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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水间叩问在山水间叩问

◆王琳琳

蒋勋，福建长乐人。1947 年

生 于 古 都 西 安 ，成 长 于 宝 岛 台

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

艺术研究所毕业。作者文笔清丽

流畅，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近

年专注两岸美学教育推广，他认

为，“美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种信

仰一样，而我用布道的心情传播

对美的感动。”

代表作有《蒋勋说红楼梦》、

《孤独六讲》、《生活十讲》、《汉字

书法之美》、《美的曙光》、《蒋勋说

中国文学之美》等。

《吴哥之美》
作者：蒋勋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7月

作者简介

特别推荐

《给我一个岛》
作者：席慕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7月

1989~1996 年的 7 年岁月，作者认为
是其生命里的“黄金时期”，因为她回到
了渴望已久的蒙古草原，所有的悲喜触
动都是从前所难以想象的。

也许春花和秋月终究要老，也许游
子和离人终究要走，也许泪水与哀伤注
定挥散不去，但只要知道有一个岛、有一
个家在永远等着自己，心中自然就有了
一份平静。作者积存了四十多年的渴望
与揣想在文字中得到了释放。

《千年一叹》
作者：余秋雨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 年 2月

在世纪交替之际，余秋雨先生跋涉
4 万多公里，遍访古文明发祥地，以日记
的形式记录下人类文明的足迹，面对人
类文明的遗址，解读世界文化史。

如果你准备或即将去吴哥如果你准备或即将去吴哥，，那么那么，，台台
湾美学大师蒋勋的湾美学大师蒋勋的《《吴哥之美吴哥之美》》是一本不是一本不
错的远行之书错的远行之书。。蒋勋以书信的方式蒋勋以书信的方式、、文文
学的笔触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吴哥学的笔触展现了一个立体的吴哥，，陡峭陡峭
庄严的天宫庄严的天宫、、生动的象台生动的象台、、巴扬寺的微巴扬寺的微
笑笑、、巴芳寺的庄严引道以及山水间的巴巴芳寺的庄严引道以及山水间的巴
孔寺与洛雷寺孔寺与洛雷寺，，都能让人看到千年以前都能让人看到千年以前
的那个文明所创造的融合了自然以及宗的那个文明所创造的融合了自然以及宗
教的建筑之美教的建筑之美。。

作为昔日王城的吴哥作为昔日王城的吴哥，，位于柬埔寨位于柬埔寨
西北部西北部，，如今以建筑雄峻和浮雕精细闻如今以建筑雄峻和浮雕精细闻
名于世名于世。。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寺庙建筑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寺庙建筑
群群，，其艺术性是印度教与佛教信仰结合其艺术性是印度教与佛教信仰结合
的极致的极致。。然而然而，，经过千年的历史沧桑经过千年的历史沧桑，，吴吴
哥王城早已在热带丛林里被淹没成一片哥王城早已在热带丛林里被淹没成一片
废墟废墟。。

但是但是，，当年的城市布局还清晰可见当年的城市布局还清晰可见，，
无论是尺度最大的吴哥城无论是尺度最大的吴哥城，，或是比例娇或是比例娇
小的寺院小的寺院，，都端正庄严都端正庄严，，有严谨的规矩和有严谨的规矩和
秩序秩序。。独立的护城河独立的护城河、、四边的城门四边的城门、、内墙内墙
外墙以及庄严的引道等外墙以及庄严的引道等，，蒋勋在书中都蒋勋在书中都
做了详细精确的描述做了详细精确的描述。。

通过这些文字，人们可以了解，一个
古老的文明，是如何建立与自然的关系，
如何尊重自然，不与自然为敌的。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首先与水有关。
人类创造的古文明，无不在大河附近：古
巴比伦起源于底格里斯河及幼发拉底
河、古中国起源于黄河、古印度起源于印
度河及恒河、古埃及起源于尼罗河。吴
哥王朝也不例外。

一开始，王朝定都在罗洛斯河畔，后
迁都暹粒河附近，无论在哪儿，相同的地
方在于王国都需要借助河水泛滥取得的
渔获，来发展农业种植。由于湖水在平
时和雨季时的面积相差很大，雨季时会
增加两到三倍，农田村落会被淹没，渔民
为生存甚至发明了在树上捕鱼的技术。
因此，王都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建城的规
模必须密切配合起来。

