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武夷山下理论文艺部 责任编辑：树红霞 电话：（0591）87095250 电子信箱：wybfk666@163.com
2024年5月11日 星期六

东关的尘埃落定了吗？也许。不过，
每一粒尘埃总在落定，扬起，扬起，落定
的命运轨迹中循环往复。一个地方、一
个人、一段历史，其命运如尘，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

东关尘，首先，它指示了一种宇宙
观、人生观。天地间万事万物，风雨雷
电，人间冷暖，莫不低于尘也高于尘，终
究归于尘。其次，它铺展了一幅东关的
历史长卷和人文图景，如清明上河图
般，历历在目。百年东关，历史滚滚如烟
尘，人世苍茫如烟尘，你方唱罢我登场，
热闹与落寂，豪气与悲情，崇高与微小，
交相映照于这方水土，形成独特的东关
人和东关文化。

东关的烟火气与东关的英雄气，是
天长地久的日常，也是惊天泣地的传奇。

这一切，都在马星辉的长篇纪实文
学作品《东关尘》中得以呈现。

东关何所谓也？东关是千年古城邵
武的一片街区。毗邻邵武母亲河富屯
江，有码头可登岸，以一条 3000 米长、10
米宽的名中山路的古街为中心，向四面
辐射，各种巷、街纵横相连，形成一片屋
脊起伏、黑瓦连绵的千年古旧街区。邵
武东关一度成为邵武的代名词，是因为
东关的丰富和重要。

东关曾是一片繁华之地。商铺相连——
布庄、当铺、杂货店、京果店、粮油米面，应有
尽有，整日人头攒动；机构林立——东
关街巷四处，散布着福州会馆、江西会
馆、基督教堂，美国人创办的幼稚园、医

院、奶牛场，以及银行、保险公司等，还
有抗战时期从福州迁移到此的协和大
学、之江大学、格致中学等，小社会，大
江湖，一代一代，热闹无比。

曾经的繁华和风云流逝之后，今日
的东关平静下来，与世无争，成为一个
见证历史的古旧例证。马星辉动情地写
道：多少年过去了，东关依然如故，依然
是曾经的旧貌，低矮单薄、简陋腐朽的
木板房群中掺杂着一些不甚起眼的砖
瓦房，电线乱如蛛网，地面坑洼不平，甚
至墙皮斑驳掉落。与不远处新城区的高
楼大厦相比，显得很是无奈与破败。它
蜷伏在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只能默默地
回忆着曾经有过的传奇与辉煌。不过，
东关也在保护、开发、怀旧之间留住记
忆与往昔滋味。

很 显 然 ，这 是 一 部 关 于 东 关 的 烟

火、繁华、筋骨以及忧伤的记忆之书。
书中的一个人物宋大龙说：“坦坦

荡荡，不虚伪；本本分分，不圆滑；简简
单单，不复杂；真心实意，不算计。咱们
东关人脾气暴躁，但认真做人！讲道理，
宁可吃亏上当，也不把人伤，宁可受伤
受骗，也不把人害。”

书中的大医师何逸夫站在东关城
楼上微微一笑说：“这行春门城头上啊，
凝气为精，聚能以场，缩浓而质，积微显
量。我不仅是在看天气的阴晴变化，同
时是在感受东关城墙堡上的灵气，这是
一股气韵浑厚的英雄灵气。”

这是马星辉所展示出来的东关的
筋骨和气质——坦荡 、本分 、灵气 、血
性，正是这筋骨和气质塑造了百年东关
的人文和历史。

马星辉写《东关尘》实质上是在为

东关以及邵武作传。
马星辉生长于东关，对于东关，自

然情浓于血水。写《东关尘》时，他无数
次走进东关的小巷，与东关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一景一物相遇中，生发出
扼腕的感慨和无穷的回味。这种情感在

《东关尘》的字里行间毫无保留地游走
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情感，这部地域
传记有了别样的动人力量。

