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情风雅颂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
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
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
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
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
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
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世情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世情信笔扬尘

世情书心书影

精神健旺为矍。那些火山岩灰石经海风蒸荡
而为秀石，又峭拔又清奇。

石为地之精、山之骨。石矍村人集石为舍，以火
山石垒砌房屋，虽是几百年前旧居，骨气洞达，爽爽
有神力有匠心，得了好筋骨，巧夺天工。更难得地脉
有灵，千百年地气流传，几口古井甘泉不绝。井水比
村前饮马湖水位来得高，村中地下有泉水，几十亩
池塘从未干涸，水质亦好，近前看，目力及处，可见
淡水螺轻轻蠕动。古人说盛德在水，水是地之血气，
如筋脉通流。一时感慨村中冯氏先人择得好地，地
灵出俊杰，人也是地里的庄稼，行走的庄稼。

生平见过石头无数，有石头像游龙戏水，有石
头若凤舞九天，有石头如马放南山，有石头似眈眈
虎视，有石头俨若庭前望月，有石头仿佛小院看花。
石矍村的石头近乎布袍儒生，俊眼修眉，顾盼神飞。

古韵留存的石屋，处处是过往的气息。走进
几户人家，堂屋木板横梁用材很好，偶见木雕精
美可人，石槽石臼保存完整。阳光自围墙外照进
来，门楣贴着春节的红符，颜色不失光鲜，老屋一
时喧然。青葱的藤萝与荒草，肆无忌惮爬满历经
沧桑走过岁月的老墙。

冯氏先祖相传，当年冯宝之妻冼夫人奉诏出
巡，渡海来琼，不幸仙逝，最初安葬在石矍村附
近，冯姓子孙在此定居，日出日落，已有一千四百
多年的历史了。

村里还有将军第，纪念东汉大树将军冯异。
“将军第”横匾笔墨不一般，“军”字竖笔直穿过
顶，有上达朝廷之意，“第”字中间竖笔不接横画，
是说冯异当年处事谦虚退让，不争功自夸，每每
论功行赏，径自去树底乘凉，人称“大树将军”。门
口对联言语气派，如歌如诉，行书圆润，温文沉
实，依稀可见何绍基风采。

何绍基晚年号蝯叟、猨叟，取李广猿（古作
猨）臂弯弓之义。作字握笔悬肘，非高手莫为，上
溯高古篆隶，下至六朝南北名碑，底子却是颜真
卿。这样的笔墨题写将军第门联，真贴切真般配。

在村里闲逛，有户人家喜联浩大，说的是：
诗经云钟鼓乐之，周易曰乾坤定矣。
一时觉得这个小的村落不独古韵流传，更有

斯文在兹。
入得巷口，地上埋有龟形风水石，石龟之首

直对一口古井，所谓龟龙弹门，出入平安。麟凤龙
龟为远古四灵，《述异记》说寿五千岁谓之神龟，
寿一万年曰灵龟。这村口石龟何止万年，几可称
为仙龟吧。仙龟者，显贵也，天意昭昭，石龟呈祥。

石屋几百间，梳状形围饮马湖而建。石巷十
来条，狭长而幽深。交通阡陌，纵横交错，人在其
中流连，老屋恍如旧影，石巷的脚板石真能照出
人身，千头万面都像被时间铭刻其中……总觉得
那些老房子的窗棂后有一双双好看的眉目，流动
着情意。情意是诗，曹操的诗，文眼在“山岛竦峙，
秋风萧瑟”上。

时当炎夏，村后野菠萝生得茂盛，与村口大
榕树遥遥相望。榕树一木成林，倾倾如盖，到底祖
荫厚重。一树野菠萝龙威虎振，树叶层叠有序，螺
旋向上，有运转、鸿钧之誉。童心大起，寻长枝击
落一枚野菠萝，倒提而行，犹如小儿得饼。树荫
下，传来温凉的一道海风，卷过衣角，又漫不经心
消失在远方。正午阳光透亮，墙上巨大的红福字
倒是鲜艳了一些。

