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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亚是株洲本土作家。虽久闻

其名，但无缘拜读其文，得一偶然

机缘，寻得她的散文集《十个苏东

坡》，展卷而读，顿觉诗酒风流，扑

面而来，人也顿觉清雅起来。

“我的散文写作大多以古典诗

词为切入口，去探寻古代文人和古

人生活”。在中国古典文化中，王亚

寻找到了现代人安身立命的精神

家园。

散文见性见情，是一种最适于

抒写作者主观情感、心灵的文学形

式。明代公安派倡导“独抒性灵，不

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清代诗人黄

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牵

拘”的口号，强调文学创作应构建

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受任何的

外在限制。面对说不尽的“东坡”，

王亚的独特之处，在于从琴棋书

画、茶酒美食等文人生活入手，寻

找一种叫“东坡”的处事态度和人

格精神，从而在“诗意茶香”与“世

俗烟火”的融通中阐述传统文化的

当代价值。在王亚看来，“若评最美

汉字，在我的字典里，‘闲’当列榜

首”。人是通过意义来维护自身的

生存方式的，时间观深刻影响了人

类对生活的感知及其意义建构，而

“悠闲”则是一种面对人世浮沉而

恪守我心宁静的生活态度。王亚认

为，只有将生活态度、情感立场作

为时间体验的调节因素，在属于自

己的悠闲时光中，自在地生活，享

受与自然的相处，融洽地面对生

命，才能走出理性“牢笼”，把握生

命真谛，以彰显人生万千气象。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

岂有诗？”王亚出生于郴州，得潇湘

之地的“清淑之气”，燃“心香”一

瓣，在“书香”“酒香”“茶香”“墨香”

“食香”的氤氲之中寻访东坡的人

生轨迹，在拉长的时间链条中，将

陶渊明、白居易、苏轼、张岱、八大

山人等古代文人邀来，与读者铺毡

对坐，契阔谈宴，由此领悟古人的

人生态度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

弘一法师有言：肉眼观世，全是名

利；天眼观世，无尽轮回；法眼观

世，皆是因果；慧眼观世，俱为梦

幻；佛眼观世，满是慈悲。而在王亚

看来，以闲眼观世，尽是雅趣。作者

内心妩媚，笔下光明，才能即“小”

以见“大”，于“俗”而见“雅”，因

“实”而向“虚”，在谈诗品茶的人间

烟火中，张扬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

美学，构建明心见性的真实自我。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

人”。王亚以闲心观自在，以自在观

真我。《十个苏东坡》大抵都是其于

生活中“闲中着色”的成果。作品在

现代人匆匆忙忙的脚步中，于繁华

中寻觅寂寞，在庸常中找到诗意，

文字中独有的生命情怀与灵光乍

现的诗性感悟，给人以绵绵慰藉。

因此，读王亚的文字，如登春山，和

风骀荡。其文意境高妙，从容舒展

得如春山之上的一抹云。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主体审

美意识的语言符号化显现。作为古

典文化的传播者，王亚重视对散文

语言的锤炼，讲究字斟句酌，极擅

长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在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中熔铸出新的