近 几 年 ，作 家 为 城 市 作 传 成 为 时
髦，邱华栋的《北京传》、叶兆言的《南京
传》、何况的《厦门传》等，我想马星辉的

《东关尘》不是赶时髦之作，而是“起于
情发乎心”之作，是一个文士自发地对
故土的回馈之作。与那些结构规整、叙
事风格一致的城市传不同的一点是，

《东关尘》更随性更自在，甚至更散漫。
它是一个“大杂烩”，内容上和叙述手法

上的“大杂烩”。这也构成了这部书的妙
处之一。

内容上的“杂烩”。《东关尘》既写了
东关的贩夫走卒、市井人物，也写了贤人
雅士、英雄豪杰；既写了大历史——红军
在邵武、浴血抗日，也写了小生活——家
长里短、七情六欲；既写了典籍志书里的
一本正经的东关历史，也写了道听途说
的各类传奇各类奇技淫巧；既写了洋人
的东关往事，也写了传说人物的魔幻故
事；既写了东关的衣食住行，也写了东
关的娱教医养……东关的一切似乎都
写了。

叙述手法上的“杂烩”。《东关尘》有
小说的笔法，对话、场景、悬念，一应俱
全，一丝不苟地塑造人物，推进故事，一
个个人物被演绎出来，鲜活无比，比如

写豆腐王、朱半仙、橹子裁缝等。有散文
随笔的笔法，细致地平铺地写来，如绣
花般耐心和细心，比如写东关的泥鳅钻
豆腐，写东关的布匹等系列民俗文化，
用散文随笔笔法，写得活色生香。有通
俗故事的演义写法，比如写张三丰，写
传教士福益华，大事不虚，小事真假难
辨，很有吸引力。有志书的写法，真实，
严谨，力求叙述的来源可靠。《东关尘》
的叙述时间非线性，根据人物和故事的
需要相互交叉，顺叙、倒叙、插叙随时应
用，群像式地写了二十多个人物交织的
命运。书中人物的命运在时代大潮中激
荡出一串浪花，作者没有把重心全部放
在跌宕起伏的情节、错综复杂的人物关
系上，而是重点展示人与人之间的较
量，以及大时代背景下人物的命运。

对于这种随性、自在的文体“杂烩”
和内容“杂烩”的写法，马星辉似乎有些
心虚，他在“创作手记”中为自己辩解，
他说：“我只是在记录生活的原生态。或
许有人以为这是平平淡淡鸡毛琐碎，没
有文学内涵、没有深邃的思想。但现实
中芸芸众生就如此过得平平庸庸，没有
轰轰烈烈、惊天动地。”这种解释是没错
的，一些忠实于现实和自然的作家，就
不主张过分地规整和提炼，而是采用这
种随性、自在的“杂烩体”来写作，尽可
能地在文字中保留生活和记忆的原生
态——因为现实生活和记忆生活本来
就是混沌、彼此交替的。无疑，《东关尘》
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落定又扬起的东关尘埃
——读马星辉长篇纪实文学《东关尘》

□石华鹏

对读者而言，很多时候，阅读一本书就好似踏上一次追
寻的旅程，带着“这本书能带给我什么”的疑问，追寻新鲜的
体验或者别样的收获，追寻内心的愉悦或者精神的共鸣。每
一次阅读的旅程都是一次追寻，而每一次追寻，也或多或少
总能激荡起思想上的浪花。王玉玲、施琪的这本《福建武术
的“形”与“魂”》，就带给了我很多独特而崭新的阅读感受。

英国作家伍尔夫说：“读书时首先要做的，就是以自己
的感受力尽可能地从书中获取印象。”这句话是从普通读者
的角度说的，因此站在作者的角度上，如何让读者尽可能地
对书本的内容留下深刻印象，就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书中
所讲还是相对冷门的知识——“福建武术”。如何把一个专
业而小众的“福建武术”知识，既讲得“门儿清”，即扎实而系
统，又讲得“门儿宽”，即通俗又有趣呢？我想，在写作这本书
之初，这个问题应该会时时萦绕在作者的脑海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武侠电影、电视剧热映，大大助
推了武术在全国的推广和普及。但对很多观众而言，电影、
电视剧所传递出来的，更多的只是某个武术门类的名称和
一些基本要点，如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刚柔并济的咏春拳
等，倘若真要让观众说起这两者之间的要义区别和各自内
涵，恐怕大都是摇头耷耳的。毕竟武侠电影、电视剧主要是
借助亮眼的招式来实现视觉上的吸睛效果，剧中人物的传
奇性和故事的波折性才是重中之重，而武术本身的形式与
精神并没有得到更深度、更有效的宣讲和传播。

