曹福南看到这个
消息后，与当时的苏州陆墓御窑砖
瓦厂厂长，现在已经成为苏州御窑金
砖制作技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金
砖制作大师金梅泉一起，致书故宫博
物院，呼吁抢救金砖制作工艺。此
后，御窑金砖的制作工艺开始逐步恢
复。2006年，这门工艺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08
年，金梅泉的女儿金瑾正式拜师，成
为苏州御窑金砖制作技艺的第六代
传承人。

如今，金砖可用于故宫等古建的
修缮，其他诸如北京恭王府等的修建
也可用金砖作为材料，而国内外的一
些著名建筑、名胜，如寒山寺、玄妙观
等也开始选用金砖作为材料，不再像
古时那样受皇家御用制度的束缚了。

金瑾介绍说，金砖还有一个绝妙
的用处便是书法的练习。由于金砖
工艺对砖料密实度和吸水性独到而
恰当的处理，用毛笔蘸以清水写字于
书法练习砖之上，有笔墨写于宣纸时
的渲染效果；以金砖替代纸墨，有“永
久性书写练习纸”之称，不仅节能环
保，更可避免练习初期涂鸦的脏乱；
再配以特制的古典条案，让人有浸润
于传统之中的感觉。而新制的仿古
型明清金砖，配以木座，古朴典雅，可
用作琴桌，或用作书写台、茶几，还可
用作古典家具摆设，甚至厅堂清供、
高档藏品。

目前，金瑾和金梅泉正在进行
一项金砖传承工程：重制古金砖。

他们计划在北京故宫竣工落成
600 年（1419-2019）之 际 ，也 就
是御窑金砖烧成诞生 600 年之
际，建成御窑金砖博物馆，对金
砖制作的 29 道工序深入解读和体
验之后，采用原产地陆墓的泥料，
并依据古法，领会和把握古工艺
的精神实质，重制一批御窑金砖，
以 此 来 纪 念 北 京 故 宫 和 御 窑 金
砖，纪念这方由江南苏州的土窑
烧制出来的承载着厚重的姑苏人
之精工细作和中国传统文化之精
髓的“天下第一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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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 波

苏州，陆墓，御窑，金砖……没错，北京故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以及明清皇家建筑的主要宫殿里，铺墁的就是这种产自苏州

相城区陆墓御窑村的金砖；去江南古典园林游览时，厅堂廊榭之间，也偶尔会见到一两块这种不再用来铺地，而是当作藏品或茶桌

几座的金砖。这种缘起于明代永乐帝南都北迁的、用姑苏特有的水土和工艺烧制而成的细料方砖，在6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它的

兴趣似乎正在与日俱增，而它的身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去年，一对有“永乐”年款的古金砖拍卖至80万元的天价，而另一块有“万历”

年款的古金砖则卖至45万元。

工到水磨土成金工到水磨土成金
关于金砖和昆曲、园林的文化随想

□□ 苏舟子苏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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