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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根据武宁县的坊间传说，讲述和演绎了东晋时著名文学家、大诗人陶渊明

到古西安县（即今武宁县）搜神探奇，从而发现桃花源、写出《桃花源记》的历险

经历和故事，表现了陶渊明坚守理想、追寻大梦的高尚品行，表达了中国人民自古

以来就有的追求幸福生活和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

本书与陶渊明搜神同步，带着人们走进古西安县秀美的山水景观、妙趣的乡土

风情中，走过神奇的民间传说的长廊。同时，全书又以前后往返跳跃式的穿插，从

不同侧面曲折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以窥斑见豹式的手法，展示了

博大精深、优秀灿烂的中国文化。这些，会使读它的人的内在气质得到升华。

本书作者抱月山，本名熊炬芳，是一个不懂棋牌却好嗜书的人，常常一书在

手，呆坐半天。读来读去，一日，突发奇想，竟要为浩瀚的书海加一滴水，说作为

对辛苦的书报编写者们的感恩回报。

说干就干。不知天高地厚的他，托福县内文学界的老师指教和帮助，从最初构

思起，历经五年，反复八稿，竟让他完成了这本小书。

在第二稿弄好时，作者和文友们一看，这算是本什么书呢？是什么体裁呀？说是小

说，却不够“纯”，像故事；说是故事，可没有“悬念”，像散文；说是散文，又没做

到“情景交融”，像……思来想去，没得办法，作者只好按它的原生的“坊间”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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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文学”。—不管通不通，就这么定吧。

何谓“坊间文学”？笔者也给它下了个定义。所谓“坊间文学”，即以坊间说

闻或以民间传说与故事为基材，从主题到构架，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新创演绎，以小

说、故事、散文、诗歌等多种形式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内容和语言都力求雅俗

共赏。像本书，作者就运用了小说、故事、散文、诗歌、影剧、学术论文等多种形

式进行写作，讲述一个故事，表达自己的思想。

坊间文学，源于坊间，它的大多数读者也在坊间。作者是坊间的一分子，又广

访坊间人士的意见，深知坊间读者的要求：他们的工作紧张而劳累，工作之余，身

心都想放松一下，因此，他们（特别是年龄较大者）阅读的文学作品，要求情节不

宜有大悲愤、大刺激，而又富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同时，作品还要求有助于他们接

受继续教育（他们还有梦想），应兼备一些知识性与资料性，但在阅读时又不需要

花太多的力气和较多的思考；他们尤其要求文学作品内容要健康、氛围要亮朗，以

帮助他们培养和保持正确先进的人生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观主义的精神。

从第三稿起，作者就有意识地按这三大要求进行创作，结构成篇。

他们还要求文学作品有助于他们养生，他们虽然在拼命地工作，但也想身心健

康、快乐长寿。

时代在召唤养生文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健康、注重养生；尤其是，越

来越多有文化、高素质的人步入老年，他们在养闲、养老之时，很需要有轻松、愉

悦、高雅的文学阅读，有思想、知识和快乐的营养，以增康寿，以作陪伴到永年。

养生的根本在于养心，养心的根本在于读书。读什么书？有助养生的文学之

书。

坊间文学责无旁贷，要担当起这个重任。

坊间文学源自坊间，也面向坊间，有人说坊间文学要“俗”。要求“俗”是对

的，能做到雅俗共赏真不容易。但作者认为，求“俗”得有底线，不能迎合低级趣

味，失之高尚。

既然是文学，就得高尚。前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说过，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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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鲁迅先生也说过，文学，是引导国民向上的火光。

文学要表现高尚，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有着优良传统的，如我国历史上第一部

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国风》。

《国风》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风”乃风土之曲，即民间歌谣。《国

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表现的是劳动人民的劳作与生活，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他们哀叹过自己的悲苦生活，但人格并不低下，志

趣并不猥秽。

如《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邦。乐邦乐邦，谁之永号？

诗中把剥削者比作“贪而畏人”的大老鼠，表达了人民对他们的蔑视和仇恨；

诗中又说到人们由于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而想到逃亡，去寻找“乐土”，可见劳动

者身心所受到的苦痛之深重。

然而，尽管如此痛愤，如此难以忍受，而当强敌压境、外族入侵时，这些深受

苦难的人民又迸发出强烈的爱国情感和昂扬的抗敌斗志，如《秦风·无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里表现的爱国主义情感，不但十分强烈，而且十分深刻：虽然统治者凶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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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和压迫我们，我们对他们充满了仇恨，但是，一当外敌入侵，国家面临生死存

亡之际，我们仍能奋起抗敌。我们没有足够的军衣，我们就共一战袍，修理好兵器

和盔甲，同仇敌忾，奔赴战场，与入侵之敌决一死战！—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情

操是多么的高尚啊！

即使描写和歌唱爱情的诗篇，也表现出纯洁和高尚的品质，如《国风》开篇

《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位诗人所熟悉的在河滩边采摘荇菜的女子，不但仪容美好—窈窕，而且温和善