因此，在大众眼中，武术看似流行却又神秘，看似广泛
却又小众，看似亲近却又生疏，更多的是以一种幻想式的
英雄情怀，来为自己的普通生活增添故事佐料。武术在中
国传统文化中一直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如何让这个角
色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扎根并传播开来，这就有赖于对武
术文化的努力推广和多形式宣传。

可以说，写作《福建武术的“形”与“魂”》一书的出发点就
在于，如何既能够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福建的武术拳种，又
能够较为趣味性、通俗性地把福建武术文化的精神内涵普及
开来。不掩饰地说，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人，我对福建武术的
认知也是相当贫乏而有限的，于我而言，阅读《福建武术的

“形”与“魂”》一书不仅仅是让我知道了，原来福建有如此丰
富悠久的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重新加深了我对福建
这一独特地理、福建武术这一独特地域文化的认知。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福建其“对外交
流与海防”的地理功能，赋予了福建武术与生俱来的特殊
性和多样性：虽起于偏远之地，却又扬名海内外；既富有闽
派地域特色，又包容兼收并蓄；既是强身健体之需要，更是
抗击外来侵略之手段。正如作者在前言里说的：“源远流
长、门派繁多，具有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技术体系，有着鲜明
的地域特色，这是福建武术的‘形’。传统武术蕴含的反抗
侵略者、捍卫民族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福建武术的‘魂’。”
而正是这个“魂”，才让福建武术的传承血液奔腾至今，永
不停息；才让福建武术的文化光芒不为历史的尘埃所湮
没，明亮如新。

《福建武术的“形”与“魂”》一书选取了当前在福建省具有代表性的八个拳种：五
祖拳、地术拳、咏春拳、六合门、自然门、虎尊拳、龙桩拳以及永春白鹤拳，分“拳种之

‘形’”和“拳种之‘魂’”两个方面来进行介绍和分析。“形”主要介绍的是武术的招式
和器械，是物质层面的文化，以配图和视频链接的方法进行展示，生动形象，直观可
感；“魂”主要介绍的是武术的拳理和内涵，是精神层面的文化，以民间传奇故事的方
法来解说，风趣好读，人物出彩。可以说，全书在内容上的编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由
表及里，由外至内，由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既条理清晰，又循序渐进；既术业专攻，
又通俗有趣，融专业性与科普性于一体。

这本书仿佛一把兼具“江湖味”和“侠义感”的折扇，“形”与“魂”就像外侧的两根大
骨，而八个拳种如同内里的八根小骨，在这个框架上，作者以闽地传统武术文化作为扇
面，以对武术的专业精深与热爱钻研为笔墨，制作出了这把题为“福建武术”的折扇。折
扇正面是栩栩如生、一板一眼的武术招式和器械用法；背面是引人入胜、跌宕起伏的人
物传奇和武术故事，折扇开合之间，尽显武术招式的动人风采，更显传承人物的英雄风
流；折扇摇摆之间，不仅是福建武术的魅力在张扬，更是闽人智慧的光影在跳动。

讲好福建故事，展现南拳文化，传承闽人智慧，《福建武术的“形”与“魂”》一书通
过全面、系统、立体地展现福建武术八个拳种的知识体系，让读者在一招一式中领略
武术本身的功夫魅力，在民间传奇中感受武术人物的人格精神，在历史风云中体味
传承背后的侠义正道。武术，远不止是虎虎生风的拳和流星赶月的剑，更是承载历史
文化记忆的舟，是鼓荡着浓浓爱国情怀的帆，在新时代武术美学精神的内核驱动下，
在众多不懈传播和宣扬“中国好故事”的浪花助推下，一路破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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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涌动着无数的故事与传奇。在这条长河
中，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特的风华与韵
味，而南宋，便是这条长河中一抹不可
忽视的亮色。它虽偏安一隅，却孕育出
璀璨的文化瑰宝，诞生了众多英勇的志
士仁人。

