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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夫
婦
合
著
的
書
稱
為
﹁雙
葉
﹂
，
是
最

富
詩
意
的
比
喻
。
香
港
的
﹁夫
妻
檔
﹂
作
家
不

多
，
能
出
版
﹁雙
葉
﹂
的
就
更
少
，
印
象
深
刻

的
是
蔡
炎
培
和
朱
珺
一
九
八
七
年
出
版
的
《
結

髮
集
》
，
想
不
到
的
是
近
二
十
年
後
，
他
們
又

出
版
了
《
上
下
卷
》
（
瑋
業
出
版
社
，
二
○
○

六
）
。

《
結
髮
集
》
是
水
禾
田
主
持
專
業
出
版
社
時
的
叢
書
，
全
部
由

水
禾
田
設
計
，
封
面
是
他
所
拍
的
澳
門
觀
音
堂
，
兩
張
平
排
擺
放
的

舊
坐
椅
，
不
分
高
低
上
下
，
寓
意
深
遠
。
書
中
還
有
他
分
別
為
夫
婦

倆
所
拍
的
頭
像
大
特
寫
，
捕
捉
作
家
寫
作
時
的
神
韻
，
拿
捏
恰
到
好

處
。

蔡
炎
培
是
一
九
五
○
年
代
開
始
創
作
的
詩
人
，
其
實
他
經
常
用

不
同
的
筆
名
發
表
小
說
，
甚
至
出
版
過
好
幾
冊
﹁三
毫
子
﹂
小
說
。

他
在
《
結
髮
集
》
上
卷
中
收
《
殢
香
人
》
、
《
送
君
一
朵
花
》
等
短

篇
小
說
八
篇
，
多
是
一
九
六
○
年
代
的
傑
作
，
尤
其
以
筆
名
欒
復
發

表
，
曾
被
選
入
《
新
人
小
說
選
》
中
，
寫
貧
苦
煤
礦
工
生
涯
的
《
煤

生
》
最
為
出
色
。

蔡
炎
培
夫
人
朱
璽
輝
，
一
九
六
○
年
代
以
筆
名
朱
珺
登
上
青
年

文
壇
。
為
《
結
髮
集
》
寫
序
《
璽
璽
和
炎
培
》
的
戴
天
，
頗
欣
賞
朱

珺
的
作
品
，
認
為
她
很
有
才
華
，
說
她
的
創
作
形
式
是
創
新
的
，
尤

其
善
於
捕
捉
情
調
，
很
有
女
性
的
纖
巧
和
細
緻
，
風
格
突
出
。
她
在

本
集
中
收
過
往
發
表
過
的
作
品
十
九
篇
，
包
括
曾
奪
《
中
國
學
生
周

報
》
青
年
組
徵
文
第
三
名
的
短
篇
《
泊
》
。
炎
培
則
可
惜
她
的
代
表

作
《
廢
船
》
丟
失
了
。

過了 「小雪」這個
頗有詩意的節氣，雪花
就拿到了飄落的通行證
。在漫長的冬日裡，它
適時地很有風韻地搖曳
着，為蕭瑟衰敗的季節
，平添了些許動人的風

景。
冬日裡的第一場雪，往往像個靦覥矜持的

小姑娘。雪花帶着些許遲疑，像羽毛一樣盤旋
着、怯怯地飄落。人們很快就發現了她的到來
， 「下雪了！」在人們驚喜的歡呼裡，雪花卻
羞澀地躲在了水滴裡。在確信自己的到來受到
人們的歡迎後，漫天的雪花就洋洋灑灑地跳起
了舞蹈。雪花像個調皮的孩子，它輕盈地落在
樹枝上、屋簷上，驚奇地打量着這個新奇的世
界。它落在人們的頭髮上、睫毛上，落在人們

攤開的手心上，放肆地和人們親暱起來……寂
寥的冬天活泛起來，人們的心，在雪花的逗弄
下也溫柔靈動起來。

然而太陽一出來，雪花就像受到驚嚇的孩
子，立即躲藏起來。如果不是整個世界濕漉漉
的，人們幾乎要懷疑和雪花的相逢只是一個美
妙的夢境。冬日的第一場雪，往往是淺嘗輒止
，在人們意猶未盡的時候就飄然離去。

