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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文，写好文，来这里

陈骥

你写，我来发

王华琪老师曾在钱江晚报·小时

新闻上发文，说李清照在杭州柳浪闻

莺居住了二十三年，在清波门外的西

湖边留下了一串又一串脚印，却未能

给杭州留下一句诗词，“让杭州人困惑

了九百年，遗憾了九百年。”

与杭州相比，李清照似乎对金华

特别眷顾。在金华避乱三年，有感于

这里的山川人文，她写下了一诗一词

一文一赋一图经，清照金华千秋，令包

括王老师在内的新老杭州人羡慕不

已。

“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

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

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

络绎，莫卜所之。易安居士亦自临安

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

第。乍释舟楫而见轩窗，意颇适然。

更长烛明，奈此良夜乎？于是乎博奕

之事讲矣。”这是李清照于宋绍兴四年

（1134）十一月二十四日在金华所写

《打马图经序》中的一段文字。是年十

月初一，金兵渡淮，江、浙驿动，51 岁

的李清照从杭州由水路沿富春江溯流

而上，避乱金华，投奔时任婺州太守的

赵明诚的妹婿李擢，卜居酒坊巷陈氏

宅第。此前七年间，李清照历尽了战

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之苦、国破家亡之

恨、丧夫失财之痛和再婚失败之辱，一

代词人、千古才女早已是心身疲惫，伤

痕累累。

李清照卜居金华之后，这座古老

小城的宁静生活，淳朴市民的热情与

善待，使她那饱受创伤的心身暂时得

到了安顿和休养。然而，李清照终究

是一位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诗人，是

一位情感丰富、才力华赡的词家，面对

山河破碎，朝廷偏安一隅，想起国破家

亡，无数大宋子民流离失所，念及自己

四处漂泊的凄苦境遇，四时的更替，草

木的枯荣，山川与景物，凡触目处，无

不勾起她的万千恨思与愁绪。创作于

绍兴五年暮春时节的词作《武陵春》，

正是李清照这一心境的真实写照：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

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

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李清照在金华还写下了一首《题

八咏楼》的诗作，抒发的虽然同样是家

国忧愁，但诗风刚健豪放，一扫《武陵

春》的凄苦悲愁气象：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八咏楼，坐落在婺江北岸高地古

子城，高达数丈，南齐东阳郡太守沈约

于隆昌元年（494）始建，原名玄畅楼。

沈约曾登楼赋诗八篇咏之，楼以诗名，

后人更名为八咏楼，有“两浙第一楼”

之称，自古为骚人墨客游金华必到之

地。李清照卜居的酒坊巷，就在八咏

楼后面，此楼应是她经常登临之处。

此诗比摹写真，巧用典故，气势豪迈，

直压须眉，意境阔大，冠绝千古。清人

樊增祥赞评曰：“其所为古诗，放翁、遗

山且犹不逮，诚斋、石湖以下勿论矣。”

