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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清晨，寒气袭人。人们还大

多沉浸在节日的梦乡里，我与外孙陈跃铭

踏上了远行的动车，开始了新年的第一次

旅行，目的地——千年瓷都江西省景德镇。

列车一路急驰，车厢内暖意融融。每

次外出旅游，都是小外孙跃铭最为开心的

时刻，平时不苟言笑的他，此时也难掩内心

的喜悦，而我则看看手机或闭目养神打发

时光。

不觉，四个多小时的车程已悄然过去，

我们抵达景德镇，入住酒店后，朋友老陈的

司机小方带我们径直来到了陶阳里历史文

化街区。

据悉，景德镇的制瓷业始于东汉时期，

距今已近两千年。到了东晋，当地人赵慨

潜心研究制瓷工艺，推进了制瓷业的发展，

被誉为“师祖”。及至唐宋时期，景德镇的

制瓷又有了重大发展，显现了一派繁荣兴

盛的景象。陶阳里则是明清两代为皇室专

制瓷器之地，家家户户烧瓷窑，人人都是能

工巧匠，素有“陶阳十三里，烟火十万家”之

说，足见当时瓷器业的繁荣和红火。

节日里的陶阳里景区彩灯高挂，游人

如织，人们扶老携幼、欢声笑语。一些年轻

女孩穿上了汉服古装，美若天仙下凡。远

眺，大片枯黄的草坪、翠绿的林木映衬着一

座雄伟的楼阁，蔚为壮观。

我们在一片黄土窑坑前停留，脚下是

一块块陶瓷碎片夹杂掩埋在灰土中，它们

很不起眼，更谈不上有美的感觉，却是那久

远历史的活见证。

步出窑坑，我们朝前方的楼阁走去。

原来，该楼阁叫龙珠阁，是景德镇市的标志

性文物，被称为古城的城徽。

天色阴沉，偶尔还夹杂着零星的小雨，

龙珠阁仍不失它的雄伟壮观，金灿灿的翘

檐，螺形的尖顶，雕梁画栋，尽显豪气。书

法大家舒同、赵朴初、启功的金色题字分镶

在楼阁的各个方向，给楼阁增色不少。迎

面正门的对联为“一楼风月忘古今，千载陶

瓷溯汉唐”，这是对千年陶瓷古镇历史的最

好诠释。据悉，龙珠阁始建于唐代，宋、明、

清代几经修缮，现在楼阁为民国时期

（1925年）重建。历史上，龙珠阁曾几易其

名，最初为聚珠亭，后称中立亭、朝天阁、冰

立堂、环翠亭、文昌阁等，1925年改称龙珠

阁并一直延续至今。

龙珠阁的不远处，坐落着连排窑洞状

的红色建筑，颇有艺术感，我与跃铭近前与

之合影。一旁的古街小弄陶瓷品店铺林

立，我们祖孙俩在几间店铺里转悠着，琳琅

满目的各式陶瓷品让我们一饱眼福。

次日早晨，我们在中国陶瓷馆与外甥

女一家邂逅，他乡遇亲人，分外欣喜。

偌大的博物馆内人流如潮，我们跟随

导游，依次走进了一个又一个展厅，分享着

历代制瓷的窑坑和众多的陶瓷精品。跃铭

捧着他的宝贝iPad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拍

个不停，他要为晚上的日记作业准备素

材。转了一圈，祖孙二人及外甥女全家着

实享受了一场陶瓷品艺术的盛宴，收获满

满。

如果说，景德镇古城是以逾千年的陶

瓷制作闻名于世的话，那么，相隔不远的九

江市则是以战略位置重要、历史名人众多

而声名远播。东晋著名田园诗鼻祖陶渊

明，东晋一代名将陶侃，宋代书法大家、文

学家黄庭坚都从这里走出，南宋民族英雄

岳飞曾在此镇守十年，九江也因此成为他

的第二故乡。当今的九江名人更是不计其

数，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著名水稻之父

袁隆平、民国将领李烈钧等都出生在这片

土地。

至今我仍清晰记得，1984年的金秋

10月6日，我奉命去南昌市新建县接新兵，

借机第一次独自登上了庐山，在仙人洞、含

鄱口等景点留下了青春的记忆。弹指一挥

间，41年过去了。

此行九江，我心心念念的是追寻同姓