意境。例如，在《十个苏东坡》中，不

言“夹菜”，而言“搛菜”；不用“喝

茶”，而用“啜茶”；不言“烤肉”，而

言“燔肉”；不用“滚烫”，而用“渥

烫”。披沙拣金，在在皆是。如此雅

俗并用，整散相间，在似有似无间

便达到了语言“陌生化”效果。如下

面这段：

我们几可得见，中唐时某个静

谧秋夜，月华皎洁，庭前桂下，置一

茶席，有六文士席地而坐。茶铛旋

煮，素瓷静递，六人时而沉思啜茶，

时而吟哦联句，月光如水，茶气似

烟，诗意杂糅其间，有清风忽至，且

从容，且怡悦，且骀荡。

古风意蕴，婉约优雅，洗尽铅华

后又不乏朴素深厚、滋味悠长。如月

下之竹，耿介嶙峋；又如窗前之梅，

幽香暗袭。在这里，作者“神交古人，

视通万里”。时间仿佛静滞，而生命

的空间则无限扩展开来。读者诸君

展卷而读，字字精致，似可把玩；场

景历历在目，恰如一幅月下秋夜图，

吟哦之声依稀可闻。伸出手来，似可

掬得一捧月光，两手清凉，肋下生

风。再如下面这段：

超然台上，风细柳斜斜，半壕

春水一城春花满目烟雨。有青衫一

袭影临风，一手执壶一手持杯，身

侧更有红炉新火煮新茶。春未老，

诗酒趁年华。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就更该

持杯月下花前醉。对月花不饮，还

待何时？那就喝吧，任月光白，眼花

乱，烛花红。眼花耳热之际，再对月

举杯一问：“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王亚将苏轼的《望江南·超然

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李

白的《月下独酌》等诗词入文，但又

铸以己意，再造新境，读来幽兰满

怀，文风高古。

海德格尔说，“人应该诗意地

栖居于大地之上”。尽管每个人都

在寻找心中的“阿勒泰”，但何为

“诗意栖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

案。王亚回到中国古典文化，陶铸

诗酒风流的文人传统，以为当代人

提供心灵安顿和精神超越的哲理

依据和观念资源，无疑是有其价值

所在的。在科技理性和功利态度日

趋激进的当下，文学界有责任去倡

导这样的叙事，以期建立更加和

谐、幸福的社会，以为“治愈”世界

提供中国价值。

星汉璀璨之巨光
梁瑞郴

中国历史的天空，浩瀚无垠，纵然是光华夺目的巨星，也未必能

遮蔽渺渺苍穹，群星飞驰，星光灿烂，千古风流，星汉壮丽。

史册，是祖先的谱牒，民族的丹青，它承载先人的骨血，记录百

代的兴衰。中华民族历来重视血脉赓续，文脉启承，所谓千秋一盏

灯，万古永流传，历史，会指引你知来路，向未来，能“通古今之变，究

天人之际”。鉴古知今，察言观色。中国历史的记述，从太史公司马迁

起，便文史融合，于严正的史实中，浪奔波涌，妙趣横生。鲁迅有言，

司马迁《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中国史学最经典的

美学范本，堪称炉火纯青，臻于完美。无论是史学价值，文学价值，美

学价值，都垂范后世，重若千斤。

仰望天空，巨里耀眼，繁星满天，随意摘取一二，就可以照亮天

空，彪炳千秋。

眼前让我爱不释手的，是陈立勇（飘雪楼主）的长篇历史小说

《双面汉武帝》，这是立勇汉史创作系列中其中的一部，书中描写的

汉武帝，是汉享国 405 年、历经 27 位皇帝中最拔萃的一位，“秦皇汉

武”，是中国历史上双峰并峙的两位帝王，是中国历史天空中两颗最

耀眼的巨星。

汉朝，是中国封建时代引以为傲的朝代。从高祖创国始，励精图

治，休养生息，开疆拓土，建功立业，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

文艺诸多方面，都创造了当时世界顶流现象，政治上一统天下，思想

上空前自由，军事上威震四海，人才上蔚为壮观，文艺上空前繁荣，

科技创造层出不穷。到第五代，第六代的汉文帝和汉景帝时，“文景

之治”，已出现国富民强，一时兴盛的局面。而接下来出现的第七代

汉武帝，则将这种局面，推至汉朝的顶峰。

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不容置疑，关于对他的记述描绘，可谓汗牛

充栋，浩如烟海。对于大多数写作者来说，前人之述备矣，完全是一

条畏途。但立勇于畏途中另辟蹊径，取法乎己，坚持“大事不虚，小事

不拘”的历史小说创作原则，既保持史实的严肃性，又突出文学的生

动性，当我阅读完《双面汉武帝》后，至少有这么三点印象非常深刻。

一是秉笔严谨，勘史准确，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示汉武帝波

澜壮阔的一生。

近几十年来，戏说历史，调侃人物，杜撰史实，矮化英雄，充斥在

历史小说创作之中，此恶劣之风，说轻点，是对祖先的大不敬，说重

点，则是毁我文明，伐我文化。

《双面汉武帝》则严格依托《史记》作为取材基地，文治方面，以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统治着汉武帝在位 54 年的政治

