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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想徽州》对徽州的拿捏是相当准确的。
作者在徽州的生活经历无疑使该书在感性的层面上显得亲切与平和。
他幼年行走在曲折幽静的渔梁街，“自己清脆的足音就像啄木鸟在用尖喙撞击树干”。
这声音，或许就开启了对徽州某种天问式的思考；仰望老屋“四水归堂”的天井里露出的那方蓝天，
大概也能激发出关于这块土地的缕缕遐想⋯⋯。
该书是对徽州文化的一次有选择的解读，赵焰对史料的摄取并无新颖之处，由于观点的独到，却又使
全书流溢着一种“且听新翻杨柳枝”的气韵。
我以为，《徽州人》是全书写得最有光彩的篇章。
这方水土曾是避难离祸的世外桃源，多少高贵的种子撒落在此，斗转星移，长成了青山绿水间的寻常
人家。
他们聚族成村，耕读经商，诗书传家，形成了独特的人格与气质：外表谦和，骨子里却充满了倨傲和
提防；低调处事，做的永远比说的多；入世很深，洞若观火，却没有玩乾坤于鼓掌之上的王者之气。
竹山书院正壁有一副对联：竹解心虚、学然后知不足；山由篑进、为则必要其成。
，既无“唯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张扬与霸气，亦无“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的胸襟与气魄，徽州人的人生境界大抵如此。
没有了阔大的人生走向和终极关怀，内敛便成了保守，守拙就落为平庸，而节俭则滑向了吝啬。
作者无不叹息地写道：后期的徽州人，很难有轻灵之气，既难产生超凡脱俗的陶渊明，也难产生愤世
嫉俗的八大山人，整体变得实在而功利。
这多少也印证了在当下徽州这块土地上，难见舞风弄潮的大贾巨商。
徽州人是要走出去的，哪怕是“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走出大山，便是鲲鹏扬翼，长风鼓帆，成就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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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焰，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作家，学者，现供职于《安徽商报》。
曾出版散文随笔集《平凡与诗意》、《荧火闪烁》、《男人四十就变鬼》，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
同行》，电影随笔集《夜兰花》。
曾为央视20集大型专题片《徽州文化》担任总撰稿，该专题片由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张东俊，1964年生，现供职于《安徽商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摄影，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想徽州>>

书籍目录

却道天凉好个秋——天篇的话桃花源里人家秋雨西递澄明婺源书院春秋清明胡适边走边叹——关于朱
喜熹与徽州徽州人漫漫徽商路保处是归园——关于赛金花最后的翰林家庭史附录：中央电视台20集电
视专题片《徽州文化》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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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西递的那两天，天一直阴阴地下着雨。
　　每次来，都要在西递的老街上走一走，这次也不例外。
由于秋雨连绵，西递就如同雾中的版画似的，也如一个淋湿的旧梦：阴冷、湿润、隔膜；漂亮的是西
递街道上的那些石板路，因为水冲走了灰尘，它们显得前所未有的干净，如黛玉一般晶莹。
　　尽管天气极差，西递还是一如既往的热闹，很多游人和我一样，打着伞，跟在导游后面，一家老
房子一家老房子地参观。
因为雨下得大，视线不免有点模糊，很多地方看不真切，连态度也很难保持庄严安详，在这样的天气
中哪能细细地聆听导游的解说词呢，只是匆忙地跟在队伍的后面，一边有意无意地听，一边问询着房
东们的真古董仿古董假字画，或者独自想着心思。
也许，进入历史的方式就应该这样随意吧，历史就是阴雨，就是幽暗，就是真假难辨的古董，就是雨
中的黟石一一它的本质是那样的捉摸不定，不能让人轻易明白，也不会让人轻易进入。
　　西递的诞生竟然有着一个类似“赵氏孤儿”的故事。
　　据胡氏宗谱记载，现在西递大族胡姓原本是唐代皇族的后裔。
公元904年，唐昭宗李晔受梁王朱温的威逼，仓皇离开长安。
东逃行至河南陕州时，皇后何氏生下一个男孩。
李哗深知此去洛阳凶多吉少，便命何氏将婴儿用帝王衣服包裹起来，设法藏匿民间。
当时，歙州婺源人胡三正在陕州做官，为了替朝廷分忧，胡三便丢弃官职，接纳下太子，悄悄潜回家
乡婺源。
李晔到了洛阳三年后，朱温篡位，自立梁朝，李哗一家全部被杀，惟有逃离虎口的太子幸免。