《大宋风华》是陆永建与吴俣阳合
著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以南宋为背
景，通过百年老店“流芳斋”的兴衰，细
腻地描绘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
化内涵。作品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
叙事，深入探讨了南宋时期的思想、学
术和社会活动，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

这是一部深入探寻南宋历史与文
化底蕴的作品。读罢此书，我仿佛置身
于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与书中的人物
同呼吸、共命运，一同经历跌宕起伏的
人生。

在书中，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和敏锐
的观察力，将南宋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底
蕴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穿插展现了
建阳独特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人文
环境，多角度、多视野地勾勒出建本与
建阳、家族命运与时代变迁的深层关
联。作者笔下的建阳，山川秀美，人文荟
萃，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而
他所刻画的刘氏家族，更是让我感受到
了坚守的力量。

陆永建还是一位博学的杂家。他不
仅对建本产业发展有着深入研究，还对
南宋的思想、学术和社会活动有着独到
的见解。他广涉文体，涵习众艺，创作

《大宋风华》时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各
种题材，笔触既深沉又明快。

在《大宋风华》中，我感受到了南
宋独特的文化氛围。那是一个思想活
跃、学术繁荣的时代，朱熹等儒学大家
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当时的手工业
和商业也十分发达，建本产业更是佼
佼者。这种文化氛围和商业繁荣相互
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南宋独特
的文化风貌。

除文化氛围外，《大宋风华》还让我
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世界。刘
守业对家族的坚守和执着、对建本产业
的热爱和追求；子女们各自不同的人生
选择和命运轨迹……书中的人物鲜活
生动，他们的爱情、亲情和友情让人深
感动容。

小说的语言优美、叙事流畅，令人
读来心旷神怡。作者通过对场景的细腻
描写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剖析，让读
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个时代的
气息和文化底蕴。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
验，得益于对历史的尊重与还原。

这部历史小说，带我们感受到了
历史的厚重感和文化的魅力。这种跨
越时空的交流与对话，让我们在阅读
过 程 中 获 得 了 极 大 的 精 神 满 足 和 心
灵滋养。

在历史的长河中，南宋虽只是短暂
一瞬，但它留下的文化和精神财富却是
永恒的。而《大宋风华》便是我们探寻这
段历史和文化的一扇窗户，值得一读再
读！无论是历史爱好者，还是文学爱好
者，都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

历史长河中的一抹风华历史长河中的一抹风华
□傅 翔

《万花筒》是儿童文学作家陆梅的
儿童成长小说，它以城里女孩白雪与乡
下女孩麦小节为主角，讲述她们在永年
里弄堂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聚到分离的
故事。其中，万花筒是她们生活中最重
要的存在，它是海员父亲给女儿白雪的
礼物，也是作家陆梅为女孩子们打开的
一扇窗。她们立于窗边的一次次眺望，
是梦想之帆启航的一次次尝试，饱尝艰
辛又无比美好。

陆梅为她们搭了两个梯子，一个是
记忆，另一个是想象。记忆有限，想象无
限。在想象的世界里，白雪的愿望更强
烈、情感更纯洁、眼睛更明亮。陆梅的笔
触更多地指向梦想。

想象给了白雪高飞的两翼，让她
得 以 一 次 次“ 见 到 ”父 亲 ，和 父 亲“ 对
话”。画一幅画，画中是在碧波大海里
航行的远洋轮“白雪号”，爸爸就在这
艘轮船上。高大、英挺、黝黑的爸爸站
在甲板上，驾驶台前是铺天盖地、一望
无垠的碧海蓝天。它让女孩的故事不
那么悲伤，甚至因此而有了些许欢喜。
更欢喜的还有文字。文字里的白雪，更
有趣，更天马行空，更“为所欲为”。穿
上隐身衣的白雪，上天之后，隐身衣就
变成飞毯，飞到一望无垠的海面上。不
管用画笔还是文字，白雪绘就的世界
绚烂、瑰丽、美不胜收，只为了通往有
爸爸的世界。爸爸，是她的现实，也是
她的梦想。万花筒是麦小节稀罕的、喜
爱的，是白雪让麦小节羡慕的缘由之
一。可是，与爸爸相比，包括万花筒在
内的现实物质与想象力，显得格外轻
盈 ，甚 至 不 值 一 提 。白 雪 并 不 活 在 云
端，她活在现实大地上。

