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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篇历史小说·京城之恋：柳永回忆录》讲述一个男人在情爱与功名之间徘徊一生的故事。

　　北宋举子柳三变奉父命避居读书，却化名柳七潜于青楼，成为走红词人；梳栊舞伎虫虫，轰动京
城。
父亲将他逐出家门，皇上又在殿试中将他黜落。

　　柳三变回老家，本想弄些钱回京赎娶虫虫，不想被逼得连夜出逃。
他想出家又受不了佛门清规戒律，留在武夷山修仙。

　　10年后，他禁不住世俗之诱，改名柳永，及第为官，却感到力不从心。
为调回京城，他求助于高官大词人晏殊，不意遭羞辱⋯⋯
　　小说由柳永“亲口”讲述他那令人迄今争论不休的生平与作品，直逼历史人物的本真，虽是悲剧
却令人惊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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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敏飞，福建泰宁人，已出版有长篇小说《鼠品》《红豆项链》《兵部尚书轶事》《裁员恐惧》
，散文集《人性·自然·历史》及随笔《历史上的6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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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谢谢你远道而来“柳永纪念馆”看我！
我这馆虽然也地处武夷仙山景区中心，但与毗邻其他景点相比冷清多了，难得你有心拐这僻静处来。
    谢谢你给我的塑像浇上啤酒！
我们那时候的酒够多了，我可以一口气给你报上几十种，可偏偏没这种。
喝这酒，打个嗝⋯⋯好爽啊！
    谢谢你再三叩问我那遥远的人生！
千百年来，国内国外研究我生平与《乐章集》的专家学者多如牛毛，可我一个也懒得理。
只有你逮住我的命门——宁愿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是的，我生来就有些贪杯，死而未改，迄今无悔！
谢了！
我破天荒将一切如实告诉你罢——用现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晒晒我那些风流债。
    1    唉，你可能有所不知！
其实，我前大半辈子压根儿不叫柳永！
当然，柳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姓不能轻易改。
父母给我起的名叫“三变”，字“景庄”，小名“索利克”。
后来，我自己还改了几个。
改名更姓，自然是很无奈的事。
    我们那时候起名起字比你们现在讲究多了！
那时候时兴说：“不怕生错儿子，就怕起错名字！
”名字的含义要吉祥如意，要与生辰八字相符，要音韵流畅和谐，还要字形疏密匀称等等。
所以，目不识丁的乡巴佬也要虔虔诚诚请个秀才翻书翻半天，何况我们儒学世家。
    看到我的姓，你很容易联想到比孑L夫子还大几岁的“和圣”——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肃然起敬⋯⋯
你对了！
据考证，我是柳下惠第三十三代孙，任重道远！
我祖父柳崇生不逢时，天下无道，狼烟四起，但他富有真才实学，德高望重，享有盛誉，隐居闽北大
山还被授为沙县县丞。
可他坚持不为官，布衣终身。
父辈变了，几兄弟个个为官。
我父亲原是南唐监察御史，入宋又登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这官不算小，相当于你们现在的中央副
部长呢！
父辈讲究宝盖，我父亲叫柳宜，叔叔们叫柳宣、柳宏、柳案、柳密、柳察。
我叫三变并不因为我在三兄弟当中排行末尾，而因为讲究个“三”字，大哥叫三复，二哥叫三接。
我下辈则重水，比如我儿子叫柳说，侄子叫柳淇等等。
不仅如此，每个文字还有特别含意，父辈无非是期望我辈多多复兴先辈荣光，多多承接祖上辉耀。
    我这“变”与兄长的“复”、“接”有所不同。
稍长大稍读些书就读到“不肖子三变”之说，说世上不孝不才之人有三变：第一变像噬庄稼的蝗虫，
卖家园吃喝玩乐；第二变像啃书的蛀虫，卖家里古董书籍；第三变则像吃人的老虎，卖家中男女仆人
。
凭什么说我会变成不肖之子呢？
我很不高兴。
记得稍懂事的时候，我询问父亲。
父亲边干咳边笑道：“希望你变好啊！
”我大吃一惊：“难道我生来就不好吗？
”父亲沉了脸咽了声，走开不理我。
