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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8_80_83_E8_c34_509824.htm 浮梁瑶里镇，有座东

西走向的青山，名叫高岭。山下有个村庄，叫高岭村。 相传

很久以前，高岭村住着一户姓高的人家，夫妇二人租种当地

财主几分簿田，再垦山种些玉米、红薯等杂粮。一年忙到头

，辛辛苦苦收下一点粮食，除了交田租外，所剩无几，主要

靠瓜、薯、菜充饥，日子过得非常艰苦。 高家夫妇虽然很穷

，却很善良，乐意帮助别人。平日，只要听说谁家揭不开锅

，他俩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省下口粮给人送去。因此，

乡里乡亲都夸赞他俩是好人。 有一年隆冬腊月，北风怒号，

大雪纷飞。这天，高老汉清早起来，打开大门，远望满山遍

野一片洁白，近看屋檐下躺着一个衣服破旧，几乎冻僵的白

发老人。他叹了一口气，走上前，弯下腰，用手探探其鼻孔

，尚存一丝气息，急忙叫老伴一起将老人抬到自己的床上，

为他盖好被条，并将自己身上穿着的破棉袄脱下来盖了上去

，自己却披件衣守候在旁。一会儿，他老伴端来热腾腾的姜

汤，高老汉扶起白发老人躺在自己怀里，高太娘细心地一匙

一匙地将姜汤喂进白发老人嘴里，老人终于苏醒了。睁开眼

睛望望他俩，尚不能说话，用手指指嘴巴，意思是他想吃点

东西。高家夫妇心想，老人初愈，不能吃玉米、红薯之类的

瓜果菜，最好是用大米煮粥。哪里去弄大米呢？想想只好到

当地财主家去借一升还两升的高利大米。借到米以后，高大

娘煮好稀稠合适的粥，端到老人面前，一勺一勺地喂他吃。

老人吃了一碗粥，精神好多了。下得床来，突然一下子站起



来，激动地说：“你夫妇俩确实是好人，果然名不虚传，好

人一定会有好报！”说完，就从衣服口袋中掏出一颗洁白晶

莹的小石子，递给了高老汉说：“我无以回报，这里有颗小

石子，你将它种到山里去，过七七四十九天，再去那里挖，

一定有取不尽的白玉土，它是制瓷器的上等原料，运到昌南

镇（景德镇的原名）去卖，会卖好价钱。日后，你们就吃穿

不愁了。”说完化作一阵清风，不见人影。高氏夫妇被眼前

一幕惊得目瞪口呆，心想：“是不是遇到了神仙？” 夫妇俩

遵照老人的嘱咐，冒着严寒到山中挖了一个深坑，将小石子

种了下去。过了七七四十九日，他俩来到原址，挥动锄头一

挖，果然出现了奇迹，只见原本是黄色的泥土，居然变成了

白白嫩嫩的玉色土。心中非常高兴，双双跪在地上叩谢神灵

。他俩想，一家有不算有，只要大家都有，才能过好日子。

于是，跑回村中，走家串户，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

诉了大家，并且动员乡亲们一同上山去挖玉土。大家齐动手

将玉土挖出来用船运到昌南镇，卖到了好价钱。从此，这一

带村民改行挖玉土卖，日子比以前好多了。 昌南镇自从用这

种玉土作坯烧瓷，烧出来的瓷器更加精美，被称作“假玉器

”。于是做瓷器的人都把这种玉土叫做“高岭土”。 清康熙

年间，有位名叫昂特雷柯莱的外国人到景德镇，系统地研究

了制瓷原料，又到高岭土的产地考察，并写了一篇文章，向

全世界介绍制瓷原料高岭土。自此，高岭土举世闻名。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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