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湮没的辉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湮没的辉煌>>

13位ISBN编号：9787806786505

10位ISBN编号：7806786503

出版时间：2007-4

出版时间：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夏坚勇

页数：35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湮没的辉煌>>

前言

　　人的命运中大抵总会遭遇诸多缘分的。
认识孙瑞清先生，是在三年前 上海的一次戏剧研讨会上。
印象中的他，是那种典型上海人的“模子”， 却又没有上海人的小家子气，清秀儒雅中透出几分豪爽
，活泼泼地像个大 男孩。
会议期间，后来我又认识了他的太太，极热情也极有气质的一位知 识女性，名字又很有色彩：李翠芝
，令人想起春天的原野：阳光、芳草， 还有嫩嫩的童谣。
据说他们俩的相识和相恋很有意思：李翠芝是台湾某大 学的戏剧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大陆“文革
”期间的样板戏。
女研究生 到大陆来搜集资料时，在《上海戏剧》编辑部工作的孙瑞清给了她不少帮 助。
对于孙瑞清来说，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自己工作的分内事。
但这 样两个青年既然相识了，走到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
李翠芝向我索要 一本新近在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她说她在台湾从 事传媒工
作，在出版界有不少朋友。
如果合适的话，可以通过他们把这本 书介绍给台湾的读者，又说台湾的读者很喜欢这类文化散文，余
秋雨先生 的《文化苦旅》在那边_如何风行云云。
 回江阴后，我即把书寄去了，至于在台湾出版云云，我并没往心里去 。
我是宁愿做文人而不愿当作家的，作家要的是作品，文人要的是心性。
 要作品则注重收获，且多多益善，最后便难免见出匠气。
而心性注重的只 是过程，是创作中那种张扬个性的快感，自由抒写的风姿，以及从语境中 体味的意
趣。
至于以后的事，则由它去吧。
既然我的这本小书在大陆已经 有了大致不错的销路，后来又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首届“鲁迅文
学 奖”，在下夫复何求?“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
”杜子美那样 的自谦中其实是透出一股疏狂与自得的。
我是散淡的人，不敢奢望过多。
 三年前的那次戏剧研讨会下榻在龙华，住所隔壁有一座寺庙，香火很 盛的。
闲散的时候，我和孙瑞清曾去那里撞过钟，静听钟声的苍凉与悠远 ，我们相对无言，似乎都想得很多
。
研讨会一共只有两天，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
从那以后，我和孙先生的联系也有如龙华寺的钟声那样，渐去渐 远⋯⋯ 前些时的一天晚上，我刚刚
考察古运河回来，正在书房里懒懒地翻看 考察日志，思绪浸润在那风华掩映的波光帆影中。
妻走进来，说，有电话 ，大概是上海的。
 果然是上海的电话。
“我是《上海戏剧》编辑部的孙瑞清，夏先生还 记得我吗?” 怎么会不记得呢?仍然是那个活泼泼的大
男孩，只是糅进了几分港台腔 ，却并不做作，反倒更富于青春的质感。
孙先生告诉我，他携太太刚刚从 台湾回到上海，台湾尔雅出版社想出版《湮没的辉煌》中文繁体字版
，出 版社的隐地先生托他转达了对这本书的评价，并征询我对出版的意见。
 尔雅的出版物我是看过一些的。
余秋雨先生的几本书，他们做得很成 功。
这些就不去说了。
就冲着尔雅这名字，我便很乐意，古汉语中的雅有 正的意思，尔雅者正声也。
这名字让我想到苍古的风骨和高华雅逸的气韵 ，想到青铜饕餮和编钟，想到《诗经》和远古的乐舞。
“昔我往矣，杨柳 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那种质朴中的华丽，苍凉中的热烈，旷远 中的亲和，悲悯中的真挚，开创了多么令人神往的艺术至
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湮没的辉煌>>

