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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认识夏磊是在省地矿局召开的一次与文学有关的会上。
之前，我读到他从邮局寄给我的散文集《一路书香》，很为他质朴、温情、有思考并且有底蕴的文字
所吸引。
见到他，我的第一感觉是：果然文如其人。
　　夏磊是1968年生人，从中国地质大学毕业后，在地矿系统工作了十八年，现在是江西省地矿系统
最年轻的大队党委书记，同时是江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土资源作协会员。
　　这便是夏磊出众的地方：带着自己的团队在全国各地找矿，勘察，测绘，治理地灾，基础施工的
同时，读书，思考，并付诸文字写作。
2004年他出版了散文集《一路书香》并以该书获第三届“中华宝石文学奖”。
近两年，又陆续有十余万字散文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并人选多个选本。
　　像对自然的探求一样，夏磊的散文创作有着明确的追求。
　　他“知道自然的伟大，知道人与自然该如何相处”，他“充满豪情，也很善感”，他“喜欢中国
的传统文化，喜欢借工作之便到处走到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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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不知道感动自己和为自己而感动是不是作家的一种特质，但作者知道，有些感动最初是很模
糊的、浅浅的，而一旦行诸文字，它就会变得很细微、很丰富，这个过程真的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按摩
，此乐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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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磊，1968年出生，南京人，江西省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近年开始散文创作，专注于历史、文化、风物及情感的融合。
散文集《一路书香》获第三届“中华宝石文学奖”，近年在《散文》、《海燕》、《创作评谭》、《
青年文学》等刊物上发表散文十余万字，部分作品入选百花文艺出版社06、07散文精选集及中学语文
辅导教材等多种选本。
现供职于江西省地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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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卷一】墨味月碎沱江岁月秦淮画船听雨眠桥边红药寂寞的书院隔岸的炊烟江南水镇沧浪浮生匡庐晚
钟三清询道沈园春雪天街小雨让心去流浪小住嘉兴夜饮富春江【卷二】心香秋以为期柔软的寂寞对酒
当歌那时芦叶香寒风里有盆泛白的海棠红叶风筝荒山问禅独在旅途露天电影梦里书屋雨季随想月色如
昨清明时节花事如梦了无痕乡忆如丝故乡的雪杜鹃花季孩子，你十岁了《一路书香》自序感动生活【
在首届国土资源文学论坛上的发言】（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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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墨味　　月碎沱江　　一　　一场暮春时节的雨早不下晚不下，却偏偏在我们将离开凤
凰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使得本来就浮在心里的一丝感伤更加地挥之不去。
　　雨是在清晨的时候下的，滴答滴答的雨声早已把我唤醒，我没有随即起来看雨中的小城，却努力
地在迷迷糊糊里一点一点拼接昨夜的残梦，寻找凤凰留给我的和我在凤凰感受到的一些别样的东西。
可是，我的梦里没有出现沈从文先生清瘦的身影，也没有浮现湘西如画的风景，以及翠翠姑娘俊朗的
笑靥，却依稀闪烁着昨夜沱江里满江的河灯和轻波里散碎的月影。
　　是的，也许我真的还没有走近湘西，也许我从一开始就错带了那点伤感的情绪，也许沈从文的笔
端流淌出来的从来就只有爱，我不甘心就这么匆匆地来去没有感觉。