局面，举国体制，号令天下，积极有为的治国方针，也由此造就了一

大批各类优秀人才。如史家司马迁，外交家张骞等，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代翘楚。武功方面，扩充军力，开疆拓土，挥戈南北，征伐匈奴，使

汉朝彊域幅员辽阔，汉朝的威武四海臣服。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一

大批战将，独步天下。

二是着力剖析汉武帝复杂多面性格，呈现出一个血肉丰满，奋

发有为的帝王形象。

任何一个人物，无论精神面多么的复杂，都会有其性格的主导

面。汉武帝其性格的主导面无疑是刚健豪壮，踔厉奋发。作品不吝笔

墨，倾情赞赏。在果断废黄老之说，扬儒学大旗的斗争中，他英明的

决策，坚定的信念，果断的行为，演进的缜密，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

印象。而运筹帷幄，南征北战，叱咤风云，决胜千里的英武神明的形

象，更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汉武帝一世英名，但他也走不出历史的怪圈。封建时代多少英

明之主，晚年都摆脱不了巫术的惑乱，汉武帝毫不例外走上这条不

归之路。他晚年一系列昏庸的举措，显现出其人性的另一面，残忍，

自私，荒唐。而他登基第二年便在茂乡修建坟墓，一直修建五十年，

方告竣工。后人叹息，宝鼎光沉仙掌倒，茂陵斜日空秋草。

三是行文的深入浅出，语言的流畅轻松，叙述的张弛有度，情节

的跌宕起伏。

《双面汉武帝》是一本守正创新，轻松好读的书，除了作者正确

的唯物史观外，便是具备了上述三个特点。深入浅出，实际上是不容

易的事，为大众所接受，雅俗共赏，更非易事，他既借助于情节的起

伏变化，悬念疑窦的丛生，更借助语言流畅活泼。《双面汉武帝》无调

侃油滑，更无插科打诨，语言在轻松中显出张力，在沉稳叙述中长短

相宜，文白相间，显现良好的语言功力。正是凭借自己语言的特色，

全书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立体丰满的人物，而这一系列栩栩如

生的人物，成功地烘托了汉武帝这位后世敬仰的千古一帝。

立勇正值不惑之年，二十年前，在家乡曾与之有一面之缘，当时

他还是青春勃发的青年，不意一别经年，竟是读到他煌煌大作之后。

我们都有煤矿工作的经历，故一见倾心，更让我惊讶的是，立勇穷穷

数年，笔耕不倦，当我们再次相见时，他能以如此丰厚的创作出现在

我眼前，且惊且喜，远不是一声祝贺所能表达。以我之见，他的历史

的功底，文学的才华，创作的勤奋，完全可以跻身优秀的历史小说作

家行列。让我宽慰的是，他的汉史创作系列，其销售已达上百万册，

而且拥有许多年轻的读者，幸莫大焉！当一个作家的作品，在演义历

史的正途之上，能风行天下，走进万家，这是人生快事，创作的赋能。

我更期待，立勇能心无旁骛，在历史的砚田中，勤耕细作，在创作的

道路上，向新的高度勇敢进军，我相信，以他的才学与毅力，其蕴蓄

的点点星光，一定会幻化成灿烂大光。

近一年来，株洲文坛又涌现了诸多不同题
材和体裁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展现了株洲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体现了株洲作家的创作水
准，得到了广大的关注与认可。本土作家飘雪楼
主（陈立勇）、王亚、郭亮，正值创作高峰，多年来
笔耕不辍，持续创作了很多佳作。本期推介的三
本书籍均为他们在近几个月内出版的新书，我
们通过一些优秀评论家的评论，来了解这些作
品的魅力。同时，展现我市的文艺成果，扩大株
洲文化的影响力。

中国历代诗词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

辉，影响极其深远，株洲当在其中。优秀

的传统文化不可辜负，传承是无法回避

的永恒话题，也是毋庸置疑的难题。因其

博大精深、年代久远，以及诗文和地域环

境的差异性与“代沟”，对传统诗词的解

读和传承，令作家、学者困扰至今，却又

乐此不疲。

作家郭亮沉迷其中。他将一本厚重

的《古诗词里的株洲》呈现在读者面前，

没有刻意塑造，他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让

历代诗人笔下的株洲“穿越”到现在，使

人触摸到株洲厚重的人文历史和久远的

生活气息。

一部群星拱耀
蔚为壮观的“株洲史诗”