在人們的念念不忘裡，雪花也許會在冬日
的某個深夜不期而至。它來勢洶洶卻又無聲無
息，它為田野蓋上平整厚實的棉被，它為房屋
樹木穿上蓬鬆柔軟的棉衣，它張開溫柔的懷抱
，滿懷深情的把世界擁在懷裡……

人們早上推開門的剎那，被面前冰清玉潔
的世界驚呆了。突如其來的大雪像魔術師一樣
，掩藏了冬日的蕭條灰暗，呈現給人們一個童
話般的世界。雪還在紛紛揚揚的下着，此時人

們或者煮茶烹酒臨窗賞雪，或者慵懶擁被讀詩
吟詞，都是詩意而溫馨的事情。若是有興致還
可以約三兩好友，倣傚古人的唯美和優雅，去
郊外踏雪尋梅。若是有幸目睹鮮嫩的梅花在枝
椏虯勁的老樹上，與潔白柔軟的雪花纏綿私語
，你會由衷地感嘆造物主的神奇。

雪後初晴，皚皚白雪與早晨橘黃色冉冉升
起的太陽相互輝映，又別有一番風韻。一陣風
過，樹枝上的積雪紛紛揚揚飄下來，偶爾落在
行人的臉頰上，便惹來一陣嬉笑聲。路旁的雪
人拿着笤帚兀自地樂着，站立成冬日裡獨特的
風景……正午的時候，朝陽地方的雪悄無聲息
地開始融化，到了傍晚又結成了冰。如此反覆
幾日，轟轟烈烈的一場雪就了無痕跡了，而它
給冬天帶來的驚喜和浪漫，卻留在了人們的記
憶裡。

北京大學哲學教授王博
以《心靈四季》為題發表演
講，談先秦哲學。因為在最
簡單和直接的意義上，哲學
就是一門關於心靈的學問，
所以王博以四季作為道具，
來呈現古代中國哲學中儒家

、墨家、道家和法家這四種和而不同的心靈。
春天給人們的感覺是溫暖和生機。從整個的精神

氣質來說，儒家無疑是屬於春天的。這個學派充滿着
溫潤，無論是其經典，還是儒者的生命。追究起來，
它們都來自於共同的地方，這就是作為其思想核心的
仁。如果用另外一個字來解釋仁，那一定是 「愛」。
仁者愛人，從充滿着愛的生命一直到愛的關係、秩序
和政治，直至整個世界。

什麼是愛？儒家認為愛就是某種天賦及內在於人
之物。我們甚至可以說愛就是人的本質。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孟子才說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儒家還
認為，愛是指向他人和外部世界的，換句話說，愛不
是指向自己的，不是自私的，更不是自戀，這正是
「仁者愛人」說法的意義所在。因此，愛就必然地包

含着對他人和世界的責任、使命和擔當。愛是一種一
體的感覺和狀態。在愛中，自己和他人以及世界成為
一個整體。此意義上， 「仁」字的構造實際上充滿着
兩人一體的意味，如父子一體、君臣一體、夫婦一體
。由此兩人一體一直擴充出去，則是萬物一體。

我們該如何去愛他人，去承擔對於他人和世界的
責任？儒家給出的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推己及人和將心
比心。一以貫之的夫子之道據曾子說就是忠和恕，所
謂忠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是 「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上述三句話中的第一個字都是

己，最後一個字都是人，推己及人的結構在這裡體現
的非常清晰。

夏天給人的感覺是熾熱的，酷暑、暴雨和狂風，
這非常類似於墨家的氣質，這個學派給世界的最大感
覺便是火一般的理想和熱情。墨家的開創者墨子不滿
意於儒家的主張，想用兼愛來取代差等的愛，這樣一
方面可以保留人類最需要的愛的精神，另一方面又避
免後者所產生的問題。墨子是一個非常講究邏輯的人
。他的一個邏輯是： 「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
者，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
，人亦從而害之。」因此，兼愛的結果是彼此獲得利
益，所謂 「兼相愛，交相利」。但生活確實不等於邏
輯，我們對他人的愛未必能夠換來他人同樣的愛。很
多人把墨子說成是功利主義者，其實他更像是一個生
活在邏輯世界的理想主義者，甚至空想主義者。