诗人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的足迹以及

他的千古名篇《琵琶行》。那天，抵达浔阳

江畔的琵琶亭，已是傍晚时分，夜幕下，只

是匆匆看了它在璀璨灯光下的雄姿。次

日，我们又一次前往琵琶亭，了却多年的夙

愿。蓝天下，矗立在浔阳江边的琵琶亭巍

峨壮丽，金色的圆尖顶直指天空，刘海粟先

生题字的“琵琶亭”三个金色大字熠熠生

辉，白玉栏杆环绕四周，下方的广场上，诗

人白居易的白色塑像慈眉善目，左手托着

下巴，似在吟诗作词，人们纷纷与之合影留

念。

登上亭楼，浔阳江景尽收眼底，现代气

息与古色建筑相映成趣。亭楼正门的大柱

上左右对联为：“红袖夜船孤虾蟆陵边往事

悲欢商妇泪；青衫秋浦外琵琶筵上一时枨

触谪臣心。”该联为启功先生所撰并题写，

其内容十分贴切地描述了诗人白居易写

《琵琶行》时的心境。走进厅内，一幅十分

隽秀飘逸的《琵琶行》书法吸引了我，原来

是明代四大家之一的文徵明所书，文徵明

集书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领一代风骚，艺

术成就极高。

读着《琵琶行》的字字句句，我深深为

诗文中的生动和精彩所折服，白居易的诗

兼写实与浪漫抒情于一体，让人百读不

厌。“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名

句，被人们千古传诵不衰。

据悉，公元815年，白居易因上书直谏

得罪了权贵，从京城被贬为江州司马（如今

的九江）。在江州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沉醉

在当地的山山水水之中，在庐山建草堂写

诗文，在浔阳江畔会朋友抒发情感，度过了

人生逆境时的难忘时光。这时期，他除了

《琵琶行》之外，还创作了许多诗作，《江亭

夕望》《九江春望》《庐山草堂记》等，成为中

华诗文中的经典之作。

浔阳江畔，还矗立着一座因著名小说

《水浒传》而闻名的浔阳楼。据说，当年宋

江酒后在此题写反诗，被人举报并打入死

牢，后被梁山好汉所救上了梁山。我这是

第二次登上浔阳楼，眼前的一幅幅图片、一

首首诗文仍让我看得入迷，因为受《水浒

传》的影响，我从小就崇拜宋江等人的仗义

疏财、扶贫济困，对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颇

为赞赏。柱上的一副对联让我难忘：“世间

无比酒，天下有名楼。”据悉，这是唐代大诗

人刘禹锡的诗句。宋江的一首反诗，让浔

阳江边的一座小小酒楼成为天下名楼，凡

来到九江的游客，无不慕名登上浔阳楼。

沐浴着冬日的暖阳，小方陪我们来到

素有古代四大书院之一之称的、位于庐山

五老峰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无论是古朴厚

重的书院门台、庭院深深曲径通幽的建筑，

还是历史名人雅士的诗文石碑，都让我久

久驻足。这里群山环合、溪水潺潺、古木参

天，满眼是历代名人的题诗和书法，篇篇精

彩、句句玑珠。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白

鹿洞书院揭示”“读书方法”，还有他亲手种

植的千年丹桂树，清代康熙皇帝的题匾和

乾隆皇帝题的“白鹿洞诗”等，让小小书院

名闻天下，大放异彩。外孙跃铭也沉醉在

这浓浓的书香意境之中，机灵地跑前跑后，

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

踏着斑驳的青石板，进出于书院的各

陈列室，只觉得古风书香扑面而来，沁人心

脾。眼前的对联绝妙经典：“傍万年树，读

万卷书”“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片纸

能书天下意，一笔可画古今情”……这些名