那么，我是该带着预定的情怀去寻找那远去的爱，还是该带着爱去走进沈先生博大的情怀呢。
　　初到凤凰的时候，作协的黄世英主席就给我布置了写篇散文的作业，他说这里一定有能够打动你
的地方。
坦率地说，我的确有感慨，有领悟，有追思，甚至还有叹息，然而当所有这些纷乱地交织在一起时，
我好几次拿起了笔又无奈地搁下。
该从何处落笔呢。
我知道没有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就孕育不出沈从文这位一代文豪，而没有沈从文，湘西怕也只能长久
地悄无声息地美丽着。
还有，翠翠在哪里，我能寻访到吗，我能把笔尖轻轻地落在翠翠的渡口去探究远方的人到底有没有回
来吗。
世上有的民族和地方会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而声名远播，而眼前这个地方却很少见，它因为一个并不曲
折的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一位故事中的淳朴的女孩而让无数人踏歌寻翠，欷歔不已。
　　面对这一切，我分不清谁轻谁重，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沈先生、翠翠、凤凰、湘西，他
们是那么浑然天成，我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二　　夜幕里的沱江是安静的，却也在不息地流淌着。
倒影在水中的半轮明月，正被水面的波纹分成许多小块，闪烁着，荡漾着，缓缓地移动着。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在另一个叫酉水的河里，月亮该也一样像一群金色的精灵吧，那水边叫茶峒的街市不知会不会还和
昔日一样宁静。
　　茶峒就是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我试着向凤凰的人打听，他们告诉我，茶峒离这里不近，是个
镇，比凤凰小许多，也破旧许多。
我没有接着问下去，没有问他们知不知道翠翠，我相信他们会肯定地回答我，但我想问的是一个真实
的人，就像打听老家的一个故人一样。
听说在茶峒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翠翠的雕像，是一副沉思的模样，后面还有那只大黄狗。
我无法想象雕像的动作和表情，其实也不愿去设想。
忽然似乎明白了，翠翠应该是没有固定形象的，她就应该像倒影在水中的月亮一样，以不同的姿态、
不同的美丽留在不同人的想象里，时间越久远，就越朦胧。
　　我可以承受沈先生的离去，我可以在凤凰的老街上，或在我的书桌前深切地缅怀他。
但是，我不愿接受翠翠的不存在，我相信她曾经就生活在这一带，我知道因为她的存在，这里后来就
有了许多叫翠翠的女子，凤凰就出现了许多叫翠翠的店铺客栈。
在街边上，我随手翻开一本书，书中有两句诗一下撞进了我的眼帘。
“渡口一条乌篷船，仿佛梦境泪湿衫。
”茶峒，你真的就在这沱江的上游吗；翠翠，你真的只能留在人们的梦境里吗。
　　茶峒的交通不便我是后来知道的，茶峒、凤凰乃至湘西自古以来就十分闭塞。
在凌宇先生著的《沈从文传》中对二十世纪初的湘西有一段较详细的描述：“一连几个小时在不见人
烟的深山里走，你便有机会领会什么叫天籁地籁，寂寞会阻塞你的嗓子，让你心里发慌。
路旁忽然一座烧毁的屋，一具开始腐烂的尸体，一丛红得凄惨的山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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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前遇到一家客店，你得赶紧住下，再下去又是十几里没有人家。
第二天再上路时，雨后松湿的泥路上，留有老虎路过时的巨大脚印。
如果运气不好，即使是大白天，也会碰到强人拦路抢劫。
”这就是在历史上被称为“苗蛮匪区”的湘西，凤凰的行政设置是在康熙年间，正式称凤凰县则是在
民国二年。
凤凰是沈从文的出生地，在《湘西》一书的题记中，沈从文写道：“当我拿起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
，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
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集如此丰
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
因此这本书的最好读者，也许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个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