秋天是一個矛盾的季節，收穫和失去、成功和無
奈糾纏在一起，無法分開。沒有錯，秋天也是一個成
熟的季節。春天開放的花朵未必就能夠在秋天結下果
實，就如同我們未必可以實現青春時期的理想。成功
或者失敗的經歷不斷地刺激和改變着我們的心靈，激
情褪去之後，留下的更多是清醒和淡定。 「絢爛之極
，歸於平淡」給這個世界帶來另外的一種美，那就是
成熟。成熟當然意味着成長和反省，尤其是對於春天
和夏天的反省。道家是最能夠體現秋天精神的學派。
由老子和莊子代表的傳統與儒家之間的對話始終沒有
停止過。如果說《論語》氣溫，那麼閱讀《老子》和
《莊子》的感覺一定是清冷的。愛就如同是一團火，
在給我們溫暖的同時，卻也有可能帶來不便甚至是傷
害。如前所述，愛的前提是普遍人性，可是如果普遍
人性不存在，人和人之間無法理解，那麼愛幾乎就變
得不可能如其所願望的那麼美好。《莊子》裡有個魯

侯養鳥的故事，莊子提出了兩種不同的養鳥方式。一
種是 「以己養養鳥」，另一種是 「以鳥養養鳥」。區
分兩種方式的關鍵在於是從 「己」出發，還是從 「鳥
」出發。或者在更一般的意義上，是從自我出發，還
是從對方和世界出發。從自我出發，可能的陷阱是以
己度人，把自己的想法強加於他人，並製造悲劇。所
以如果我們真正愛我之外的存在，最好的方法也許是
「順其自然」，而不是任何名義下的強人從己。通過

反省儒家愛的哲學，道家更傾向於一種不干涉主義的
態度，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種態度更多地體現為寬
容。

經過了春生夏長秋收三個季節之後，天寒地凍的
冬天給人以安定和冷酷的感覺。生機斂藏、萬物閉伏
，世界籠罩在一種簡單而冰冷的秩序之中，單調而寂
靜。這似乎就是法家有些冷酷的心靈。當一個人的心
靈完全被功利所充滿和佔據的時候，那就是冷酷的。
不幸的是，這正是法家對生命和心靈的理解。去除了
愛、信任、血緣親情等之後，法就成為韓非世界裡的
唯一主角。從大的方面來說，法的核心不過就是刑德
或者賞罰，韓非稱之為二柄。這是有國者的利器，臣
民有功者賞之，有過者則罰之。君主必須親自執掌賞
罰的權力，落入臣子之手是很危險的事情。這就又牽
涉到對法家而言很重要的術的問題。所謂術，是指君
主用來控制和應付臣子的方法。在韓非看來，只有法
而無術，則君不足以知奸，權力反為臣所用。只有術
而無法，則法令不行，不足以富強。因此，法與術的
結合才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哲學家是永遠走在路上的人，思考顯然比給出一
個現成的答案更重要。儒家的溫暖、墨家的熾熱、道
家的清冷、法家的嚴酷，呈現了中國人對於心靈和世
界的多元理解，共同揭示着生命和生活的內涵。在一
個長期以倫理為中心的文化中，人們經常迴避生活中
至關重要的利益，但我們真的可以在心靈中完全迴避
它嗎？不過有一點是很肯定的，在利益之外，這個世
界確實還存在着其他可以讓我們感動的東西，譬如愛
、友誼和奉獻等。漠視或者否定它們，過分地渲染這
個世界的冷酷，反過來可能會凍僵我們自己的生命。