言警句道出了千年书院的丰富内涵和传世

价值，让人回味无穷。

据悉，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年）先

主李知诰在此建“庐山国学”，书院从此起

步。在此之前，唐代人李渤曾在这里隐居

读书，因为他养有白鹿，白鹿洞故此得名。

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大思想家朱

熹出任南康知军时，倾力支持复兴白鹿洞

书院，使之成为历代书院教育的典范。

离别书院时，我笑着对外孙跃铭说，古

人这么爱读书学习，学有所成，学问渊博，

今后，你也要好好读书哦。跃铭的大眼睛

扑闪了一下，会意地点了点头。

位于九江柴桑区一处山坡上的中华贤

母园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们沿着

台阶登高，走进了岳母纪念馆。看着一段

段文字，一幅幅图片，我深为古代的四大贤

母：孟母（战国孟子之母）、陶母（东晋陶侃

之母）、欧母（北宋欧阳修之母）、岳母（南宋

岳飞之母）的品德高尚、教子有方的事迹所

感动。

站在岳飞母子的塑像前，我想起了自

己的母亲。母亲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母

爱是世间最伟大无私的爱。想着一生命运

坎坷已离世七年的母亲，我的双眼泛起了

泪花。

在江西感受“年味”
■白一帆

能编一本《瑞安历代古文选录》，是

我由来已久的想法。古文言简意赅、蕴

藉含蓄、微言大义，如《桃花源记》《岳阳

楼记》《爱莲说》，一直让我心向往之，于

是寻师访友，遍觅选本与旧籍，但收获

不多。

也许是个人的喜好与偏见，本书入

选的以短制为多，那些文词偏长、语境

又与当下有隔离感的文字基本不选。

然关于瑞安的佳构又有多少？！偏居山

海一隅的瑞安人，流传下来的文本真的

不多，这就给本书的选录带来了极大困

惑。但我想，本书的编选或许能起到抛

砖引玉的作用。

但愿这不是我的一厢情愿。

瑞安古属东瓯国，先人断发文身，

错臂左衽；自宋代始，中原之风才吹入

这片蒙鸿僻地，并逐渐渗透；此后，书

院、义塾渐增。南宋时，朝堂又从开封

迁移至杭州，这就让昔日的僻境有了极

大的便利，自此瑞安文风大盛。这其中

尤以徐奭、陈傅良、叶适、木待问、周坦

与曹村的曹氏家族为代表，可以说一飞

冲天。

这是瑞安历史上，文化的第一次高

峰。

元明时期，本邑出了个南戏鼻祖高

则诚，他的戏剧饮誉海内外，是个真正的

世界级名人。此间，还出现了季氏、钟氏

与陈氏的家族诗集，后人称他们为“月泉

诗派”“玉泉吟派”与“清颍诗群”。

清朝与民国时，孙氏家族开始异军

突起。自孙希旦成为清朝温州唯一的

探花后，又有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等

开始挑大梁。其间，黄氏、项氏等家族

都有不俗的表现。特别是黄氏中的黄

体正、黄体立、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

五人被称为“五黄先生”；项氏中的项骧

参加清廷留学生廷试，得殿试一等第一

名，被誉为“洋状元”……

这是瑞安文化的第二次高峰。

本书以一己之力，独立编选，视域

难免狭隘，且又偏向于文词优雅及短小

精悍之类，不知妥否？然资料的匮乏与

遗失，能供挑选的又有多少呢？是为

序。

短章大义 文脉拾珍
——《瑞安历代古文选录》序

■林新荣

时光荏苒，光影匆匆，仍记得初次见她

时的模样，一本封页泛黄的甲骨文集，一个

个形同图画的字符，裹挟着千年的气息迎

面而来，带来历史的凝重感，又似罩着一层

神秘的面纱……

本身，“甲骨文”三个字就带着古意，一

片龟的腹甲，一根牛的骨，刻上了天地之初