古代吴哥王朝所有的建筑，包括神
庙、宫殿和帝王陵寝，在建筑体的外围都
开凿了非常壮观的护城河。著名的吴哥

寺，外围的护城河宽度竟然达到了 190
米。人们用人工开凿的护城河的空间来
缓解水的泛滥，也承载着自己的信仰，塑
造着文明。

在书中，蒋勋带领我们到暹粒河的
源头仔细探访。在那里，他看见大大小
小数百个圆球形的浮雕，高高低低、错错
落落，布满在河床的岩石上。

这些浮雕石刻满了生殖符号，借由
河水的冲荡流向人间，流入大城，这条河
因此有了生命的意义有了生命的意义，，又被称为又被称为““千阳千阳
河河”。”。暹粒河供居住在下游的人民世世暹粒河供居住在下游的人民世世
代代饮用代代饮用、、沐浴沐浴、、灌溉灌溉，，并以巨大的并以巨大的““空空
间间””塑造了王城建筑的庄严壮阔塑造了王城建筑的庄严壮阔，，承载起承载起
人们在人生现世的崇拜与信仰人们在人生现世的崇拜与信仰。。

作为中心作为中心、、稳定的象征稳定的象征，，山的崇拜也山的崇拜也
贯穿在吴哥文明之中贯穿在吴哥文明之中。。吴哥的地势并不吴哥的地势并不
高高 ，，所 谓 的 山 多 数 不 过 是 百 十 米 的 山所 谓 的 山 多 数 不 过 是 百 十 米 的 山
丘丘。。然而然而，，在印度教信仰中在印度教信仰中，，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
是须弥山是须弥山，，须弥山上住着湿婆神须弥山上住着湿婆神。。

于是于是，，在真实的世间在真实的世间，，哪怕地景上没哪怕地景上没
有自然的山丘形势有自然的山丘形势，，吴哥的建筑也会用吴哥的建筑也会用
寺塔的形式追寻寺塔的形式追寻““山山””的象征的象征，，即在平面即在平面
的基地上的基地上，，利用石阶及向上累建的坛利用石阶及向上累建的坛，，一一

层一层来完成层一层来完成““山山””的意向的意向。。
蒋勋用自己的双脚走访吴哥城一座蒋勋用自己的双脚走访吴哥城一座

又一座建筑。他曾在落日苍茫中来到巴
肯山上的巴肯寺，安静地坐着，看着夜色
四合，看着繁华逝去，不发一语。他也曾
在尘土飞扬中来到罗洛斯遗址的巴孔
寺，不断地徘徊，看着砖框门楣，看着荒
烟蔓草，不断叩问。

一座辉煌繁荣的王城，饱受战争疾
病的无情吞噬，昔日华丽如今在热带丛
林里面湮没成一片废墟。这一切都有什
么意义？美何在？文明何在？人存活的
意义何在？也许，在天地山川之间，在废
墟掩映的吴哥深处，蒋勋不断接近着自
己找寻的答案。

出生于历史古都西安的蒋勋，血液
里流淌着一种传统古风，流露着对儒家
思想的执着。作为美学大家，他有着宽
广的学养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喜欢以
游历的方式拓展美的认知。从年轻时开
始，他就遍游世界各地，去过的国家数不
胜数。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到吴哥，独自
一人，或带着朋友，不断思考文明的意
义、信仰的力量，也把这种思考通过《吴
哥之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作为一本以吴哥为主题的书作为一本以吴哥为主题的书，，在全在全
书最后书最后，，蒋勋出人意料地对另外一本有蒋勋出人意料地对另外一本有
关吴哥的书做了推荐关吴哥的书做了推荐。。那就是那就是 700700 多年多年
前元朝周达观写的前元朝周达观写的《《真腊风土记真腊风土记》。》。当时当时
的繁华还未曾荒烟蔓草的繁华还未曾荒烟蔓草，，周达观翔实而周达观翔实而
精准地记录了当年吴哥城的很多细节精准地记录了当年吴哥城的很多细节。。

