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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万里行路读大书(代序)    ◎凌鼎年    近十年来，出版社、文化出版公司几乎都来约我出版微型小说集子
、小小说集子，故而我连着出版了多本微型小说个人集子，还主编了多套微型小说选本。
其实，我也写散文，也写随笔，甚至近几年我写的随笔、散文量已超过了微型小说，我手头已编好了
几本随笔集与散文集，但没有出版社来约稿，只好让手稿躺在抽屉里睡大觉。
    也是机缘巧合，最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正在组稿，我就
翻出了早几年编好的集子手稿，那时出版社不要求电子版，所谓编集，就是把手稿、打印稿，或报刊
发表稿复印一份，再编个目录就算大功告成了，最多出版社清样出了后作者再自己校一遍。
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出版社的编辑大都是小年轻，他们习惯看电子版，习惯电子邮件来往，谁还给你
打印，再寄来寄去。
说实在，作者如果有电子版书稿，真的是大家方便，差错还少。
我现在出版的微型小说集子都是发电子版的。
但我查了编好的随笔集、散文集手稿，有电子版稿子只一半左右，前几年写的散文、随笔，大部分没
有电子版，我只好重新编过。
先把有电子版的散文、随笔一一找出来，分门别类排了排。
把没有电子版的可以入集的稿也排了排，摊了一台子，算算作品还不少，足可编好几本集子。
只是作品多了挑选余地虽大了，却又产生箩里挑花，挑得眼花的感觉，每一小辑名的确定，篇目的归
类，很伤脑筋的。
    刚好上个月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人文江苏山水情》的游记散文集，受此启发，干脆就再编一本游
记散文吧。
我这人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偏爱游山玩水，又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的，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有幸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市，还去了欧洲、美洲、大洋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与地区，游历之余
，留下了不少的游记散文，大部分都发表过。
    我理了理稿子，拉了个目录，光这些游记散文可以编两本集子，一本是写海外的游记散文，一本是
写国内的游记散文。
海外的那本我初定了书名为《域外游踪》，国内的这一本就定为《凌鼎年游记》。
    我在过目这本集子目录时，发现九十年代去某个地方开笔会或讲学，回来后少则写五六篇，多则写
十几篇，甚至二十多篇。
但近几年走的地方越来越多，这种游记类的稿子却越写越少了。
一则走的地方多了，眼界不一样了，一般的景色已难以激发我写的欲望，二则越来越忙，要写的东西
太多，很难挤出时间去写游记稿。
往往一回来，就要急着处理一大堆事，等忙过这一阵，再想写游记，已时过境迁，激情已没有了。
还有一个就是新鲜感问题。
十年前，“9·11”刚发生，我应邀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回来后
一口气写了30来篇，要不是后来要完成其他约稿，我还会写几篇。
去年，我第二次去美国，跑的地方比第一次多，看的东西也比第一次多，但写的兴趣淡了许多。
还譬如2010年我去了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我记了不少素材，准备写大洋洲游记的，但至今一篇没有写
。
2011年我去了欧洲5个国家，也记了不少素材，也是至今一篇没有写。
千万别以为我是华威先生，忙于应酬而没有时间写作，快乐地死亡。
其实，我2011年写了164篇，至少40万字。
在同龄人作家中，我绝对算是勤奋的。
    以前年纪轻的时候，看到啥写啥，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入我笔端，但走的多了，看的多了，我
更注意观察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景点的特色与个性，她的历史信息，她的文化意蕴
，她的风土人情，她的人文内涵，她的与众不同，她的魅力所在。
    我不会轻易动笔，如果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如实地写山写水，那与旅游指南有什么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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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写出作家的独特的感受，一家之言的看法、想法，那才有意义有价值。
例如，我到四川自贡市参加文学活动后，参观了当地的景点，了解了当地的文化，有了若干的想法，