的文字，如此动人心魄。揣一颗学习之心，

以新奇的视角，我加入了校甲骨文书法兴

趣小组，师从84岁高龄的中国甲骨文艺术

研究会顾问、瑞安市甲骨文学会名誉会长

——刘显佑先生，正式与甲骨文结缘。

商朝晚期的殷墟甲骨文，是我国目前

发现的最早的有系统性的文字，也是比较

成熟的文字，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根脉。甲骨文片上包括干支表，

有贡纳龟甲的记录，有的是商王田猎所获

的记录，也有卜问天气记录等等。我们瑞

安一代大儒孙诒让先生是甲骨文研究的先

行者之一，他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

系统性研究甲骨文的专著。

一片甲骨惊天下，在美学的范畴里，它

是朴素而安宁的，清灵而哲学的。作为甲

骨文初学者的我，跟孩子们的水平相差无

几，仅认识几个常见的象形字，诸如山、明、

舟、牛、雨、水、月、日等，连略懂皮毛都谈不

上。或许真的是无知者无畏，我试着将所

知的“皮毛”用于平时课堂上的字理教学

中。记得有回上《秋的声音》这一课，眼前

的这幅画使我怔住了，一只被火烤着的昆

虫，像长须长足的蟋蟀，这居然是甲骨文的

“秋”字！秋至，庄稼成熟，蟋蟀鸣叫，底部

“火”字，则是焚烧麦秸之意。了解“秋”的

字源，调动孩子们学习积极性，也让我在现

学现卖中领略到甲骨文字卓雅的气质和独

特的智慧。

因甲骨文，我走近了浙江省四大藏书

楼之一的玉海楼，了解了郭沫若于1964年

来瑞安视察时，在玉海楼题写“甲骨文字之

学，创始于孙仲容，继之者王观堂。饮水思

源，二君殊可纪念”。因甲骨文，拉近了我

与学者们的距离，也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学

习的浓厚兴趣。一周一次的甲骨书法课，

一笔一划地进行临摹，临写的仅是形，而显

神韵不足，笔画孱弱无力。甲骨文于我，仍

如初见，尚处于犹抱琵琶半遮面。

刘老课上谆谆教诲，身旁一群心怀热

爱的伙伴，我总能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

学习甲骨文书法，从识字开始，临习甲骨文

拓片，将甲骨文拓片与释文对照，对甲骨文

结构以及用笔方法会有个大概的认知，这

自然也是得到一种正确的指导。甲骨文字

笔画粗细均衡，横平竖直，字的结构是长方

形的，没有方格限制，随意排列，小大由之，

刻写自由。我们书写“甲骨文”，既要写出

“刀”法的劲峭，又要表现笔意的沉静。

甲骨文字，历史悠久，高古拙朴，是镌

刻文明的国宝，似乎有着高不可攀、遥不可

及的距离，其实甲骨文就在我们的身边。

电影《封神》里所呈现的殷商大军，一个

“车”字里记录的是最古老的交通事故。生

活里，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动

物，还有我们周遭的花花草草，古人也一

样，他们比我们观察得更为细致，创造出各

种文字。如今，甲骨文不再“高冷”，逐渐走

进公众的生活，酒盏、团扇、茶杯、果盘、衣

服等等，频繁见到她的踪影，甲骨文可谓有

了新的“活”法，引领最潮中国范儿。

从甲骨文书法兴趣班出来，我加入了

瑞安甲骨文学会，甲骨文学习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2023年暑假，我参

加了全国第四期甲骨文研修班，在前辈们

的引领下继续求索，也在瑞安甲骨文学会

诸位师长的鼓励下，参加了2024年全国首

届枫桥杯甲骨文书法篆刻比赛，作品有幸

入选。受到激励的同时，亦是愈加惶恐，甲

骨文学习仍是新手上路。多方犹疑，又屡

受鼓励，抱着尝试的心态，上学期开设了

“字”从遇见你——甲骨文书法拓展课，借

此机会，师徒踏上了甲骨文书法的求“经”