蒋勋真正羡慕的是周达观虽然艰难蒋勋真正羡慕的是周达观虽然艰难
漫长却能一路观察记录漫长却能一路观察记录、、慢慢感觉一个慢慢感觉一个
文化的耐性文化的耐性。。只有这种耐性只有这种耐性，，才能让旅才能让旅
行不流于走马观花行不流于走马观花，，在造访不同文化的在造访不同文化的
同时同时，，使人对自身文化有更多的反省和使人对自身文化有更多的反省和
思考思考。。

就像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就像我们思考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为什么
““绿树村边合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青山郭外斜””的田园乡村的田园乡村、、
““依形而建依形而建，，顺势而为顺势而为””的山水建筑越来的山水建筑越来
越多的消失越多的消失？？而因乱砍乱伐而因乱砍乱伐、、山体滑坡山体滑坡
导致的泥石流自然灾害等现象却屡屡导致的泥石流自然灾害等现象却屡屡
不绝不绝。。

思考的过程也许并不愉悦思考的过程也许并不愉悦，，渴求的渴求的
答案或许并不明晰答案或许并不明晰。。但起码在这过程当但起码在这过程当
中中，，我们能些许记起我们能些许记起，，自己本身原与山水自己本身原与山水
有多亲近有多亲近。。

吴哥美景吴哥美景

《流浪者的乡愁》
作者：艾小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 年 3月

作者从中国北方的一座城市到美
国、澳大利亚留学旅居多年，她观察异国
大千世界，探索异乡的历史、文化和城市
气质。她不作走马观花式的猎奇记录，
而是在缓慢的日常生活中逐步摸索人与
城市的关系，异乡与故乡之间的两难抉
择。她在文字的丛林里寻根溯源，从异
乡的角度反思流浪，寻找故乡。

责编:王琳琳 电话: (010)67112251 传真: (010)67113772 星期四 2015/02/12

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
E-mail:wenhuabeijing@126.com文化08

如今，看到北京的蓝天，难；看到北京下雪，更
难。已经立春，北京仍不见下雪。貌似下过两场
雪，一次树梢和路面隐约有了点白，有的区有，有的
区还没有。还有一次，好像老天爷在路边稀疏撒了
几颗盐粒。严格地说，这不算是下雪，只能算是与
下雪沾了一点边。

北京的左邻右舍都下了雪，唯独落下了北京。
无雪的冬天如同菜中无盐，寡淡无味。干燥暖和，
北京的滑冰场纷纷挂出了歇业的牌子。北京号称
四季分明，如今好像谁按了“快进”键，冬天正在一
掠而过。印象中这几年的冬天大同小异，下雪千呼
万唤，偶尔露一小脸。

北京的冬天本不是这样。冬天地冻天寒，大雪
纷飞。一到冬季，各单位承包门前的路面，每逢下
雪，单位员工拿着铁锨扫帚出来清理冰雪，这几乎
成了冬天里的一道风景，如今这已经成为了记忆。
北京的小孩子连下雪的记忆都没有，他们没有堆过
雪人，打过雪仗。无雪的冬天伴随着无雪的童年。

冰雪不仅是风景，还是文化。据说瑞士冬季寒
冷，人们只好待在家里，转而将兴趣放在了钟表上，
从而产生了世界第一流的钟表业。北欧的家具设
计独树一帜，很受中国人的欢迎，宜家在中国许多
城市都有分店，北京的宜家是交通最为拥堵的路段
之一。北欧冬季寒冷漫长，人们长时间在家里活
动，更加注重家的建设。北欧家具多采用纯色，特
别是白色，能够反射宝贵的阳光，还较多地使用鲜
艳的颜色，用以调节单调的冬季。北欧家具的设计
相对微观，不够大气，与他们的家庭活动空间有
关。这一点与中国人的审美取向吻合。

冬季甚至能够决定战争的成败和走向，许多专
家谈到二战中希特勒被苏联逆转击败时，都会强调
冬季成为了战争的转折点。在历史上，战争都会避
开寒冷的冬季，因为这个季节会大大降低部队的战
斗力。据野史上说，斯大林问他的参谋部，希特勒
会不会进攻苏联？参谋部的官员肯定地回答：不
会。因为苏联地域广阔，德军不可能在冬季前结束