杭
州
是
歷
史
文
化
名
城
，
而
宋
城
，
則
是
此
地
新
建
的
一
處
休
閒
娛
樂
場
所

。
在
宋
城
的
宣
傳
冊
上
，
他
們
自
詡
是
﹁中
國
人
氣
最
旺
的
主
題
公
園
﹂
；
我
願

意
相
信
這
是
真
的
。
但
宣
傳
冊
上
又
聲
稱
：
﹁給
我
一
天
，
還
你
千
年
。
﹂
恕
我

直
言
，
這
就
分
明
是
嚴
重
的
誇
大
其
辭
了
。

有
人
調
侃
說
，
現
實
中
國
的
怪
象
之
一
，
是
為
﹁文
人
像
商
人
，
商
人
裝
文

人
。
﹂
對
﹁文
人
像
商
人
﹂
之
論
，
這
裡
不
去
詮
釋
；
而
﹁商
人
裝
文
人
﹂
呢
，

我
對
這
種
社
會
現
象
的
不
認
可
，
並
非
是
反
對
商
人
提
升
自
己
的
文
化
修
養
，
而

是
厭
惡
商
人
在
宣
傳
自
己
經
營
的
項
目
時
故
弄
虛
玄
，
用
並
不
擁
有
的
文
化
內
涵

加
以
偽
裝
，
言
重
一
些
，
這
叫
欺
世
盜
名
、
這
叫
嘩
眾
取
寵
；
是
不
是
構
成
了
商

業
欺
詐
，
不
好
說
！

以
宋
城
為
例
。
我
覺
得
，
儘
管
經
營
者
﹁給
我
一
天
，
還
你
千
年
﹂
的
宣
示

顯
得
信
心
滿
滿
，
但
消
費
者
中
，
可
能
只
有
傻
瓜
，
才
會
把
這
個
吃
喝
玩
樂
的
地

方
當
成
教
科
書
，
滿
懷
虔
誠
地
來
這
裡
了
解
歷
史
。
具
體
來
講
，
宋
城
裡
有
一
家

﹁潘
金
蓮
粥
舖
﹂
，
如
果
非
說
這
樣
的
招
牌
是
歷
史
，
那
也
是
小
說
中
折
射
出
來

的
歷
史
，
與
貨
真
價
實
的
歷
史
相
去
甚
遠
矣
！
店
中
的
工
作
人
員
倒
是
皆
着
所
謂

的
﹁宋
服
﹂
，
但
幾
位
女
店
員
或
健
碩
、
或
樸
實
，
和
潘
金
蓮
的
妖

冶
相
去
甚
遠
；
一
位
個
子
很
小
的
男
店
員
正
在
售
餅
，
倒
是
引
人
矚

目
，
上
前
搭
話
：

﹁你
這
是
什
麼
餅
？
﹂

﹁炊
餅
啊
，
宋
代
傳
下
來
的
。
﹂

﹁多
錢
一
個
？
﹂

﹁十
塊
！
﹂

﹁太
貴
了
！
﹂

﹁旅
遊
景
點
兒
裡
的
東
西
嘛
…
…
﹂

說
的
有
理
，
掏
錢
，
買
了
一
個
，
咬
了
一
口
。

﹁味
道
不
錯
，
謝
謝
你
的
餅
。
﹂

﹁謝
謝
你
的
錢
！
﹂

買
餅
的
和
賣
餅
的
皆
放
聲
大
笑
。
看
來
，

這
位
男
店
員
個
子
雖
小
，
智
商
卻
也
一
點
兒
也

不
低
。
只
是
，
對
他
所
言
之
﹁炊
餅
﹂
，
我
這

個
多
讀
了
幾
本
書
的
買
餅
的
，
卻
忍
不
住
要
說

三
道
四
了
。

什
麼
是
炊
餅
？
查
《
辭
源
》
，
裡
面
是
這

麼
說
的
：
﹁宋
仁
宗
趙
禎
時
，
因
蒸
與
禎
音
近
，
時
人
避
諱
，
呼
蒸

餅
為
炊
餅
。
﹂
這
就
告
訴
我
們
，
炊
餅
就
是
蒸
餅
。
或
有
人
會
進
一

步
問
：
那
蒸
餅
又
是
什
麼
呢
？
《
辭
源
》
解
釋
說
：
﹁即
饅
頭
，
亦

曰
籠
餅
。
﹂
由