我好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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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母亲问兄长，他们只是安慰，没一个给我答案。
    差不多那时候，我还读到《论语》中一句话：“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君子三变与不肖子三变完全不同，君子风范给人第一印象很严谨，接触后才感到他温和，听他言语
又变得严厉。
出于同样希冀，给我取字为景庄——景仰端庄！
这样一想，我又感到欣然。
    然而，不肖子三变之说像一片阴霾笼罩在我心上，总也挥之不去。
想到君子三变我会努力读书，想到不肖子三变又没心思读书。
一阵子豪情满怀，一阵子垂头丧气。
就是在这样悠悠恍恍中，我不知怎么会觉得有两个我！
奇怪，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我经常觉得，还有另一个我在冥冥之中跟我说话，指手画脚⋯⋯有时觉得是脚在跟我说，有时觉得是
手在跟我说，好像我肉身每一部分都会说话，有时候又分不清楚哪个具体部位，反正是肉体跟我说，
或者是灵魂跟我说。
我就是在这样悠悠恍恍中长大。
等我终于发现父亲的真心，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变得⋯⋯唉，叫我怎么说呢？
    我们那时候⋯⋯史称北宋，算是初期吧，那是个多么令人心旌荡漾的时代啊！
特别是京城。
那时候京城汴梁，也叫汴京、东京，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一望无际，路衢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到
处是风光亮丽的街市。
大宋实行仁政，街坊间相互大开大放，又改历朝不许居民向街道开大门的老规矩，允许沿街买卖，包
括宽阔的御街。
太祖一开国就鼓励文武大臣“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并诏示天下“朝廷无事，
区宇咸宁，况年谷屡丰，士民宜纵乐”。
大唐好，可是长安之夜没几人喜欢。
唯有我大宋百无禁忌，天下祥和大治，朝野多欢。
瞻前顾后几千年，你见几个王朝鼓励百姓享乐？
好像唯有我们大宋！
大宋，真是大气！
大方！
大雅！
可遇不可求！
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我可不能浪费这么大好机遇！
    最美妙是夜晚，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到处灿烂辉煌，弥漫着撩人的歌乐、酒气与粉脂香。
人们及时行乐，尽情游宴，千金买笑，昼夜狂欢，醉享太平。
京城里歌舞酒楼无数，以樊楼、杨楼和八仙楼为最。
这些楼都是楼群，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
    当然，那不是寻常人去的地方。
我斗胆去过一回樊楼，门口就望见一条笔直的长廊，南北天井两旁是小阁子，烛光里外辉映，前来寻
欢作乐的达官贵人上千。
廊边坐着浓妆艳裹的美人，多达数百，等着召唤。
她们有的簪白花紫衣，紫花则衣黄，黄花则衣红，活如百花园，更像一大群刚刚下凡的仙女。
只有见过这种情形，你才会理解我们那时候为什么称歌伎舞伎为“神仙”之类。
相比之下，她们身边像苍蝇一样围着的那些高官大臣，虽然服紫花袍，葛巾鹤氅，蔚为大观，反倒成
了低三下四的陪衬，或者说可有可无的道具⋯⋯    对不起，请别笑我！
垣白说，我确实很迷恋城里的美女和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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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人笑我：“你老祖宗可是‘坐怀不乱’的圣人啊，你怎么变这么花心⋯⋯情圣样的！
”    “正要怪我那老祖宗⋯⋯祖宗们哩！
”我笑道，“他们欠女人太多了，要我一个人偿还！
”    可惜我没资格享受樊楼。
且说那天晚上我斗胆闯樊楼，决意狠心乐它一回，把守却要我交一种馆券。
那券是官府专门发给官员的，我一个白衣举子哪会有那玩意儿呢？
我只能在门外远远地望望，咽咽口水，狼狈走人。
我想父亲肯定会有，可他藏哪儿呢？
我悄悄找了好些天，没发现半点踪影。
我只能在心里想：很快⋯⋯等我及第为官，我也会有一沓沓馆券！
    京城是人欲横流最炽热之地，可又像母亲的龙门，是举子鳞化的必由之道。
所以，父亲要我们兄弟尽可能留在闽北老家，为了科举才让我们到京城。
可城里哪是读书之地啊！