 那么，就尔雅吧。
 随后，隐地先生也给我来了电话。
我们谈得很愉快，不是交易双方的 一拍即合，而是文友之间的心性相投，一见如故。
 其实，一本小书的出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孙瑞清先生 和隐地先生，还有那位令人想
起春天的原野的李翠芝女士。
 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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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作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的结集。
全书以残存的漫灭不清的断垣简为出发点，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
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湮没的辉煌》是作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和体悟之后创作的系列文化散文的结集。
全书以残存的漫灭不清的断垣简为出发点，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行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
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作者以敏锐的文化感悟写下这组系列文化散文，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内涵，使行将湮灭的文明
碎片重现辉煌，同时有助于人文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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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坚勇，小说家，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
毕业于苏州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
出版过小说、散文和话剧多部。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散文集《湮没的辉煌》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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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江阴和扬州完全是两种格调，两种情韵。
这里没有扬州那么多的诗文 书画和歌吹入云的绮丽风华。
扬州是历史文化的渊薮，是令帝王、文士、 妓女们销魂的舞榭歌台。
只要是个稍微有点头脸的人到了扬州，便总要弄 出点风流韵事来，舍此似乎对不起这里的清风明月。
所谓“十年一觉扬州 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中并没有半点忏悔的意味，十足是一种洋洋自 得的
炫耀。
而江阴只是一座要塞，一片驰马冲杀的战场，战事多了，自然 便无暇去吟风弄月。
即使像王安石这样的大家站在这里，也只能挤出几句 干巴巴的“黄田港口水如天”，这样的句子，应
该说是相当蹩脚的。
大词 人辛弃疾在江阴做过签判，但令人遗憾的是，洋洋大观的《稼轩词》中， 却没有一句是与江阴
有关的。
要看长江，他宁愿跑到京口北固亭去慨叹：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要排遣胸
中块垒，他宁愿 登上建康赏心亭“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你说怪也不怪?在文人眼中， 江阴显得
有点尴尬。
这里的码头太小，豪放派往往来不及把这里的喧天激 浪梳理成诗句，便匆匆解缆离去；婉约派又嫌它
兵气太足，冲淡了风月情 怀。
江南一带从来就有“江阴强盗无锡贼”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强盗” ，是指一种心理品性和地域性格
，就正如扬州多的是书肆和船娘一样，江 阴多的是炮台和壮汉，这里民风强悍，连方言也“冲”得很
，全不像典型 的吴侬软语那样奶油气。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江阴强盗”阎应元。
 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没有科举功名，在那个时代，这意味着在官场上 很难有所作为。
严格地说，他担任的那个典史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 。
在此之前，他还担任过京仓大使，这是个管理仓库的小吏。
管理仓库至 少需要两方面的素质，一要有武艺，施保卫之职；二要有协调统筹能力。
 我们在以后的江阴守城战中将会看到，阎应元如何把这两种素质发挥得淋 漓尽致。
 顺治二年七月初九夜间，阎应元在潇潇细雨中悄然进入江阴东门，直 奔孔庙大成殿后面的明伦堂，
主持守城军务。
从这个时刻开始，他就把自 己和全城六万多人放到了一座巨大的悲剧祭坛上，他们将用自己喷涌的热
血和强悍的生命作为牺牲，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
 江阴举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奉老母避居华士砂山，他是在战事 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
邀入城的。
据说，在从华士赴江阴途中，他 曾题诗于东门七里庙之壁，情辞慷慨，有易水悲音。
三百多年以后，一个 文化人发思古之幽情，沿着当初阎应元入城的路线从砂山出发，一路寻寻 觅觅
，力图找到当年那座七里庙的遗迹，却一无所获。
他终于领悟到，自 己的举动实在无异于刻舟求剑，所谓寺壁题诗很可能是后人的假托或杜撰 。
阎应元一介武夫，有没有那种寄志抒怀的雅兴，很值得怀疑。
况且当时 军情火急，城外到处是清军营寨，即便有雅兴也未必能尽情挥洒。
中国人 历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崇拜，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总应该有点儒将风度 ，起码也要能“上
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最高典范自然是那个在灯下 披着战袍读《春秋》的关云长。
因此，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夫丘八，一旦 留之青史，后人总要给他凑上几句打油诗，以显出几分文采
风流的人格气 韵。
你看我们的阎典史从容地辗转于敌营之中，还能在寺壁上题上几句豪 言壮语，实在够潇洒的了。
但问题是，阎应元恐怕没有那样的情致，此刻 ，他根本没功夫去憧憬青史留名之类，而只会想着如何
提着脑袋去冲杀。
 因此，只能辜负七里庙的那堵墙壁和后人为他附会的那几句绝妙好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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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读着《阎典史记》时，不得不惊叹阎应元那卓越的军事天才 ，可惜历史只给他提供了这么
一块小小的舞台。
任何英雄都离不开造就自 己的那块舞台，如果没有奥斯特里茨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拿破仑最终可 
能只是法兰西历史上一个黯然无光的过客。
同时，多少天才却由于没有自 己的舞台而默默无闻，被深深湮没在风干的青史之中。
历史学家从来就是 一群浅薄而势利的观众，他们喜欢看热闹，他们的目光只盯着舞台上线条 粗犷的
动作，而对所有的潜台词不屑一顾。
是的，阎应元脚下的这块舞台 太蹩窄了，“螺蛳壳里做道场”，连闪展腾挪的余地也没有。
弹丸之地的 江阴城，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无可逆转 的。
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
阎应元的天才就 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地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 ，多少谋
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 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不可思
议。
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 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江阴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英雄
的雕 像。
 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个相当苛刻的人，有时甚 至相当狂妄。
他对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也不以为然，“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
风骚数百年。
”口气中大有取而 代之的意思。
但他站在阎应元的画像面前却不得不肃然起敬，他的那首“ 题阎典史祠”，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
大背景中，和明季的诸多忠臣义 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史
”的 慨叹，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
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 行了八十一天，孤城困守，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兵，
并且让对方付出 了七万五千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
三十六计 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 箭、装神弄鬼、
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 的光芒。
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耆老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 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
炮裂，当场炸死清军三千余人，其中 有亲王一、上将二，清军为之三军挂孝。
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 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乡贤耆老们致哀⋯⋯ 至此，我们也
许会生出这样的设想：如果让阎应元站在扬州的城堞上 ⋯⋯ 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赵翼的诗中还有这样两句：“明季虽多殉节臣，乙酉之变殊少人。
” 按理说：“扬州十日”当是“乙酉之变”中最重大的事件，有壮烈殉国的 大忠臣史可法在那儿，
这“殊少人”就有点令人费解了。
赵翼在对阎廊元 由衷赞赏的同时，有没有对史可法不以为然的意思呢? 这就很难说了。
 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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