集石为舍

提到王维，从童稚小儿到黄发老者，都能
随口而出他的几句诗，而喜欢舞文弄墨的我，
对王维更是趋之如鹜，心心念久之。

王维身上的标签太多了。诗人，画家，书
家，乐家，禅意，佛系……各有评说，莫衷一是。

可以说，自王维横空出世始，他就一直烁
烁生辉，不仅在文学的江湖，甚至在贩夫走卒
的民间，他的诗一直是自然宁静致远的代表。

相比大唐璀璨星空里的骆宾王、王勃、李
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和杜牧等，王维似乎
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进退自如，在出仕和
归隐间，始终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
意境韵味地存在。

王维的故事很多，关于诗歌关于辋川关于
向佛关于他和他……无论从何处着笔、从哪里
构思，都可以洋洋洒洒，但赵焰老师棋高一着，
另辟蹊径，居然来个“空山不见人”，脑中猛然
就回响出各种人语，这岂不是别样的对王维的
注释？静下来想想“空山不见人”这画面，那得
是何等的幽静空灵才会有如此境界，而接下来

“但闻人语响”，又是多么的反差又自然。这是
不是就暗示王维就是“空”，他却如山般存在，
任世间众说纷纭。或许这也是“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也或许是“开水不响，响水不开”……反
正光这书名，就妙不可言，甚得王维其味。

赵焰老师深谙其道，所以能在市面各种
王维版本间特立独行、游刃有余地写他理解
的王维，写真实的王维。

所以说，《王维：空山不见人》并不是那种
司空见惯的人物传记或小说，我倒宁愿把这本
书定义为思想随笔，以王维为对象，展开对职
位、对生活、对家庭和对朋友的思和考。赵焰老
师以他清净的心来写王维，那空灵空脆空幻的
思想交锋恰是这本书最有味道和魅力之处。

赵焰老师这么多年，行走于文字的天地，早
已熟稔于从内在写真实，不畏浮云遮望眼，一针
见血现本尊，形成了自己耳目一新的独特文风。

最初认识赵焰老师，源于他写的“晚清三
部曲”，李鸿章、曾国藩和袁世凯在他生花的笔下
让人刮目相看，于是就主动联系上了，因为人如
其人，我想这样的文字后面的人肯定差不到
哪。后来，更进一步经略他的“宣纸之美”，更是
被他那驾轻就熟的文笔所惊艳，甚至可以说倾

倒。我本就是徽州人，没想到他能把徽州写得
如此优秀，徽州百年来的人文意蕴在他笔下鲜
活灵动起来，根本不是一个美字了得。

于是，作为一个出版人，我小心地问他是否
有兴趣写写王维，他一副“晚年唯好静，万事不
关心”状态，回答如果不急可以试试。王维本就
不是一个急的人，写他当然急不得。后来，零零
星星跟他说几句，也没有专门再就王维有所催
促和担心。知道他的事多，我也耽于工作，我俩
倒相得其乐，互不影响。虽时至今日，我俩尚未
见面，平时偶尔也就网络联系，但这一口头约定
后的两年，2022年底，他郑重其事地把初稿给
我，我一下子就被他篇章结构的设计所吸引，全
书都以“空”来构架，“空翠”“空幻”“空灵”“空情”

“空寂”“空性”“空净”，目录篇章简约得令人难
以置信，虽说是“空”，但全书充满了实打实的内
容和思想，这一形式上的空和内文实的落差，反
倒让全书洋溢着一种欲罢不能的味道。

在审读过程中，我们因循“能改则改，可改
可不改不动”的原则，尽量保持文稿原貌，尽量
保留赵焰的写作风格。比如他很多的抒感和见
解，只要不违背大的原则，只要能自圆其说，这
种明显个人特色的评论，我们都乐享其成。

每当我想起大唐时代的诸多诗人，自然
而然有音乐荡气回肠：既有贝多芬的雄浑与
深厚、肖邦的激越与浪漫、勃拉姆斯的沉郁与
忧伤，也有拉赫玛尼诺夫的迷幻与悲怆，还有
莫扎特的金贵与清亮。音乐、诗歌和文学，从