而在婺源，胡三将太子改姓胡，取名为昌翼，昌是吉祥平安，翼为翅膀，意思是吉祥平安地飞离虎口
。
　　再后来，胡昌翼长大成人了。
按照传奇的延续，似乎下半部分就是李氏孤儿知晓家世，然后报仇雪恨什么的。
但什么也没发生，故事便戛然而止。
这当中的原因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胡昌翼极想报仇，但能力远远不及，所以选择了放弃；二是因为
胡昌翼懂得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懂得了高处不胜寒，所以再也不愿意铤而走险，于是选择了韬光养晦
，在乎庸中与生活握手言欢。
这样一直到胡昌翼五世孙的时候，胡家人由婺源迁到了西递安居一一胡昌翼也就成了西递胡氏的第一
世祖--但胡家对祖宗并没有忘怀，他们一直把自己当做是帝王子孙，并在祠堂里供奉着李世民像。
现在，在西递的追慕堂里。
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唐太宗画像悬挂在高高的龛台上。
　　跟中国绝大多数村庄一样，西递就这样诞生了，它有了自己的历史，也平平淡淡地进行着自己的
历史，像一首毫无特色的弦乐曲，缓慢地、平白地演奏下去。
　　一直到明朝开始，西递的历史才放出光华，从15世纪中叶，一直到19世纪中叶，西递的发展可以
说是跃上了一个高峰。
鼎盛时期的西递据说有一万人，这比现在的西递人口还要多上3倍。
可以想像的是，当时那么多胡姓人聚集在这块地方，情景肯定相当繁荣。
这当中的原因当然是徽商的兴起。
由于生存压力巨大，西递人开始离家出门，在外地经营着自己的产业，西递商人主要以经营钱庄和商
铺为主。
在外赚了钱之后，便光宗耀祖，回家买田置业。
西递，在大笔资金进入之后，当然会变得不同凡响。
　　这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叫胡贯三，他是胡姓第24世祖，清朝道光年间人。
据说，胡贯三曾经经营有36家典当行和20余家钱庄，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大商铺，资产折白银500余
万两，财产居于江南巨富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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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胡贯三身上，还体现了徽商一个重大特点，那就是官与商的紧密相联。
现在，西递村口的那座“走马楼”就与胡贯三有关。
当年胡贯三与朝中宰相、同为徽州人的曹振镛结为儿女亲家。
有一年曹振镛从歙县来西递走亲戚，出于面子的需要，胡贯三调动了很多物力财力，大兴土木。
仅在村口，就修建了壮观的“走马楼”和“迪吉堂”。
当曹振镛应邀登上走马楼，凭栏眺望远山近水时，胡贯三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满足。
不仅如此。
胡贯三还捐出巨资，在曹振镛的家乡歙县，建造了横跨练江的大石桥。
官与商就在这种亲情结合之间达成了默契和互助，徽商就是在这种勾结中，畸形地发展，然后，又畸
形地毁灭。
当然，胡贯三之所以大兴土木，除了炫耀个人财富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那就是自
卑一一在那个时代。
金钱在权力面前的自卑。
　　现在，走在西递的街道上，几乎家家在向游人介绍荣光的同时，也积极地兜售着真假文物，还有
一些职业文物贩子不停地纠缠着游人。
因为没有祖先那样挥霍的资本，所以也就没有祖先那么从容不迫沉着大气了。
一座村庄。
一个家族，一段荣光，一团伤疤，就是在这样的缠缠绕绕中，变得晦涩而暗淡；昔日的光华悄然远去
，成为一个模糊的背影，让后人费思量，却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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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安徽籍作家赵焰所写的关于徽州的文化散文系列。
赵焰不仅生长于徽州，行走于徽州，而且把其对家乡山水的热爱融进他对徽州历史文化的思考中，他
的笔下有着对白墙灰瓦飞檐的徽州风光的清唱，有着对徽州历史的绵绵追寻，有着对徽州名人的鲜活
描摹，更有着对徽州文化的深思。
虽然以文化散文的体裁来写作，多少受到了余秋雨的影响，但他的文章不像余叙事状物有点故作感慨
之状，而是出自内心的感悟与真诚，又因为有着学术研究做底，加以良好的文学悟性与语言表达，因
此其文笔轻灵中不乏厚重，感性中浸透着理性的思索。
文章发表后深得读者的喜爱和学者赞誉。
本书还配上专业人士的摄影照片，力求做到文与景相得益彰，将一个自然、鲜活、历史、文化的徽州
展现于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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