回家后，就写了《观自贡灯会想到的》，对发展自贡市的旅游产业提出了我的看法。
还有，去东台市参观考察后，因当地电视台记者采访我，要我谈谈看法，即兴地讲相对比较简单，有
意犹未尽之感，回来后，我认真思考后，写了一篇游记，把我对东台的看法、建议都写在了里面，供
当地领导参考。
虽然我不是旅游方面的专家，但我走的地方多，见多识广，有比较，就会产生想法，产生点子。
当然，听不听得进，那是他们的事。
    我是江苏人，出生于江苏最东南面的太仓，又曾经在江苏的最北段的微山湖畔的煤矿工作过，虽说
没有走出江苏，却从江苏的这一端跑到了江苏的那一端，真正意义上的纵贯整个江苏省，使我有机会
走遍了江苏省百分之九十的县市，故而写江苏的游记散文最多，我已编辑、出版了《人文江苏山水情
》，凡收入过那本集子的，这次就不收了。
不过在编这本集子时，又翻到了多篇写江苏的稿，未收入台湾版的集子，本想收入这本集子，但后来
发现有十几篇已收入过我以前的散文集《春色遮不住》，所以这次写江苏的游记稿，只收没有入过集
的。
    我在校对此书稿时，很遗憾地发现，像东三省、宁夏、贵州、海南、安徽、湖北省、河南等几个省
市没有稿子，我印象中东三省、宁夏、贵州我确实没有写过，但海南、安徽、湖北、河南等几个省市
我应该或多或少写过，只是没有电子版，一时又没有找到原稿，就暂缺吧。
像贵州，我去过两次，很有感慨，我想我会补写的，算是我的欠账吧。
我走遍全国，却没有写遍全国，有点对不起那些欢迎过我的好山好水，我想我会写遍全国所有的省市
，不能辜负了各省各市的山水与人文。
    我原本想把这集子的代序定为《游山玩水长精神》，因为我流连、沉浸、陶冶在青山绿水、大漠风
光，江南小镇，边陲荒原，确乎增知长识，开阔眼界，大有感受，大有收益，精神为之振，心态为之
松，但写好后，有朋友说，游山玩水入题目不太好吧，想想也是，原本中性的一个词汇，如今弄得似
乎带有贬义，被某些人误读误解了。
我不能免俗，那就改为《万里行路读大书》吧。
我曾经为学生题写过“自然为美”“大自然大美”的话，大自然这本书，山山水水这本书，我永远读
不完，我还要读下去。
    是为序。
    2012年元月22日大年夜16：30于太仓先飞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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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凌鼎年游记》由中国作协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
年先生著。
凌鼎年信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偏爱游山玩水，又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的，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有幸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市，还去了欧洲、美洲、大洋洲、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与地区，游历之余
，留下了不少的游记散文，大部分都发表过，这本《当代中国散文名家典藏：凌鼎年游记》收入了其
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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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鼎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太仓市作家协会主席，美国纽约
商务出版社特聘副总编、香港《华人》月刊特聘副总编、《澳门文艺》特聘副总编、新加坡《环球华
人作家》（数字版）主编、美国“汪曾祺世界华文小小说奖”终评委、香港“世界中学生华文微型小
说大赛”总顾问、终审评委、蒲松龄文学奖（微型小说）评委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文小说
终评委，全国12+3微型小说大奖赛终评委，美国“国际《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
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香港文学》《新华文学》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过约30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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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凸显个性的田子坊    田子坊是什么？
官方的解读，乃上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源地，被誉为上海视觉创意的“硅谷”；而民间，则更愿意称