来就是相通的，虽然音乐和文学的一一对应
是不准确的，也是矫情的，可是以我有限的感
发，我觉得杜甫诗的宽广度和人文性来说，有
点像贝多芬的交响曲，只是没有达到后者的
神圣和宽广。当然，这当中更多囿于时代的局
限。至于李白，气挟风雷，鹤鸣九皋，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洋溢着宏大的浪漫
主义情怀，如莫扎特，也如肖邦。王维呢，就其
精神的纯粹性来说，其诗歌散发的熠熠光辉，
表面上有点像海顿，也有点像维瓦尔第，可是
其实质，又有点像马勒。至于其个人外在和内
在的经历和路程，跟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黑塞笔下的德米安、悉达多有着
极大的相似性——一个人如何借助于艺术的
呼唤，借助于艺术散发出的光芒，在不断精进
和蜕变中，豁然觉醒，从而兀立于世，成为某
种意义上的“超人”。至于王维的《辋川集》，细
致、广远、博大、宁静，更像是巴赫的钢琴曲，
有着星空般浩瀚和静寂的意义。

实话，我之前也生怕这王维写得落于俗
套，毕竟市面上关于王维的东西太多了，如果
没有一点新味，那出版了也前景不佳，倒误了
这“才子中的才子”王维。好在赵焰老师以一
个“空”化解了所有，真是无形之中见真章。

这本书从策划到约稿和出版，也是我快
二十年出版生涯的一个独特经历，更是一次
与王维的美好相约，也是了却心中一直以来
想深入了解王维的念想。或许，赵焰老师也有
这王维情结，才在行文过程中如此色味俱佳，
也才能成就我和他这段美好的出版姻缘。

应允写作王维，很大程度上，是我爱着一
个熟悉而陌生的灵魂。当我刚刚接触唐诗之
时，王维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如暗
淡的阴翳月影，如老树的昏沉摇曳。可是随着年
龄的渐长，同样的阴翳慢慢地渗透于我的身体，
让我积淤和诞生出一种情绪，也让我莫名地喜欢
和亲近王维了。自此之后，我喜欢静静摩挲王维
的细致，远远瞻仰他的博大，悄悄赞叹他的超
逸。如此感觉，既奇怪也不奇怪，一个人，为什么
不能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剪影，给生命以提醒呢？
或者作为一个灵魂，汲取生命的精华，暗地里
与之深情相拥。自此之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感
受这个人，感受他的敏感、敏锐、柔情和智慧，
以及超越常识之上对真理的执着和追求。

为对得起自己的念想，这本书的装帧设
计，从策划初，我也想尽量与众不同，封面采
用炫光丝感布，青绿丝滑，触摸如肌肤，简约
不简单；书口模切打孔，如层层空，又似紧紧连。

如今，书已经出版了，好坏都是读者说了算，
作为作者和出版人，只能和王维一样归隐！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进退自如 仕隐间见王维
——《王维：空山不见人》编后记

胡慧华

白墙黑瓦，曲廊回旋，一座徽派风格的农
家院落出现在绿树掩映的小路尽头。院中阒
静无声，唯见廊下窗前，整箱整箱的毛笔列队
排开。大门敞开的制笔车间里，七八个工人正
低头忙碌。工作台上，有的尖圆的笔头已雏形
初现，有的笔头笔杆已配套装好。环视室内，
处处皆笔，悠悠的竹墨清气扑面而来。

这是安徽泾县拣毫斋宣笔厂。厂长黄永园
面前堆着纯白的毫毛和已成型的褐色笔头。只
见他先从白毫堆上用刀片挑出一小撮，放在盖
笔砖上，刀尖蘸水，将白毫打湿、摊平后，用刀一
揭，毫毛便如白纸片般粘在了刀上；左手再拈起
一个褐色笔头，往白毫上一贴，顺手转圈，笔头
便被白毫完全裹住了。黄永园介绍说，这叫披盖
毛，褐色的是狼毫，白的是羊毫，两色相间不仅
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加大笔头的吸墨量。披盖
毛完成后，阴处晾干，再经扎笔、装笔杆、刻字、
镶嵌等一系列工序，一支宣笔才算大功告成。