我怕父亲那张凶神恶煞的脸，又割舍不下灯红酒绿。
女人还好说，只要没拿双，谁也不能说我怎么了。
酒可不好办，擦不干洗不净，偷偷溜回自己房间了还会让父亲嗅到。
父亲其实很能喝酒，但一般不喝，所以特别敏感，可我⋯⋯可我偏偏像猫一样禁不了偷腥。
    父亲生气了，肯定生大气。
我埋着头，偷偷抬起眼窥见他那张白净的脸变黑，伸张了巴掌随时要掴我的样子。
可他没有打我，他从来没有像打我母亲和兄长那样打过我。
他长叹一口气，狠恶恶吼道：“明天滚回去，别在京城给我丢脸！
”    晚上，全家男女老少端坐大厅，听父亲讲《论语》之类的书。
这是几十年的老规矩了，其实我们不爱听，敢怒不敢言。
我缩成一团，觉得特别冷，但不敢打战。
第二天一早，母亲照例早起，亲手凿破坚冰，做粥给奴婢吃，热身后才让她们下床干活。
父亲看不过意，劝道：“北方不比我们南方，这么冷，你何苦呢！
”母亲说：“让她们先暖暖身子，做事更麻利！
”父亲发脾气说：“她们什么人，你什么人？
你怎么不识抬举！
”母亲幽然说：“我习惯了，不觉得冷，自有其乐！
”母亲太善良了！
也许正是这善良打动了父亲，所以他对她不至于更糟，不再反对她为奴婢做粥，只顾履行自己的家规
。
每天一早，他率儿子孙子在大厅揖拜祖宗，由我们兄弟轮流领诵“廉孝辉先烈，诗书启后贤。
雅儒崇善庆，俊秀守纯全”之类祖训。
仪式完毕，各自回房读书。
    这天早上拜完祖，我没心思看书，等着父亲把我赶回老家。
来叫吃早饭了，我装着没听到。
等家里完全安静下来，母亲来叫我才出门。
她坐在饭桌边，边看我吃饭边抹眼泪，边数佛珠边数落我。
她甚至轻声但是生气地说：“索利克，你身上还从外面带回来什么气味，我也是女人，你别以为我不
知道！
”    没什么好争辩，我什么也没说。
最后，她说父亲改变了主意，要我到嵩阳书院好好苦读一段时间。
下次再考不上，就真不管我了。
我不能不依，一赌气马上走。
    嵩阳书院闻名天下，京城的书院也无一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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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这书院院长邓文敦是我祖父的学生，青出于蓝胜于蓝。
当他从福建北归时，我祖父欣慰地感叹道：“吾道北矣！
”他很快名满天下。
我们那时候儒学又开始大发展，也就是你们现在所称的理学这时候开始萌芽，几十年后在程颐手上成
长，百年后在朱熹手上开花，结果则在两百年后蒙古人手上。
为了适应儒学发展形势，书院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书院与学校不一样。
我们当时的学校已变为以科举贡士为主，以儒学研究为辅。
书院则由儒者们创立，有的叫精舍，专供讲学与研究。
父亲要我到这来，不为什么深奥学问，只是借助这种清幽的环境多读点应付科考的书。
当然，院长也可以给我答疑解惑，并用书院的规矩约束我。
    这书院规矩甚严，不许喧哗、不许私自外出之类规定将近百条，只差规定不许放屁。
同时，树有几十位楷模，令人吃喝拉撒都有榜样可学。
书院将这些楷模画在墙上，要求大家见贤思齐。
    我们几位寄居的举子比较自由，不必集中到堂听讲，可以整天关闭在自己房间温习功课，只是不许
擅自步出院门。
然而，小老弟调皮捣蛋都难管，心是更难束缚的！
何况我的心生来放荡不羁，就像天上的云。
再说，书院管理也不是没有漏洞⋯⋯对了，我给你讲件事，说来好笑。
有天傍晚，我们几个同学出去散步，跑进不远的登封城里喝酒，喝到半夜，突然下雨。
我们没请假，不敢在外住宿，冒雨回书院。
雨太大了，我出个主意，敲开店门买一床被单，用四根小竹棍撑住四个角，像一把大伞，几个人躲在
当中。
走到书院门口时，巡夜的兵卒发现，举着火把追来。
我们吓得要命，丢了床单翻墙人内。
没想到，那些巡卒更怕，不敢上前。
第二天，巡卒向官府报告说：昨夜二更有怪物从南往北而行，其上四平如席，其下谡谡如人行，大约
有二三十只脚，模糊不可辨，行至书院墙边突然不见。
官府也弄不清楚这怪物究竟何物，只好要求各街坊建一个禳灾道场，做法三天三夜。
我们书院也做了。
我们几个不敢吭声，只能偷偷笑，肚子都笑痛了。
这是真的，绝不骗你！
那书院所谓严格真的就这么回事，根本约束不了我！
我经常会悄悄跑到登封城里去透透气，甚至会溜回三百来里外的京城去散散心。
以前我还只是偶然利用父亲到工部值夜的空子溜到青楼妓馆乐一夜，现在好了，我一溜可以连续乐它
三五天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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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久违的风流    一    这部小说可谓“遵命文学”，遵的是叔本华之命。