之为一个有老上海味道的老弄堂，一片有文化品位的商业街区。
    据我知道，上海人、外地人、外国人，都喜欢去田子坊，有些游客进去了，甚至不想出来，在里面
走走、看看，或选购，或拍照，或小憩，或长坐，可以用“流连忘返”四个字来形容，为什么？
不能不让人思考。
    田子坊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星级宾馆，没有赌博场所，没有特殊服务，它靠什么吸引游人，靠什
么赢得口碑？
以致名声在外，声誉日隆？
    我怀着这种种疑虑，或者说一探究竟的心情走进了田子坊，一进去，我就感受到了那种不同于老北
京，不同于老苏州的老上海味道，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外婆家。
我外婆住在康定路，与这儿的石库门里弄很相像，于是，一种亲切感漫上心来。
当我沉浸在浓郁的老上海氛围里，丝丝缕缕的老上海气息扑面而来，耳边自然而然地响起了许多老上
海耳熟能详的童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糖一包，果一包⋯⋯”    这里有许多老
上海人儿时的记忆，有许多海外游子故国的印记，有许多外地游客新鲜而陌生、久违而熟悉的场景，
那店，那铺，那招牌，那橱窗，那装饰，那涂鸦，那街道，那弄堂，那风情，那韵味，似乎在哪儿见
过，似乎在哪接触过，也许在睡梦里，也许在发呆里，也许在徐志摩的诗里，也许在王安忆的小说里
，也许在张艺谋的电影里，也许在陈逸飞的油画里，似乎很亲近，似乎很遥远。
你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甚至脚下踩到的，都是历史，都是文化，都是艺术，你会发现哪怕同时
代同样的建筑，每堵墙面，每扇门，每扇窗，屋里屋外，也都各各不一，每一家的主人都充分调动了
不同凡响的自我审美与艺术创造力，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加以修饰，自成一体，凸显个
性，无不闪烁着文化人的创意、智慧，与生意人的精明、诡秘。
徜徉在这干变万化，各具特色的街面，穿行于仄逼而曲曲弯弯的弄堂里，一转弯一天地，一进门一面
貌，颇符合江南园林建筑美学，即“水要曲，园要隔”，逛田子坊，你会不断有“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感觉，仿佛置身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种惊喜感、欣慰感真好，不实地走进去田子坊，无法体会
到那种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
    田子坊有名人效应，有陈逸飞的工作室，有尔冬强艺术中心，有陈海文摄影工作室，有李守白剪纸
艺术工作室，有郑祎乐天陶社等；田子坊有文化气氛，在这里，可以欣赏到最前卫的艺术家的创意，
也可以领略极传统的文化传承，各色人等都可以寻觅到自己喜欢、偏爱的艺术品与商品。
    田子坊是独特的、典型的、活力的、生态的，因为它与某些纯粹政府行为、长官意志下的人造景点
不同，田子坊至今有原住居民，他们依然生活在这儿，在这里买汰烧，在这里生儿育女，在这里安度
晚年，令人联想起《七十二家房客》的电影与话剧。
当然，有人很享受这种文化氛围，也有人不喜欢原本平静而恬淡的生活受到干扰，我饶有兴趣地与一
位坐在石库门前饱经风霜的老阿婆攀谈了起来，她就盼着有关方面早点来置换她的住房，希望这儿日
益升值的品牌价值能改变她原本拥挤的住房问题。
    当大规模的拆迁之风蔓延各个城市时，田子坊老房子老里弄的改造是极为成功的，不是一个简单的
“拆”字了得，不是行政命令，不是强制手段，而是政府与民间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因势
利导，借力发力，不仅仅修旧如旧，不仅仅旧貌换新颜，其意义还在于保留了老上海世俗的、平民的
诸多元素，保留了历史的、文化的根脉，大有变废为宝，推陈出新，化破旧为精华的手段与本事，这
儿无形中成了老上海的缩影之一，成了千金难买的黄金宝地，成了可以与北京大栅栏、南京夫子庙、
上海城隍庙、苏州平江路相媲美的文化景观、旅游景点。
    田子坊不求高档，但求特色，不求豪华，但求创意，不求大，但求精，不求全，但求稀，如今的田
子坊成了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之地，有引领意义，有孵化作用，有窗口效应，品牌第一，赚钱第二，
文化为主，商业为辅，田子坊是成功的，田子坊的成功对其他城市有着示范作用。
    我的感觉：田子坊是上海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田子坊的名气还会更大，这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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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于2011年9月12日    走进西沙湿地    崇明多次去过，但每次去都行色匆匆，无非是走马观花，浮光