今年四十出头的黄永园笑言，自己是在毛笔
堆里长大的，一家人都是“吃毛笔饭”的。“我们做笔
全部是传统手工，从选毫开始到最后成品，大大小
小共有168道工序，一步都不能少，一步也不能马
虎。”谈到宣笔的前世今生，黄永园滔滔不绝。

相传，中国最早也是最好的毛笔就诞生
于宣城，其创始人为秦将蒙恬。《史记》有载：

“蒙将军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城，世遂有
名。”中山，就是现在的安徽宣城泾县一带山
区。公元前223年，蒙恬南下伐楚路经此地，偶
然发现这里的山兔毛纤长柔软，逐以兔毛为

毫，又取青竹作杆，制成毛笔，世称“蒙恬笔”，
此乃宣笔鼻祖。到了唐朝，宣州已成为全国制
笔中心，宣笔的美名享誉五湖四海。

“可惜的是，后来我们宣州制笔被湖州赶超
了……”黄永园的语气很是遗憾，“从小母亲就
教育我，做笔绝不能偷工减料，一切要以质量为
上，所以我力争每支笔都能达到尖、圆、齐、健的
毛笔四德要求。”所谓“尖”，指笔头如锥，宜钩、
捺等笔画书写；“圆”指笔根圆润饱满，笔毫紧紧
相抱，书写时才能流利顺畅；“齐”指笔毛铺开后
毫毛平齐，如此笔头吐墨方均匀；“健”指的是笔
毫有弹性，才可尽显刚柔并济之笔力。

制笔首先是选料。唯有好毛方能做出好笔。
宣笔根据笔头用料的不同分为狼毫、羊毫、紫毫、
兼毫四种。紫毫是用兔毛做笔头，狼毫即黄鼠狼
毛做笔头，羊毫即山羊毛做笔头，兼毫笔头则由
羊毛和兔毛或羊毛与狼毫两种毛配置而成。其中
紫毫笔锋劲挺，不失柔婉，宣笔自古以紫毫闻名。

所有工序中，最复杂也最关键的是“水
盆”。一支毛笔的好坏主要看笔头，而笔头的
主要工序就是在“水盆”中完成的。这道工序
包含选毫、去脂、分毫、梳毫、齐毫、压毫等一
系列操作程序，它们都要借助水或其他液体
才能完成。黄永园说，“水盆”最考验技师的水
平，一整套的“水盆”功夫，至少也得学三年。
其中选毫至关重要，如同大厦的地基，地基不
好，建得再高也终将坍塌。选毫时如同沙里淘
金，得有慧眼金睛，没个二十年功夫都做不
好。“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

之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白居易这首
《紫毫笔诗》盛赞宣笔，尤其是最后一句，很可
能是诗人目睹了选毫之难，才有感而发的。

“修笔”更需耐心和细心。黄永园说着走
到工位上演示给我们看。他捏住一根笔杆把笔
头用力捣向桌上的水胶中，很快笔头完全浸湿
了。随后，他用手反复脱胶，等笔头干湿适中
时，再拿出薄刀片，眼睛凑近笔头，仔仔细细地
看，一根一根地挑，挑出那些没经住考验断了

“锋”的毫毛。黄永园一再强调，只有步步严谨，
生产的毛笔才会不掉笔毛，不开叉，刚柔相济，
挥毫自如，点、横、竖、钩，笔笔成锋。

品质优良的宣笔自秦汉到唐宋，一直是
文人墨客的首选。除了白居易，苏轼也是宣笔
的忠实粉丝。他曾说除了宣笔再找不到如此
称心如意之笔了。大书法家黄庭坚偶得友人
赠笔，喜不自胜，脱口成诗：“一束喜从公处
得，千金求买市中无。”