战斗，而德军并没有做冬季作战的准备，如给部队
添置冬装，为枪炮配备防冻润滑油。油膏的原料来
自家畜脂肪，一旦生产润滑油，市场上必将会出现
大量的家畜肉。基于以上分析判断，德军断无可能
进攻苏联。岂不知希特勒根本没想在苏联过冬，他
想通过闪电战在冬季前一举拿下苏联。事与愿违，
那年的冬季异常寒冷，夜里达到了零下三十度，坦
克和火炮被冻住，枪拉不开栓，士兵没有冬装，冻伤
造成了严重减员。人算不如天算，不按规矩出牌的
希特勒，最终还是败给了冬季。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如果没有
东风相助，战败的就不是曹操，而是周瑜。如果是
暖冬，德军的坦克和火炮照常运转，德军的战斗力
依然勇猛，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历史不承认如
果，结局不可更改。

冰雪还可以产生 GDP，如今北方城市在打冰
雪经济这张牌。听一位南方城市的导游讲，他们旅
行社密切关注北方的天气，一听到要下雪，马上组
团过去。对于南方人而言，北国风光还是有吸引
力。不过推动力还是雪，没有雪叫不来人。

北京的冬季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因为没雪。北
京怎么了？夏季少雨，冬季无雪。科学家们还在争
论，地球是变暖还是变冷？深奥的推演模型老百姓
不明白，但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北京正在一天天变
暖。同时他们还感受到了，雨雪在减少，雾霾在
增加。

近三十年来，京城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翻天覆
地的改变。与此同时，北京的气候也有了显而易见
的改变。这难道是发展付出的代价吗？两者之间
有 着 必 然 的 联 系 吗 ？ 哪 位 科 学 家 出 来 说 一 说 ，
GDP 与下雪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果两者真的
有关联，似乎就要关乎到取舍了。要 GDP 还是要
下雪？

城市也是一个生态系统，要呼吸，要补充，要吐
纳，要雨雪的滋润。无雪的北京，不是一个健康的
北京，不是一个百姓宜居的北京。

无
雪
的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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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乱弹

彗星在中国民间传说中被称
作“扫把星”，还有孛星、妖星、异
星、长星等称谓。希腊文中彗星
一词有“尾巴”、“毛发”等含义，与
中国的“扫把”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是在东方民间传说里，
还是在西方历史记载中，彗星都
因为它的奇异、遥不可及，成为天
灾人祸的不祥征兆，令人望而生
畏，畏而恐慌，慌而生厌，唯恐避
之不及。

中国古代传说，西周军事家
姜子牙年轻时不善理财养家，常
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婆感到生
活无望，就弃他而去。姜子牙功
成名就登榜封神时，他的前妻听
闻后羞愧难当，选择自缢身亡，她
的灵魂赶赴封神台，就被封为“扫
把星”。后来，人们把自己运气不
好，还常常把霉运带给周围的人
称作“扫把星”。

中国古人善于对天象进行观
测和记录，在世界历史上有着最

早 、最 多 关 于 彗 星 的 记 录 。 西
汉《淮 南 子》一 书 中 有“ 武 王 伐
纣 ……彗星出”的记录。很多记
录中，彗星的出现都与灾祸、战
乱、异变相关。观测者成了帝王
治国理政、采取军事活动的参谋，
彗星出现在东方，是“将军谋王”
之兆，在西方意味着“羌胡叛中
国”，在南方表示“天下兵起”，在
北方则预示着“夷狄内侵”。

无独有偶，在十七世纪的欧
洲，人们认为彗星的形状酷似利
剑，预示着战争将至。古罗马人
声称：凯撒大帝被暗杀，天空出现
过火红色彗星，这一天是公元前
44 年。犹太人认为彗星是上帝
手中的石头，扔到地球上引发洪
灾，用以惩戒人类。公元 66 年，
耶路撒冷上空出现彗星，不久城
市即遭毁灭。公元 590 年彗星再
次出现，鼠疫肆虐欧洲，英国人认
为哈雷彗星是导致黑死病流行的
罪 魁 祸 首 。 更 加 离 谱 的 还 有 ，