完成《古诗词里的株洲》，这项工作

很大程度上是在给自己“设难”。难点在

于：面对从唐、宋、元、明、清历朝历代以

来的百余位诗人及他们的作品，没有停

留在简单的“解读”层面，而是将诗人的

生平、事迹、创作历程及当时的社会背

景、人文环境串入其中。从诗词的背景和

意境中寻找灵感，深度挖掘每首诗词的

“前世”，又用散文手法与历史追溯相融

合使其重获新生，其中艰辛可想而知。他

在故纸堆和青灯黄卷下遍翻古籍、引经

据典，勘误历史，是一项庞大而芜杂的系

统文学工程，而我注意到，郭亮在书中并

没有半字对艰辛过程的提及，他甚至省

略掉了序言和后记。

郭亮是有浓郁的地域文化情怀的，

他将李世民、朱元璋、岳飞、文天祥、杜

甫、朱熹、解缙、李东阳等众多我们耳熟

能详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汇聚”株

洲，演绎了一部群星拱耀蔚为壮观的“株

洲史诗”。文以景载，景以文传，诗人记录

了千百年来株洲的自然地貌、风景名胜

以及人文景观，这其中有昭陵渡马伏波

庙、司空山、渌江书院、状元洲、空灵岸、

资福寺等名胜古迹，形成了苍穹浩阔、人

杰地灵的株洲人文大观。

株洲历史和地方传统文化的
“工笔”图景

在《古诗词里的株洲》一书中，郭亮

始终在搜寻可以让株洲成为“历史文化

名城”的佐证，他用“点”“线”方式，以诗

人的诗歌为发端，去找寻、去溯源诗人一

生（或一段）的历程与故事，让作者与古

代诗人的思想情怀合辙在一起，生成一

种地域情怀下活色生香的株洲热爱。

郭亮精心设计的“点”是诗人写就的

诗词，而诗词的出发点就在株洲流域。如

宋代诗人戴复古写《九日槠洲舟中》道尽

满怀心绪：“几年重九客他州，少泊槠田

古渡头。人向饮中言我乐，谁知笑里是吾

愁。”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次空灵岸》中展

示出株洲的风景是这样的：“沄沄逆素

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

妙。”又如清代醴陵籍诗人张邦柱写《渌

江漫兴》称赞渌江风物：“袅袅晴丝卷，苍

苍夕景斜。层山成雉堞，一水抱人家。”

郭亮对于这种“点”的设计是带有极

强的写作乐趣的。看他释译诗人戴复古

《九日槠洲舟中》一诗：“好些年的重阳节

都是在别处过的，今年也不例外，就让这

小舟在株洲古渡跟前停会儿吧，权当过

节了。”他饶有兴味地这样解读张邦柱的

《渌江漫兴》：“正是春日，不知道什么名

字的小虫儿吐了丝袅袅而来，远处青山

隐隐，夕阳斜斜地照过来，映得那层峦叠

嶂都如城墙似的，那自山上蜿蜒而下的

小溪自然是那护城河了。”