此
可
知
，
宋
城
裡
的
﹁潘
金
蓮
粥
舖
﹂
，
把
通
過

﹁烙
﹂
這
麼
一
種
方
式
加
工
成
的
麵
餅
稱
之
為
炊
餅
，
所
傳
達
的
絕

對
是
錯
誤
的
歷
史
知
識
。

我
在
宋
城
只
是
匆
匆
一
遊
，
若
有
時
間
細
細
查
找
，
能
不
能
發

現
更
多
的
此
類
歷
史
硬
傷
呢
？
但
平
心
而
論
，
作
為
娛
樂
休
閒
之
地

，
宋
城
在
國
內
的
確
無
愧
一
流
。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晚
，
我
用
了
近
三

個
小
時
的
時
間
在
宋
城
轉
悠
：
觀
大
劇
院
台
上
的
《
宋
城
千
古
情
》
，
看
王
員
外

樓
下
的
﹁傻
小
子
﹂
搶
繡
球
，
﹁迷
宮
﹂
裡
東
轉
西
撞
尋
找
出
路
，
﹁鬼
屋
﹂
中

提
心
吊
膽
體
驗
恐
怖
，
當
然
，
還
少
不
了
喝
粥
、
吃
餅
，
享
受
美
味
…
…
儘
管
平

均
一
個
人
支
出
了
人
民
幣
小
三
百
元
，
但
宋
城
，
還
真
是
讓
人
感
到
不
虛
此
行
。

只
是
，
宋
城
不
應
、
也
無
須
去
承
擔
那
些
不
歸
自
己
承
擔
的
任
務
。
宋
城
的

宣
傳
冊
裡
還
有
這
樣
的
文
字
：
﹁西
湖
觀
光
，
宋
城
懷
古
。
﹂
但
事
實
上
，
在
杭

州
懷
古
，
最
好
的
地
方
是
西
湖
，
畢
竟
，
白
居
易
、
蘇
東
坡
、
岳
飛
、
于
謙
、
秋

瑾
…
…
這
麼
一
些
聲
名
顯
赫
的
歷
史
人
物
，
都
在
西
湖
邊
上
留
下
了
深
深
淺
淺
的

腳
印
，
更
何
況
，
還
有
諸
多
美
麗
動
人
的
神
話
故
事
在
此
地
千
年
傳
頌
。
而
宋
城

，
一
個
新
建
的
娛
樂
休
閒
景
點
，
儘
管
水
準
不
低
，
但
又
有
什
麼
古
可
懷
呢
？

也
許
，
把
﹁西
湖
觀
光
，
宋
城
懷
古
﹂
改
成
﹁西
湖
觀
光
懷
古
，
宋
城
開
心

找
樂
兒
﹂
，
才
算
得
上
實
至
名
歸
；
當
然
，
這
麼
改
的
﹁壞
處
﹂
是
，
在
世
俗
的

目
光
裡
，
宋
城
會
立
馬
顯
得
不
那
麼
有
﹁文
化
﹂
！

藕
斷
絲
連
沈
從
文

鄭
延
國

心靈四季 言止善

雪
韻

雷
媛
媛

在宋城吃炊餅 商子雍

著名戲劇家陳白塵
應華裔作家聶華苓的邀
請，到美國愛荷華大學
參加國際作家工作坊，
寫出《雲夢斷憶》，回
憶他到湖北某農村參加
「五七幹校」的經歷。

題目中用了 「雲夢大澤」的典故，一來點明作者
下放的地界，二來陳氏籍貫江蘇淮陰，又以此暗
指劉邦謊稱遊獵雲夢澤，設計擒獲他的淮陰老鄉
韓信的故事。

陳白塵一九六九年去幹校時，身份不是 「革
命群眾」，而是著名的文藝界 「黑幫」。他寫的
戲劇作品《石達開的末路》被批判為影射紅軍長
征，他被中央專案組重點審查。一九六六年他從
南京被 「揪」到北京，關入 「牛棚」，接受 「狂
風暴雨」式的大批判，一夜之間，從作協 「秘書
長」淪為 「階下囚」。因此，他下放農村時，心
中反而鬆了一口氣，因為不用每天忍受惡言惡語
、 「文攻武鬥」了。直到一九七二年春節，和家
人分別六年之後，他才被允許回鄉探親。