这位大腕哲学家公然蛊惑说：“我很希望有人来写一部悲剧性的历史，他要在其中叙述：世界上许多
国家，无不以其大文豪及大艺术家为荣，但在他们生前，却遭到虐待；他要在其中描写，在一切时代
和所有的国家中，真和善常对着邪和恶作无穷的斗争；他要描写，在任何艺术中，人类的大导师们几
乎全都遭灾殉难；他要描写，除了少数人外，他们从未被赏识和关心，反而常受压迫，或流离颠沛，
或贫寒疾苦，而富贵荣华则为庸碌卑鄙者所享受⋯⋯然而那些大导师们仍不屈不挠，继续奋斗，终能
完成其事业，光耀史册，永垂不朽。
”阅读这段话之时，我随即想到疯子凡·高、瞎子阿炳、浪子柳永等等。
    对于柳永，我似乎有某种债务。
10年前，我应广东旅游出版社之约编写《武夷山自游人》时，武夷山的柳永纪念馆刚开始筹建，因此
没写进那个小册子。
我想等再版时补，它没再版也就把写柳永的“债”拖到现在。
    二    知名学者谢桃坊在他传记《柳永》一书后记中坦陈：“要系统而深入浅出地介绍这位词人，是
较介绍宋代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困难得多。
这是因为关于柳永的生平事迹、关于他作品的思想意义与艺术成就的评价等至今尚是学术界探讨的学
术问题，而且又无可资参考和依据的年谱、传记、校注的集子等有利条件。
”那么，我怎么办？
    柳永现存213首词（其中一首只剩一句）。
我斗胆认为：从柳词当中可以挖掘出漂亮的小说，因为柳永词本身富含小说因素——    第一，也许可
以说词比诗更多些文学性。
公认是：诗言志词抒情。
著名评论家雷达新近还提出：“与其说，文学是人学，不如说文学是‘情’学。
”诗很容易沦为空洞的大话空话，好诗也不过心灵的火花，词则是令人柔肠寸段的情感。
博尔赫斯说：“我是从一种享乐主义的角度来评论文学的。
也就是说，我是根据文学给予我的乐趣或感动来评估文学的。
”以此标准来看，词具有更好的文学品质。
    第二，柳永词本身描绘了一些人物形象。
柳永词大都不是“抒情诗”，而可谓“叙事诗”。
学者李剑亮认为：“唐宋词人还把歌伎看做是美的化身、理想的寄托和精神的慰藉。
这在柳永的咏妓词中十分明显，他经常把歌伎写得很美，既写其色之美，又写其艺之美。
写歌伎之美极为全面，极为细致。
”“难能可贵的是，柳永在他的一系列咏词中，还真实地刻画了歌伎的思想性格及内心世界。
”    第三，柳永词本身含有较丰的生活细节。
直到与柳永同时期的晏殊、张先等人还是以“小令”为主，而柳永率先大量创作“慢词”，80字以上
的词占一半以上。
这样的词或多或少带些故事情节，可以演绎成小说情节。
他还在叙事中刻画了一些人物性格，传达出一些特定情感。
我这小说好些细节都是直接从柳永词中提炼出来的。
    第四，柳永词是他的心灵史及当时社会生活画卷。
唐五代时词属“艳科”，温庭筠66首词有61首属“男子而作闺声”，李煜词也大多如此。
这种现象到宋时仍然严重，诚如龚静染所说：“宋词里有大堆的陈词滥调，你会感到有很多宋词是在
互相抄袭和模仿，或是闺中相思，或是长亭闲愁，情和景都鲜有新意。
”通读柳永词，不难发现他也有此嫌。
然而，更重要的是柳永作了历史性的开拓，尝试“无不入词”。
除艳词外，他还写有不少积极用世的志意、失意的悲慨及对仕途的厌倦，还有颂圣颂扬地方长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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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风情，羁旅，访仙，咏物等等。
细细梳理一番，不难发现《乐章集》就是他一生那相当独特的心灵史及那个迄今令国内外专家学者艳
羡不已的社会生活画卷，堪与《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媲美，异曲同工。
    所以，我总觉得可以柳永词本身为素材写个好小说，可以像考古学家根据骨骼化石复原生物的状貌
，并复原其血肉与灵魂。
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最近在一篇推荐文章中说：“如果把《论语》当成一部上乘的小说来看，如何？
读完薛仁明《孔子随喜》，我感谢作者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可以看小说一样的看《论语》。
”借用这话来说，我力图尝试的是：让读者看小说一样看《乐章集》！
    何况，我本来就不是写传记，而是写小说。
如果要说这属于“传记文学”，那也是柳永的灵魂之传，而非生平之传。
缺乏可资参考和依据的资料，对写传记是难题，对写小说则是便利。
我将这些词作视为一副扑克牌，我的任务不是发明一种新的纸牌，而是创编一种新的游戏规则，作一