在《古诗词里的株洲》中，郭亮用“干

净、准确、轻稳”的语言为曼妙的古诗词

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素描”，既扬其所长，

就轻驾熟，又独具匠心，别出心裁。这样

的“素描”和精雕细刻，对株洲历史和地

方传统文化精心构筑了“工笔”图景。宋

代诗人范成大《过醴陵驿》，发出了“绿水

桥通县，门前柳已黄。人稀山木寿，土瘦

水泉香。乍脱泥中滑，还嗟堠子长。槠洲

何日到，鼓枻上沧浪。”的赞叹。对此，郭

亮自有他的另一番解读：“早春二月，江

水碧绿，嫩柳泛黄。从江西一程走来，人

烟稀少 ，古木参天 ，瘦山硬水 ，唯有泉

香。”其言情遣意说人说物，丹心灼灼鉴

古言今，可谓字字风流。似有“湘东二月

春才到，恰有山樱一树花”（范成大句）的

意境，使生机勃发，风光无限的株洲美景

得以再现。

郭亮的这种写作体验与湖南的另一

位作家曾冬有相似的意趣。曾冬曾以用

心用情用功的态度，写就了《唐诗素描》

和《宋词素描》的文学语言之美。与之不

同的是，郭亮在写作《古诗词里的株洲》，

带有一种强烈的时人缺少的历史担当和

文化担当。他对诗人的诗意解读和“素

描”沿着一条“线”的脉络由深入浅、由表

及里、纵横捭阖，进行独到、精细化解读，

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湖湘文化、湘

东文化的引读。

他是这样看明代茶陵籍翰林学士刘

三吾深陷“南北榜糊涂案”的时光：“无官

一身轻，终于回到我那小桥流水的清幽

院落。麻衣粗布虽破，穿着倒也暖和，竹

枕藤床虽然简陋，溽暑时节却也足够清

凉。”唐太宗李世明在株洲写过《题酃渌

酒》，他的立论是“唐太宗给株洲名酒写

品牌故事”；明代茶陵学士张治写过《岳

忠武祠》引来“岳飞的茶陵往事”：“南宋

绍兴二年，宋高宗赵构传旨驻兵藕塘的

岳飞征缴汝南叛将曹成、曹亮……岳飞

率部日夜兼程，经江西入茶陵境，与湖南

安抚使李纲所部转战茶陵，围剿‘二曹叛

军’”；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槠洲别

友》一诗中写到：“君为湘水燕，我作衡阳

雁。雁去燕方留，白云草迷岸。”对此，郭

亮对文天祥作了相对准确的解读：“南宋

咸淳十年二月初一，时为湖南提刑的文

天祥在株洲的寓所里来了两位省城的客

人——徐畋、方谏，二人是他的朋友……

这次会面很不愉快，诗中他把朋友比作

燕雁，只在湘水低飞，而将自己比作大

雁，志在蓝天白云”，却也最终成就了“孔

曰成仁，孟曰成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的铮铮铁骨的文天祥。

文学的韵味 史学的点陈

郭亮在写作《古诗词里的株洲》的时

候始终做到诗意解读，忠实还原，深度发

掘。对诗人生平、译文包括由此而衍生的

故事，是严谨而文采卓然的，不止于视角

巧、语言美，更有灵巧的深度解读，达成

深度的“意译”；对诗人生平故事也不止

于还原，更有深度发掘，他以精准的语

言，为我们深层次了解经过株洲的过往

人物、事件作了一次美不胜收的文化、文

史“导游”。带着非常的人文情怀去叙说

株洲，其功莫大焉！

细数值得珍视的地域文化和人文景

观，无不由历代诗人、先贤们流芳百世的

作品贡献精神财富和力量。通过郭亮的

《古诗词里的株洲》，我知道，株洲就在其

中。与株洲产生关联的诗人、作家及众多

贤能还在用他们的作品发出新的光辉，

形成新的人文大观。记得郭亮游历空灵

岸后，在《不朽的传说》中写道：“我立于

其间，江风浩荡，眼前似有许多人影晃动

——杜甫来了，驾一叶扁舟，眉头深锁，

捻须苦吟，为自己漂泊半生的际遇，也为

风雨飘摇的大唐家国；米芾来了，纵酒狂

歌，挥毫泼墨间尽显才子习气……也正

因了这些前贤的往来，空灵岸在执拗而

独特地展示它的冷峻和峭拔的同时，亦

有了令我这样的庸人俗子所津津乐道的

传说与往事，而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

不朽吧！”

由是，我对郭亮以这样游刃的笔墨

和腾空意象，让株洲活色生香的美文生

出欢喜之情。我更知道：只要你去读，就

无法忽略郭亮笔下那洋洋洒洒的《古诗

词里的株洲》，那是他对株洲所作的文化

贡献！

株洲作家
新作

编
者
按

在古典文化中
寻找心灵“家园”
——王亚《十个苏东坡》评析

阳海洪

腾空意象 留香株洲
——从《古诗词里的株洲》审视郭亮的地域人文情怀

冯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