之路。

甲骨文字是生生不息的汉字的鼻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习近平总书记说

过：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

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还有一些学

科事关文化传承的问题，如甲骨文等古文

学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

有人继承。生长于瑞城的我们，身为甲骨

文字学的开山鼻祖孙诒让先生的家乡人，

我们当沿着前辈的足迹，秉承一颗赤诚之

心，为传承祖国甲骨文文化艺术不懈努力。

一笑相逢总是缘，我的甲骨情缘仍在

续写……

我的甲骨情缘
■叶蓓蕾

我二度入住眼前这家民宿时，已有回

家的感觉了。这棵苍劲盘旋的老树，像一

位饱经风霜的睿智老者，兀立在台阶的高

处，长髯飘飘，俯瞰江水东流，仰望日月星

辰，气度非凡。

这里是高楼滩脚。东海的波涛，随潮

声倒溯而上，到这里已是强弩之末。而发

源于白云尖的山水，倒映着飞云湖的青

绿，汤汤而下，奏出黄钟大吕的强音。一

进一退，两军对垒的前沿阵地，咸淡的分

界线。

1997年，赵山渡水库始建后，随着后

续的大坝截流，此处水流近乎枯竭，再加

上过度采沙，形成许多堰塞湖与凹陷的暗

河，景观破坏不用说，还给周围群众造成

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市委、市政府在充分

论证的基础上，决心把这一带建设成水上

慢城——体育运动文化休闲旅游观光

区。2019年 3月，浙江省最长跨江堰坝

——瑞安市滩脚堰坝工程基本完工，蓄水

后在高楼段形成一个面积约140公顷、库

容为330万立方米的天然生态景观湖泊，

并为飞云江下游调水提供水源。眼前这

座仿古楼阁，就是集泄水闸机房功能为一

体的景观建筑。

登上楼台，极目远眺，坝体横跨在飞

云江上，宛如一条长龙，非常壮观。江水

被堰坝一分为二，上游青碧如洗，下游泥

浆淤积，两岸青山连绵起伏，江边林木参

差，宛如一幅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徐徐

展开。远烟含岫，黛色迷离，岸芷汀兰，间

或其中，真的一个如梦似幻、人间仙境

也！江心处，建有观景台和莲花台，像玉

佩挂在堰坝上，伸入水深处，水流激处，逆

水飞波，别有一番景致。

滩脚，我并不陌生。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受一位好友相邀，

每当盛夏来临之时，经常来滩脚“玩水”，

避暑降温。滩脚水清滩浅，水里还生长了

许多树木，估计是水杉之类，这样的环境，

对于我这种“旱鸭子”是极其友好的。夏

日的黄昏，太阳的威力被树林进一步削

减，再加上流水的冲刷，凉风习习，脚踩着

鹅卵石，仰卧在水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放眼望去，江面上人声鼎沸，如沙鸥翔集，

好一个热闹非凡！

好友在平阳坑镇里工作，“玩水”后，

我们到当地一家店里吃特色菜。红烧猪

头爿，香气扑鼻，红光满面之余回到他的

单身宿舍，清末民初的老楼房，楼板吱嘎

响，我们谈古论今，兴致盎然，月光透过天

窗，织就一地华锦，青春在那些如歌的月

色里飞扬。

如今，滩脚堰坝的江边建成了绿道，

沿着绿道西行，不时有一些骑行者擦肩而

过，两边有不少的绿植，早春二月，腊梅盛

开，那娇小可爱的鹅黄花苞散发着淡淡清

香，惹人怜爱。空气清新，满目绿色，心旷

神怡。

再上去，就是“寨寮青空”的营地，这

里是户外露营、轰趴、休闲的绝佳场所。

偌大的草坪，一江春水，上下天光，空澄明

净。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了八百多年

前南宋大诗人陆游的《过瑞安江》：“俯仰

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正要

一帆风。”彼时，飞云江还叫瑞安江。

我入住的民宿，现代化的园林布局，

游泳池、休闲场所一应俱全，听说原来是

村里的一所小学改造而成，地势高，视野

广，面对着堰坝。晚上坐在院子里，喝茶，

聊天，头顶星空闪烁，村庄宁静，偶有几声

鸡鸣狗吠，让人好像回到了过往的岁月。

春至滩脚
■孔令周

民宿旁的老树民宿旁的老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