如今，安徽泾县的青山绿水间，悠悠长巷
里，一枚枚清瘦劲挺的宣笔正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它们杆直心圆，锋尖若锥。一横一竖，一撇
一捺，落纸惊风起，挥墨意酣畅，起承转合烟
云生，浓淡相间趣天成，不仅将方正古雅的中
华汉字之美体现得淋漓尽致，更将万里江山
的风云变幻、烟火人间的温情暖意书写得一
丝不苟，无尽哲
思与绵绵诗情
芬芳画意由此
流 传 千 古 。而
每一个潜心制
笔 之 人 ，也 终
将会在中国匠
心技艺的长卷
中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笔落惊风韵千年
查晶芳

无 题

夏初绿荫送凉风，
信步庭前落日红。
花甲笑观童趣乐，
内心云淡不争锋。

初访雄安有感

千载雄安真手笔，
八方汇力细雕琢。
绿荫处处澄湖碧，
热土频吹栖凤歌。

咏黄果树瀑布

汇聚百溪洪浪起，
断崖无畏泻银河。
玉珠雾化漫幽谷，
也纵狂歌虹彩多。

毕业季感悟

心怡收获季，
诚谢师恩圆。
勤苦岁三载，
艰辛味也甜。
寄期接续路，
嘱咐愈三言。
他日逢捷报，
邀约庆晚年。

陈田的诗

珠
落
玉
盘

张
云

摄上午去南海博物馆，车到博鳌，一场大雨兜
头而来，天空却晴朗着。一边日头一边雨，道是无
晴却有晴。

傍晚，朋友发来个人收存的《快雪时晴帖》照
片，自称是大藏家。那人信誓旦旦说是古本，说明
日可得空一观真迹，机缘难得。

机缘难得，我只好谢过。
此事或可入得笑话集。笑话集也不敢如此笑话。
只是这个笑话并不好笑，更无话好说。
《快雪时晴帖》经魏征，传于褚遂良，宋朝到了

苏舜元、苏舜钦兄弟之手。后转入米芾怀中。南宋入
高宗内府，元明时也流传有序，后入清宫，乾隆将此
帖与王献之《中秋帖》、王洵《伯远帖》同贮于养心殿
温室，是为三希堂。乾隆珍爱《快雪时晴帖》，说神乎
其技，天下无双，古今鲜对，誉为“二十八骊珠”。我
却不喜欢此帖。觉得没有魏晋的气韵。

一夜无话，但得好睡。

快雪时晴帖

《
王
维
：
空
山
不
见
人
》

赵
焰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雨，不停地下
滑落在眼前 身边
打湿了山岗
让小河也满了仓
怒放而激昂
还是那把油雨伞
小风起，雨
打到了脸上

雨，不停地下
毫不犹豫直奔地上
是在倾诉衷肠
还是想溜到这里玩玩
雨夹着微风 飘在街巷里
轻巧而无形
小窗湿了，你
淋到了我的心上

雨，还在下
落到地上 一闪一闪

雨，还在下
淋湿了海裳 吻开了莲花

雨
刘承亮

一些突如其来的信息
令人唏嘘
就像梦中盛开的梅花
没有冷香 也无冰雪
风 轻抚振风塔檐角的风铃
和谁私语 一江之隔的过往

远去的客轮
驶入夕阳偌大的余晖里
熙熙攘攘的尘世里
我就像一滴水
融入滚滚的江流中

默默仰望振风塔
期待塔能与我耳语
那些发黄的陈年往事
或者儿女情长
塔无语 只俯视
浩荡东去的皖江

小孤山

目送 滚滚的江流
小孤山 手足无措

晨阳和晚霞
都不可能抚慰
长江万里的绝恋

江北浣衣的小姑
抬首间那一缕羞涩
只为江南
如果还有守望
孤帆远影 绝岛一处
大江，你是谁的谁啊
只为奔流
再也不复返吗

振风塔语
（外一首）

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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