作者本書所記，是那個荒謬年代的非人遭遇
。短短七八篇文章，寫出了農村房東、幹校 「同
事」和領導、家鄉鄰居的各種面目，其中辛酸苦
難自不待言。可是，作者讓我另眼相看的，卻是
他淚中含笑的樂天勁頭。譬如，下鄉前，他在北
京關 「牛棚」，每周只有周日可以出去放半天風
。他和同伴張光年、張天翼總是一起去洗個澡，
然後上飯館吃一頓，並且評點曰： 「疾風暴雨式
的批鬥，連篇累牘的檢討和應接不暇的外調都已

過去了，每星期於讀書、看報之餘，還有此半日遊的自由，
怎能不知足呢？」

在幹校勞動，他被發配去種田、守夜、看菜園、放鴨子
， 「大雨大幹，小雨小幹，晴天不幹」（註：因為要開大會
）。冷言冷語的批判以外，他還遭到小偷光顧。他自詡學會
了 「二十幾種」勞動技能，即使自己的頭腦大大退化。他說
到沈從文夫人張兆和某日看到一頭驢子走過，居然問： 「這
頭驢是男的，是女的？」須知張兆和下放前在《人民文學》
編輯部工作，是公認的語言學家，一切語法和用詞的錯誤、
不當之處都難逃她的慧眼。可見知識分子精神受到了莫大摧
殘， 「文化淪喪」並非只是陳白塵一個人的問題。

書中寫得最感人的，我覺得是分為上、下兩篇的《憶鴨
群》。陳氏自述，鴨子是 「文革」中唯一沒有罵過自己的，
牠們合群、溫柔、守紀律，和他這個 「鴨官（倌）」相依為
命。就是旁人譏為 「公鴨嗓子」、覺得嘈雜難聽的鴨叫，他
也十分欣賞，讚為出於真情實感，樸實無華，比高亢入雲、
悠揚婉轉的雲雀啼鳴更為討喜。陳白塵對鴨子們情深意長，
他夫人甚至評價說，他關於鴨群的回憶，感人程度超過了描
寫探親回鄉的篇目。

當領導下令宰殺鴨群，而令他去廚房幫着拔毛處理時，
他心情複雜， 「難以描繪」。這些和他朝夕相處， 「同生死
、共命運、親密無間的朋友」化為盤中飧，他卻無法挺身而
出，給予保護，所以自責為 「懦夫」。由鴨子，他又聯想到
自己的命運，想到那些批他、鬥他， 「打翻在地還要踏上一
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的人中間，是否也有像他這樣心
不甘、情不願的 「幫兇」？於是，他又 「心平氣和」了。

這三本回憶錄，季氏直書憤懣，字字血淚，與其說描繪
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斯文掃地，不如說揭露了政治運動的荒謬
殘忍。楊絳和陳白塵的文字含蓄蘊藉，仔細讀來卻更痛切；
不過前者關注和家人、同事之間的互動，而後者更偏重獨處
異鄉，孤身奮鬥的經歷。噩夢雖逝，殷鑒不遠。

（文革三憶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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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
立的第三年即
一九五一年，
沈從文無可奈
何地拋棄小說
創作，去到了
歷史博物館，

從此與文物為伍，成了一名地地道
道的考古工作者。時年沈從文三十
有九，與孔子所說的 「四十而不惑
」尚有一稔之差矣。然而和小說打
了近三十年交道的沈郎，總是有一
種依依不捨、藕斷絲連的情懷。