种崭新的排列组合，给玩牌的人（读者）带去一种新鲜的乐趣。
    当然不能光凭现有的“牌”。
于是我大量地“拿来”，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有些细节源于《宋人轶事汇编》之类，甚至取自近代一
些逸闻逸事，但又“面目皆非”；于是，我大胆地虚构，有些细节很可能会惹相关专家生气，但我觉
得未必荒唐。
英国作家毛姆小说《月亮与六便士》及刚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秘鲁作家马里奥·略萨小说《天堂在另外
那个街角》，写相同一个真实人物——法国著名画家高更，都对历史故事加以虚构和创造，或者说像
博尔赫斯那样对传说或是见诸记载的人物、事件进行颠覆性叙述。
此外，法兰西学院首席女院士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写罗马帝王生平业绩的《哈德良回忆录》，英国作
家罗伯特·格雷夫斯写罗马帝国宫廷变乱的《我，克劳迪亚斯》，也都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且以
第一人称叙述。
这些小说都是在我这部小说修改之时才读的，还是让我获益匪浅。
    总之，诚如法国著名文学家帕斯卡所说：请“不要说我没有说过什么新东西，那些旧材料我已经重
新安排过了。
”    我力求基本要素的真实，更求人物灵魂的本真。
大胆地虚构，但绝不“戏说”。
有些魔幻现实主义色彩，那是为请柳永“开口”找一个合适的理由，不过这也可以说是我小说一以贯
之的风格。
    记得多年前在浙江温州参加一个笔会，听一位编辑老师说过：“离传统的道路越远，离诺贝尔文学
奖越近！
”这话让我时常记起。
虽然我几乎跟文学小奖也多年没什么缘分（不期而至的其他奖倒是常有，近日连续收几份中国XX学会
或协会寄来获金奖或聘任终身名誉主席之类精美的通知书，甚至有某国皇家艺术基金会聘为学术顾问
，可惜我只是在学生时代上过美术课，呵呵，请别笑掉大牙），但我坚持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写。
    三    柳永固然是那个时代的浪子和才子，但更是那个时代的弃子。
后一点是我着力强调的。
    柳永的品格谈不上高尚，但是难能可贵。
他可贵在于：始终诚挚！
哪怕对妓女也诚挚地相待，诚挚地爱恋。
当然不能说他100％纯真，科学家说真正的纯圆体只有到太空才能制造。
他的颂圣、投献词不乏夸张，给美女也有游戏之笔。
不可忽略的是，在灵与肉两者间徘徊是那个时期文人非常普遍的现象，甚至可以说不仅是文人，也不
只那时期。
与其他人相比，他是最诚挚的。
在儒家文化特别是理学压抑下，国人的言与行愈发不一。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京城之恋>>

我总认为国民性格最大的毛病就是说与做大不一样，现实生活中仍然不乏如莎士比亚所揭露的那种人
：一面指引着别人披荆斩棘上天堂，自己却在花街柳巷流连忘返。
只要柳永少一些诚挚而多一些圆滑，他的晚年很可能变成喜剧或者正剧。
    柳永的时代非常特殊。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伊沛霞说：“近年来中国、日本和西方的史学家认为，宋朝是前所未有的变化时
代，是漫长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
”甚至有学者说：中国历史在唐以前与宋以后，是不同的性别。
还有一个角度可以将中国数千年历史一分为二，这就是：宋之前可谓贵族社会，宋开始迄今可谓平民
社会。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事，在五代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到了北宋才开始，而这种说法则
到元朝才有。
诚如薛莲教授指出：“中唐以前，‘雅’文学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以诗文辞赋为主要样式、以宫廷
文学和山林文学为主干、以士大夫意识为灵魂，是封建社会上升阶段的代表文学。
自中唐开始，一些来自民间的通俗文学如通俗诗歌、说唱变文等开始兴起。
其后，宋词、宋元话本、金元杂剧兴起，势头强劲迅猛。
元、明、清三代，通俗文学呈现压倒典雅文学的趋势，其成就已高出士大夫文学之上⋯⋯一直延续至
今，方兴未艾。
”柳永出身贵族家庭，但在情色诱惑之下，或由于其他缘故，他的作品乃至他的人生有意无意、或多
或少选择了平民社会与平民文学。
同时，“以理杀人”的理学开始萌生。
这样，诚如柯平所说：“想想当今通俗文学作家如金庸等无故受到的非议，就不难对金圣叹在当时文