”这样看来，沈从文对湘西的爱是不止于寻常风物的。
　　我终于没能去茶峒，我和许多游人一样，就把凤凰当成了沈先生笔下的茶峒了，好在据说除了规
模不同，风土民情是基本差不多的，更何况凤凰还有沈先生的故居和墓地。
这是不能不去瞻仰的。
　　三　　凤凰的一切似乎都与沈从文有关，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出了它独特的风情。
在这里，人们触摸不到太久远的历史，却可以感受到小城的变迁。
城墙是老的但并不古老，吊脚楼是不断翻修了的，“溪桥夜月”也早已被“虹桥烟雨”替代了。
沱江水不息地流淌，它早已洗去了边城的匪气，带走了旧目的人喊马嘶。
划船的不再是江西的商人，尽管他们会称自己是江西商人的后裔。
　　逝者如斯，世上没有一样东西能经受时光的考验，没有什么能抗住流水的冲刷。
人们可以无休止地修复一些历史遗迹，但是却无法恢复其内在的精神。
有时我想，我们为什么要绞尽脑汁地去重现呢，让我们一起和它们随着岁月往前走，顺着流水往前淌
，岂不更好。
我们为什么不愿还历史发展的本质和进步的足迹呢。
“日月交替，因之产生历史。
”面对大半个世纪前沈从文说的这句话，我们真的应该汗颜。
　　吊脚楼上伸出来的笑脸还是一样的亲切，但却不是呼唤水手客商的。
窗台上的灯笼还是高高地挂着，却都亮得耀眼，那种迷离，那种暖昧已无从找寻，谁还能读懂那倒影
在水中的灯语呢。
　　然而有些东西是仍然能实实在在感受到的，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变，那就是沈先生笔下的湘西淳朴
的民风。
沈先生在写《边城》的时候，其实是在怀旧。
那么，我们今天来凤凰，则是更深的怀旧了。
怀旧并不颓废，我们是在和先生一起呼唤那些曾经驻留在我们心里的，弥漫在我们周围的美好纯洁的
东西。
　　在凤凰虹桥桥头的街市上，有一些年老的妇女在卖着银饰。
她们并不太说话，她们更多地是默默摆弄自己的货物，她们爱这些东西，她们是想客人们也像她们自
己一样爱上这些东西。
有一会儿我想，离开了这灯影迷离的街市，她们要走一段漆黑的山路，然后来到一个渡口，就可以看
到对岸自家的灯光了。
据说在凤凰买这些小物件可以随性地还价，也可以完全不用讲价。
杀价并不会招来怨恨，不讲价也不会挨宰吃亏。
这就是湘西人，以及他们的淡定。
他们并不悠闲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仔细把玩自己的东西，他们不会对外乡人显出特别的殷勤，也不会
流露出冷漠。
他们的言语不多似乎是告诉你，你就是一个寻常的过客。
　　在沈从文的《边城》里，老艄公在集上买肉颇为有趣，他怕别人不要钱，拿起肉就走，扔下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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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不需称量。
的确，秤可以称出物品的斤两，却如何能称出和谐的乡情呢。
在沈从文的作品里，门口挂着灯笼的女子，会为她钟情的汉子日夜守候。
在女人悠长的梦里，她看到船来了，灯影一散，正是自己的男人，女人便疯了似的冲过去。
“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浸透，见寒作暖，忘了一切。
”沈先生没告诉我们这些女子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分明能感到一种爱的存在。
这爱也是无法称量的。
他们在第一次就称量过了，觉得值，他们就认了，这个女人就觉得她值得用一生等那个男人。
这一生一世的爱什么秤能称出它的分量呢。
　　那晚，或许天上也有半轮月亮，年轻的沈从文在下船时，听到一个人唱《十想曲》，曲调卑陋声
音却清圆悦耳，他知道那是由谁口中唱出且为谁唱的，他在河边寒风中痴了很久。
　　四　　在沈从文笔下多次描写了湘西的月色。
“月色极其柔和，溪面浮着一层薄薄的雾。
这时节对溪若有人唱歌，隔溪应和，实在太美丽了。
”沈从文当然知道，这世界每天都在变，湘西也会跟着变，但他同时知道，不变的或许只有这永恒的
故乡的明月。
即使他看到今夜江中的碎月，他也一定会认为，这样的月亮正可以洒满一条江。
这是我的臆想，根据就是沈从文对湘西的生死眷恋。
沈从文在离开湘西后直到去世没能再回故乡，正是这种眷恋，使得故乡在他的心目中越来越完美，因
此，他选择了魂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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