一九六三年歲末，沈從文驅車
南下，來到了秦漢古城長沙。在這
裡，他先是想到了賈誼，彷彿看到
這位長沙王的老師，在風雨蕭蕭的
薄暮，流連於楚國廢毀的祠堂廟宇
，一邊低聲吟詠楚辭，一邊聆聽遠
處祭祀的笙竽歌呼聲。接着他又想
起了屈原，也彷彿看到這位憂國憂
民的詩人乘一葉扁舟，時而盤腿船
艙，一手持筆，一手持絹，聚精會
神地書寫，時而立身船頭，無限深
情地眺望兩岸的田野阡陌以及那些
躬身耕耘、挑擔奔波的楚國黎民。
沈從文懷着這種情感或曰衝動，立
馬馳書張兆和，稱自己只要將賈太
傅和屈大夫的本傳再作一番理會，
一定可以寫出 「兩個極其出色的新
的屈賈故事」，而且 「寫出來一定
會情感充沛，有聲有色」。理由是
寫這類人， 「可以從各方面去體會

，去刻畫，去布局潤色，而作得十分深刻生動。只
要將我放到一個陌生地方，如像沅陵或別的家鄉大
河邊一個單獨住處，去住三個月，由於寂寞，我會
寫得出好多好多這種動人東西！」 沈從文甚至自信
其寫出來的屈賈故事，一定會超過不久前的陳翔鶴
發表在《人民文學》上的嵇康故事即短篇小說《廣
陵散》。敦料，沈從文的信剛剛寄出，天上便烏雲
滾滾，雷聲陣陣，一場驚風雨、泣鬼神的政治風暴
正在悄然生起。果不其然，文學界便開始有人撰文
指責陳翔鶴是在借古諷今，別有用心。藕斷絲連的
沈從文不得不再一次泯滅自己的小說創作衝動，重
新回到文物考古之中，一連好幾天，在長沙馬王堆
的古墓裡不斷地走過來走過去。

一九七九年，也是在歲末，熱愛中國古典文學
的上海青年王根林，計劃創作一部描寫三國時期政
治鬥爭的文藝作品。當他獲知沈從文有巨製《中國
古代服飾研究》行將付梓，且正在參加全國第四屆
文代會時，便迅疾馳函請教。沈從文收到信後，居
然熱情洋溢地寫了一封長達一千二百字的覆函，詳
詳細細地列舉了種種相關的著述乃至文物，而且建
議其試寫 「曹植一生悲劇」， 「以十萬字為目標」
， 「若吃得透材料，寫出來實比郭著之《蔡文姬》
動人得多！」郭即郭沫若。惜乎，王根林後來為編
輯工作所累，未能如願以償。從沈從文的墨寶中，
人們可以窺見，老人家雖然七十有七，但對小說創
作依然是藕斷絲連，念念不忘。

眾所周知，沈從文一生創作的文集約有八十餘
部，是中國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位，其中小說
《邊城》堪稱已臻鄉土文學的巔峰，在世界文壇中
產生過極大影響。相傳，一九八八年諾貝爾文學獎
得主已內定沈從文，但由於沈從文已經作古，馬悅
然們才不得不臨時改授他人。

沈從文去世七年之後，張兆和曾作如是說：
「為什麼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發掘他，理解他，從

各方面去幫他，反而有那麼多矛盾得不到解決！悔
之晚矣！」 這是作為沈從文妻子的自責，還是他責
？人們不得而知。

但我想，如果六十年前，大陸文學藝術界的諸
種氛圍也能像今天這樣寬鬆與和諧的話，沈從文無
論如何也不會放棄他的小說創作的。可以想像更多
且嶄新的《邊城》，更多且嶄新的翠翠，將會在他
的筆下汩汩而出，不斷地流向長城內外，流向大洋
彼岸。倘若情形果然能夠如此，又有誰會惋惜中國
少了一位考古工作者呢？

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為沈從文一百一十年誕辰
紀念，謹以此文表示對他老人家的深切緬懷和無限
追思。

香
港

﹁
雙
葉
﹂

許
定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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