1644 年，葡萄牙国王亚丰索六世
发现彗星，出于恐惧，他竟然向彗
星举枪射击，此举可与大战风车
的堂吉诃德媲美。

人类言之凿凿，绘声绘色地
记录了彗星种种“恶行”，实际上，
彗星仅仅是宇宙中围绕太阳运行
的一种质量较小的天体而已。随
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彗星
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2004 年 3 月，欧洲宇航局载
有“莱菲”着陆器的 彗 星 探 测 器

“ 罗 塞 塔 ”神 秘 腾 空 ，踏 上 了 寻
求彗星奥秘的漫漫旅程。十年
后 ，探 测 器 经 过 64 亿 公 里 的 跋
涉 ，于 2014 年 8 月 终 于 追 赶 上
了那颗名叫“67P”的彗星。3 个
月后，罗塞塔与逼近太阳的 67P
并 肩 飞 行 。 同 年 11 月 13 日 凌
晨，“菲莱”着陆器成功降落 67P
彗星，相机清晰拍摄到了彗星表
面，让人类看到了距离地球 4 亿
公里星球上阴森恐怖，却又充满
幻想的奇异场景。

这 是 人 类 文 明 史 上 的 一 大
步，对于浩瀚宇宙中彗星的认知
程度而言，仅仅是一小步而已。
我们期待着，人类揭开彗星神秘
面纱那一时刻的到来。

进入凤凰古镇，第一眼便看
到沱江，第一感觉就是想要掬一
捧江水乃至涌身投入她的怀抱。

笔者曾见过不少江河湖泊，
却没有见过如此干净、如此温婉、
与周围居民生活如此贴近的水
流，她像淡雅的小家碧玉，为朴素
的石头城池添上活泼与柔媚，她
像一个永远年轻的母亲，温情地
洗去两岸数百年的风霜尘迹。只
这一眼，只这一抹深碧的玉带，已
不虚此行！

凤 凰 古 镇 安 居 于 群 山 怀 抱
中，是一个由石头砌成的城池，青
石筑坝，坚实厚重，青石铺路，微
尘不起；在青石地面建起的砖木
结构的房舍，一排排，一层层，古
色古香，与悠悠沱江水和矮丘上

的满眼浓翠完美地融合一体。
站在高堤上看沱江两岸密密

匝匝的建筑，似乎重重叠叠、密不
透风，漫步其中却情趣万千：曲折
多变的路径、起伏跌宕的路面、凹
凸不平的台阶、布满斑驳绿苔的
高高的青石地基，加上各种古旧
的门庭院落、原住民朴实而开朗
的言语行动、充满诗情画意的各
个旅店餐馆字号以及飘荡在空气
中的新鲜江鱼的腥味和香味……
一切显得亲切无比，连笔者这样
异乡人也没有了孤单的感觉，相
反的，身心充满了回归的愉悦。

凤凰古镇没有被现代文明所
同化，也因此使其古老的文化传
统没有被世界潮流所洗劫。这里
依然严谨地尊崇古老的风俗。如

中国传统的“鬼节”，到了那天，天
色朦胧之后，每一条街道，每一户
人家，都虔诚地折叠成堆的纸钱，
虔诚地在自家门前焚烧。两道明
晃晃的火焰随着巷子而婉转曲
折，煞是奇观。空气中烟雾氤氲，
随江风一缕缕飘散，一种特殊的
气味荡漾在整个石头城，让游人
也生出肃穆的心。

夜晚的沱江风光旖旎。两岸
有彩灯闪烁，江面上五光十色，无
数的游客通过二尺宽的由厚木板
搭成的小桥往来两岸，或者赤脚
踏过漫水数寸的石墩过河。在窄
窄的木板上遇到迎面而来的行
人，往往数十人牵手侧身让道，嘻
笑阵阵，欢快而热闹。在沱江岸
边，无数的青年恋人或夫妻或孩
童，从当地人那里买来彩纸做的
烛灯，点燃了，默默许下愿望或祝
福，小心地放到江面，让风中荡漾
的火焰将自己的心愿带向遥远的
神灵。一时间，看着水面闪烁的
点点烛光，恍然不知所处何处。

沱江与凤凰
◆姚伊乐

松下乱弹

行走天下

雪后的故宫角楼雪后的故宫角楼

趣话彗星
◆林岩

大千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