坛的处境有深切的感受。
”想想柳永，不更是如此吗？
那时候，如同普罗米修斯上天盗火一般柳永随同中国历史本身在关键转折之中痛苦地挣扎。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柳永自身的悲剧性格。
如果他能够在情人与官人之间，或者说出世与人世之间，或者说人欲与天理之间，简单而果断地抉择
就好了，那悲剧就非常可能避免。
偏偏他不行！
他优柔寡断，反受其乱。
他至死、死之后以至与读者临别之时仍然在灵与肉之间徘徊（当然后者只是我的想象）。
他不像范仲淹那样坚定地向往官场，百折不挽，只是顺手牵羊写些绝妙的诗词；不像凡·高那样矢志
作画，以致成疯，死后成功；也不像曹雪芹那样绝望得只剩下《红楼梦》，而像袁宏道那样“如猴子
在树下，则思量树头果，及在树上，则又思量树下饭。
往往复复，略无停刻”。
这是另一类文人的典型代表！
    自古以来许多人将柳永视为“风流”的代名词，如有人说：“不管你怎样看待，也得承认他是中国
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风流才子。
李白有才气，苏轼也风流。
若要也才子，也风流，且把才气与风流玩得出云人画，游刃有余，恐怕李白与苏轼是难以望及柳永的
项背。
”甚至有人说：“男人如柳永，不枉此生矣！
”我觉得有失偏颇。
其实，风流对于老年柳永来说是久违之事（‘有词为证），北宋初期那个时代对我们现代而言也是久
违的风流。
随着与柳永“神交”一天比一天深入，我的创作动机渐渐变了：不再想写什么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
甚至不想为什么显赫达闻人物树碑立传，而只想逼近本真地再现一个普通男人那不愿被束缚的灵魂，
呼唤真挚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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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对妓女也真挚地爱恋，令我们今天众多人也难免不汗颜。
    读着柳永，写着柳永，我忽然感到除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人生还有第四大不朽，这便是：“立爱
”——请准允我杜撰这词。
梁山伯与祝英台何德何功何言？
罗密欧与朱丽叶何德何功何言？
没有！
全部没有！
相反，他们都是叛逆父母的不肖之子，为了男女私情什么功名也早如弃履，即使情话也平淡无奇，可
他们真挚地相爱，这就够了！
够令人一恸了！
够流芳百世了！
念天地之悠悠，历沧海桑田之变，唯有爱是一颗永恒的星。
缪斯女神在冥冥之中就这样引导我这部小说的创作。
祈愿柳永的灵魂不死，而柳永的悲剧不再！
    为写这部小说我参考了大量资料，恕不逐一鸣谢。
所取柳永词及主要评价性资料（包括附录），主要以叶嘉莹主编《柳永词新释辑评》（中国书店2007
年版）为准。
    最后，还得由衷感激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办公室吕洁女士。
由于某种原因，如果没有她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这部小说很可能还要迟些问世。
    冯敏飞    2011年6月29日湫溢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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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随着与柳永“神交”一天比一天深入，我的创作动机渐渐变了：不再想写什么才子佳人的风流韵
事，甚至不想为什么显赫闻达的人物树碑立传，而只想逼近本真地再现一个普通男人那不愿被束缚的
灵魂。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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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京城之恋:柳永回忆录》是冯敏飞”男人三部曲“之一，讲述一个男人在情爱与功名之间徘徊一生的
故事。
由柳永“亲口”讲述他那令人迄今争论不休的生平与作品，直逼历史人物的本真，虽是悲剧却令人惊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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