（《题李易安遗像》）南宋朱熹老夫子也

不由感叹：“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

（南宋陈文蔚等录《晦庵诗说》）

除了一诗一词，李清照在金华（一

说在金华市武义县城）还留下了《打马

图经》《打马图经序》与《打马赋》。这

一文一赋一图经，微言大义，以棋局回

应时局，为文之妙，“非止雄于一代才

媛,直洗南渡后诸儒腐气,上返魏晋

矣。”（明毛晋《诗词杂俎》）

打马是一种棋艺博弈游戏，可两

人对弈，亦可多人共弈。多人共弈时，

小小棋盘上呈万马争先之势，争战异

常激烈，令人热血沸腾。据《打马图经

序》载，当时有三种打马：一为“关西

马”，每方一将十马；一为“依经马”，每

方二十马，无将；一为“宣和马”，由前

两种综合而来。李清照独爱依经马，

但嫌其无文采，于是在依经马的基础

上，“取其赏罚互度，每事作数语，随事

附见，使儿辈图之”（《打马图经序》），

自作命辞，成《打马图经》，于是新创了

第四种打马——“命辞打马”，又称“易

安马”。

《打马图经》是打马棋艺游戏规则

的图文介绍；《打马图经序》是为《打马

图经》所作的序文，阐述了创制命辞打

马的背景与初衷，以及该游戏的体例

与方法；《打马赋》则是对打马游戏实

战的铺叙与阐发，三者相辅相成，密不

可分。我们只有将三者结合，才能全

面正确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一文一

赋一图经，虽论打马小棋艺，但内蕴大

乾坤。《打马图经序》云：“夫博者无他，

争先术耳”，意在批判南宋朝廷不思进

取的懦弱作为，激发国民策马驰骋、破

关搏杀的勇武血性，倡导的是一种志

在“争先”、功在社稷的尚武精神。对

此，《打马赋》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或

出入用奇，有类昆阳之战；或优游仗

义，正如涿鹿之师”；“运指麾于方寸之

中，决胜负于几微之外”，“说梅止渴，

稍苏奔竟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

志”；“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别墅

未输，已破淮淝之贼。今日岂无元子，

明时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长沙博局之

投，正当师袁彦道布帽之掷也。”并总

结说：“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

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

此？木兰横戈好女子，老矣谁能志千

里，但愿相将过淮水”。赋文运用大量

典故和比兴手法，以棋局比时局，借棋

战言实战，热情讴歌了黄帝、刘秀等帝

王的英明和桓温、谢安、花木兰等良将

的智勇，暗讽南宋统治者不识良才、不

思抗金的庸碌无能，抒发了作者虽老

矣犹能志千里的巾帼豪情，寄寓了对

北上抗金、收复失地的深切愿望。整

篇赋文气势如虹，立意高远，“不徒俯

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清李调元

《雨村词话》）

李清照来金华的时间有明确记

载，至于何时离开，于史籍已无可考，

学界一般认为她在金华的时间是三

年。且不论时间长与短，李清照为金

华留下的一诗一词一文一赋一图经，

已足以让这里的山川景观增色生辉，

使这里的人文底蕴加深增厚。

清照金华

□ 沈志权

教授，发表或出版小说、散文、

文论、专著200余万字。

前些天，去上虞关宝琮艺术馆参观。品

茗时，我透过南面窗户发现池塘边草丛中，

有一对我从未见过也说不上名的长腿鸟类

在嬉戏，它们一边玩耍觅食一边却充满警惕

性地转颈张望，间或还来几下急促而富有节

奏的“喔、喔、喔、喔”声。虽说它们各行其

事，但如果一只渐渐地跳远了，另一只则定

然立马飞到它的身旁，好似一对不愿分离的

鸳鸯，始终在离对方不近不远的地方，让人

忍俊不禁。

“这种鸟叫‘白面水鸡’，长得很漂亮，还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已列入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之中。”看我在欣赏，服务员小孙给我

介绍了起来。“你怎么知道的？”我有点诧

异，她笑吟吟地告诉我：“我是通过手机抓

拍，上网查到的。”哦，小孙倒是个有心人。

“不过，如果没有我的发现，没有我为它们

做‘好事’办‘实事’，或许你今天不一定能够

看到它们哩！”小孙的一番话，幽默中也透出

些许得意。

为了保护这对白面水鸡，也同时考虑让

它们与艺术馆、池塘、树林、草丛等合而成为

一道动静有韵、立体有致的风景，小孙与馆长

商量，开始每天在固定的草丛中放置大米。

“自从放置了大米，它们每天几乎在同一时间

双双飞抵。每次吃完，它们还会往我们馆内

望望，或者叫上几声。似乎知道这是我们特

地为它们放置的，它们觉得有必要道声谢

谢。”被小孙这么一说，我不禁笑了起来——

因为我透过小孙这一颇有爱心的举动，触摸

到了她身上潜藏着的爱鸟、知鸟，愿与鸟类和

谐共处的心灵轮廓。

为了仔细欣赏白面水鸡，我把小孙拍摄

的照片放大了数倍，发现其上体颜色为暗石

板灰色，远远望去，好似披了一件晚礼服；两

颊、喉部、胸部、腹部全部为白色，又恰似围了

一条白围巾；眼睛虹膜颜色为红色，嘴颜色为

黄绿色，腿、脚颜色为黄褐色。这与网上的照

片及其简介完全一致，艺术馆周边的环境，与

其“栖息在长有芦苇或者杂草的沼泽地和有

灌木的高草丛、湿灌木等地方，一般成对活

动”的这一生活习性，有着高度的契合性。“艺

术馆有白面水鸡的消息传出去后，前来观看

和拍照的人不少，我总是叮嘱他们不要随意

惊扰它们。如果它们感到危险，或许就会远

走高飞，毕竟春暖花开的季节，它们有的是觅

食之处。”小孙的友情告白，自然是赢得了参

观者的共情共鸣。

在为小孙爱鸟的举动点赞之时，我又想

到了自己居住小区内一位鲍姓女士的爱鸟行

为。她家门口园地里种了柿子树，到了秋冬

季，那似灯笼高挂的“吊红”，只要瞅上一眼，

就能让人透过红润晶亮的外表想到温软糯

滑、香甜爽口的滋味。那是怎样的一道舌尖

诱惑呀！不仅路人们经过都会条件反射般地

咽下口水，鸟雀更是成了不速之客，树上的柿

子时常被鸟雀啄食。有一次我婉转提醒她可

以摘了。她说：“会摘一点，但多数还是会留

给鸟雀，帮助它们过冬。”听到这样的回答，真

让我有点感动。

爱鸟，就请为它们做点什么，你的举手之

劳，对于鸟们那就是善举，是恩德，更何况，

“善也是一种循环”。

爱鸟
就为它们做点什么

□ 赵 畅

中国作协会员，曾获“郭沫若散文随

笔奖”“冰心散文奖”等。

江南物语 娥江独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