对麦小节来讲，书籍尤其是安徒
生 的 童 话 ，是 她 驰 骋 想 象 的 翅 膀 。另
一本书中梵高的画，尤其是他笔下有
时热烈、有时阴郁、有时宁静优雅、有
时 神 秘 、有 时 不 安 的 树 ，给 了 麦 小 节

深深的触动，让她开始有了追逐梦想
的冲动。

陆梅对女孩们现实处境的刻画细
致入微，由一次次不动声色、天然存在
的对比可知。能说会听的麦小节缺少见
识、对如花花世界般的上海充满好奇；
既聋又哑的白雪身在学校，却形单影
只。麦小节的爸爸在镇政府工作，送她
到上海又接她回家，几近宠溺地爱着小
节；白雪的爸爸在远洋轮上，许久许久
才回来一次待几天，在白雪的生活中几
乎没有存在感。如此对比，并非为了强
调谁更优越、更幸福，谁更有前途，而是
为了告诉读者：主与客的身份差异、物
质的丰富与缺乏，并不成为孩子建立美
好友情的阻碍。

与此同时，不管现实处境如何，都
不是限制走向梦想之地的缘由，都不
是 妨 碍 她 们 享 受 当 下 点 滴 美 好 的 理
由。从生命本身来看，麦小节与白雪是
平等的。在这样的书写中，麦小节的孤
陋寡闻与胆战心惊，白雪的聋哑与孤
单，固然是不可逆的无法更改的存在，
它 们 深 刻 地 影 响 着 孩 子 的 性 格 与 行
为，但是它们更是追梦乃至造梦的原
始背景。

陪伴彼此、一见投缘的女孩麦小节
与白雪，在一个又一个的日子里、一件
又一件的小事中、一次又一次的梦境
里，积攒着前行的力量。“我以后要发明

和万花筒一样的世界。”这是白雪的誓
言，也是多少孩子心中的梦想。人人都
可以是自己的造梦师。在尽心编织梦境
的时候，陆梅的心扉是敞开的，内心是
柔软的，祝福是真诚的。

回头细想，麦小节无师自通地和白
雪用眼神、手语交流的时候，彼此投缘
的那个瞬间多么短暂、多么美好。那是
孤独与孤独的拥抱，那是孤独与孤独的
和解，那是孤独与孤独的宽容，那是独
自舔舐伤口之旅的终点站。麦小节用手
比出自创的手语，白雪回赠万花筒的画
面，是两人近一个月相伴时光按下的休
止键。这是两人不愿意按下，又主动按
下的。是别离的开始，也是收获勇气、辨
别方向、独自前行的开始。她们曾经彼
此倚靠，而后独立前行。力量也许是内
心潜藏的，原本是弱的、少的，相遇与相
知即美好的苏醒与生长，由弱到强、从
少到多。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她们的
陪伴彼此，也是她们的温暖彼此、慰藉
彼此、鼓舞彼此。万花筒、安徒生的童
话、合欢花、望远镜都是道具，它们当然
是重要的，却不是最重要的。它们的存
在之所以有意义，全在于内心的敞开与
力量的注入。因为敞开与注入，愿意倾
诉且愿意聆听。

“万花筒里面看起来五彩斑斓，其
实是一个碎裂的世界。不过它是以不完
美来成就完美，我也想在不完美中创造

完美。”这是蜕变之后的白雪，她已然充
满力量，找到路线与方向。可是不管走
向哪里，她都要从永年里这条弄堂出
发，走向梦想中的万花筒。由此及彼，是
不可逆的成长之路。然而其中的煎熬与
痛楚，非局中人无法体验。万花筒在未
来，更在身边。万花筒的指向是多元的。
首先，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爸爸白
海翔从巴西带回来的稀罕物，它的存在
让刚认识不久的两个少女很快走到一
起，一见如故。其次，它是象征性又永久
性的存在。不管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
段，生活本是万花筒。如何弥补碎裂之
处，感受它的斑斓多姿、丰富多彩，才是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才是成长与否
的依据。

人人都是造梦师
——读陆梅《万花筒》

□张家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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