掠影而已，未能做深度游，更未能走到西沙湿地，一直很是遗憾。
这次终于有机会走进崇明的西沙湿地，自然是令人欣慰的事。
    崇明按其形状看，像一条硕大的蚕宝宝，好一条天下无双的金蚕、宝蚕啊。
崇明是我国第三大岛，但作为冲积岛屿，她还属年轻的，正处在生长期，用民间语言形容之，乃“日
长夜大”。
考其历史，唐代武德年间才露出江面，有人居住的历史大约1300年稍多些。
早年有东沙、西沙之分，这使我想起我家乡太仓的沙溪镇，古时叫“沙头”，意为沙之头。
西沙、东沙都属沙之头，沙之头外就是滚滚长江。
浩浩长江万里东奔，到上海开始泻入东海，诗人爱形容长江为舞动于华夏大地的一条巨龙，如果你认
可这个比喻的话，你会发现江尾海头的崇明不正居于龙嘴的位置，那崇明不就是龙嘴里的一颗明珠吗
？
！
而崇明最大的天然内陆湖正是叫明珠湖，我不知当初怎么会起名为明珠湖的，但这湖名起的好，契合
环境，富有内涵，引人联想。
    崇明岛这颗国家级、世界级的明珠至今还在长，还在增，她是活的，是有生命的，她的优势还刚刚
呈现出来。
    多少年来，崇明因为是个岛屿，与大上海有江水阻隔，来往毕竟不便，然而，有一弊也会有一利，
所谓坏事变好事，因为晚开发也有晚开发的优势，这优势在于如今的审美、财力、规划与上个世纪已
不可同日而语了。
还有，因为没有开发，人类的活动有限，特别是岛之两端，更是人迹稀稀，人为干扰的痕迹几乎等于
零，加之这儿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就成了候鸟歇脚的加油站、中转站，成了鸟儿的越冬地，成了
鸟儿的天堂。
    试想，那些天鹅、大雁等候鸟飞行在茫茫大海上空，几天几夜不停不歇，还要搏风斗雨，体力的消
耗是可想而之的，当水天一色之中，突然出现一片绿洲，出现一片滩涂，这对鸟儿来说是何等激动的
事啊，他们亟待休整，更需要补充食物，增加营养。
崇明的西沙湿地也就成了鸟儿最理想的歇脚之地，这儿有优质的水源，有丰富的鱼虾资源，有无边无
际的芦苇荡，可以栖身，可以隐蔽，可以觅食，还不被偷猎，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在当今世界已不
多见，或者说已越来越少，鸟儿钟情于此，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这儿，如果从空中鸟瞰之，是密密匝匝的芦苇荡，是大片大片的滩涂地，高高低低，深深浅浅，或
水浅草高，或水静鱼多，这儿是原始的、生态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人与鸟儿也是和谐的。
    看得出，崇明县有关部门在开发西沙湿地时，是慎重的，考虑周到的，没有急功近利，没有光为政
绩着想，而是兼顾了生态的保护，环境的保护，人工铺设的木板通道没有深入到湿地腹地，以免影响
鸟儿的天然状态。
这对观鸟族来说，也许很不尽兴，但对保护鸟类来说，确实功德无量。
    我沿着人工铺设的木板通道一边欣赏着，一边摄影着，把美景收入镜头，留作永远的纪念。
    这里原本无路，通道两则全是芦苇，一眼望不到头，给人无边无垠的感觉，完全野生状态的芦苇，
或密或疏，或高或矮，那种参差不齐，那种浓密不一，那种无拘无束，那种自由自在，让人感慨大自
然的造化，让人为这些植物精灵庆幸。
偶尔有几株柳树，阿娜多姿，与成片的芦苇相映成趣，所谓湿地，其实干干湿湿，离江滩远的地方，
潮来水涨，潮去水退，催生了许许多多半水生的花花草草，秋日，正是花草最后的盛典，无不尽情展
示自己，如果你做个有心人，会发现在潮湿的河道淤泥上，爬满了一只又一只蟛蜞，成千上万，构成
了一幅斑斓绚丽的江滩图景。
站在这儿，每一个角度都是画面，每一次转身都有诗意，你看不到芦苇深处的庐山真面目，但你能听
到鸟儿的鸣叫，感受到鱼儿的跃动，时不时，一两只或三四只鸟儿从芦苇深处扑愣愣飞向天空，飞向
芦荡更深处。
行走于此，我不能不想起“鸟鸣林愈静”的诗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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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片尚未被污染的原生态土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上海地区有这样一块净土，实在是难能可贵
，但愿人类对这儿的干扰少些再少些。
发展经济，开发旅游固然重要，但观鸟活动一定要适可而止，不宜大规模的开展，万不能因观鸟而惊
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鸟儿的和谐，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天人合一”观啊。
    难忘崇明西沙湿地，是因为其美，是因为其纯，是因为其静，是因为其净，是因为其生态，是因为
其自然。
    自然为美，大自然大美。
诚哉斯言！
    写于2011年9月13日    P0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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