良—淑女。当然，“我”也人格高尚—君子。看，这首诗不但画面美，而且情

趣高雅、不庸俗。

《国风》所表现的是高尚的，即使《诗经》的非精华部分—作为宫廷乐曲的

“雅”和作为宗庙祭祀舞曲的“颂”，其所表现的和所追求的情趣也是高雅的，并

且极力推向崇高。

如《周颂·清庙》：

於穆清庙，     （译诗）啊，清庙里多么庄重，

肃雝显相。 助祭肃敬又虔诚。

济济多士， 祭祀者济济一堂特别多，

秉文之德。 都来秉承文王的德馨。

对越在天， 遥对文王在天之灵，

骏奔走在庙。 如骏马奔走奉敬在庙中。

不显不承， 文王光辉照后世，

无射于人斯！ 历王景仰永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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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描述人们在庙堂里祭祀文王的盛况，歌颂了文王的美德，表达人们要千秋万

代传承文王美德的意愿，其思想至今不失其积极性。

所以，孔子评论《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

邪，就是纯正、正直，其趣不低下，其品也高尚。

此后，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凡直接或间接受到《诗经》和《国风》熏陶的人，

他们所写的诗文多多少少都带有“经”声“风”色—在诗文中极力追求高尚或表

现人们对高尚的追求。

《陶渊明搜神传奇》就是遵从这优秀的传统写作的。

陶渊明一生也平凡，他只是个贫穷的农民；

陶渊明一生也光辉，他时时刻刻且愈老弥坚不忘对高尚品行和理想社会的孜孜

不倦的永恒追求，并以他的思想、践行和笔耕，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以及人们

思想和社会的进步建立了不朽的巨大功勋。

陶渊明发现了桃花源，描绘了一个理想社会的美梦（即使后世外国人用长篇大

论描述的“乌托邦”和“香格里拉”，也没有脱出它的思想框架），它像封建社会

里的一盏长夜明灯，闪耀了一千多年。

今天我们怀思陶渊明，纪念陶渊明，学习陶渊明，就是要像他那样，坚守理想

大追求，活出人生高境界。

抱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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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小丘山·盼酒

“嗬—”

“嗬—嗬嗬—”

“嗬嗬—嗬嗬嗬嗬嗬—”

时朝，东晋衰期。

时年，安帝义熙十年（公元414年）。

时序，仲春。

时物，万种春花，开始依序绽放，桃树正待结打花苞。

一阵阵苍劲的却又有些苍凉的还带点沙哑的长啸，在这长江中游之南的赣鄱平

原之上，来回滚动，震响，那是哀吼，那是愤吐，如同一匹用深深的忧虑和大大的

企盼为经纬交织成的长长的素绸，在这田野和村庄的上空飘荡、飘荡、飘荡，令闻

者仰望；又是一声声春雷，在人们心头炸响—

“嗬—嗬—”

“嗬—嗬嗬—嗬嗬嗬—”

夕阳下，陶渊明挽着裤脚，趿拉着破布鞋站立在一个圆包形的小山丘上，对着

广阔的原野纵情舒啸。

他刚才还在田里干活，翻耕。陶渊明是个好诗人，却不是个好农夫。别人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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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田，一线泥浪，笔直。他耕的泥浪，就像蚯蚓爬过的痕迹，弯弯曲曲，还高低不

一。可他，还自得其乐哩。耕完这块田，他就早早收工上岸。

他来到这小山丘上，小腿上还粘着没洗净的泥痕，手里还拄着一根路边拾的树

枝。用根树枝帮着，有点小脚疾的他，爬坡就省力多了，走路平稳了，吊在后腰带

上的酒葫芦也不那么晃荡了。他不是偷懒贪玩，是想欣赏欣赏春日的田园风光，他

真爱大自然之美，便来到这个小山上。

小山丘上，只有一些贴地的小野草、低矮的灌木丛和几棵散乱生长的小杂树。

虽然荒荒凉凉了些，但倒是一个赏景的好去处，无论朝哪个方向看，都无遮无挡，

视野开阔，可以望远，可以“极目楚天舒”，能尽兴。

陶渊明张大眼睛四处观看，青青的丘山间，残余的烟云，已被暖风荡涤干净；

湛蓝的天空中，也只剩下一抹抹淡淡的、不很明朗的白云。在这个有小丘的平原

上，处处可见人在吆喝，牛在奔走，水田里翻起层层泥浪；鸭嬉戏，鸟盘翔，童谣

在飞扬，到处是生机勃勃……

陶渊明大声赞叹：“好一幅江南春耕图！”

他曾有诗描述这里的春景，“景物斯和”。不错，凡举目之处，春色和洽，物

象更新，独立原野，令人欢愉。香风从南面徐徐吹来，原野中的新苗微微摆动。湖

泽里涨满了春水，他刚才，就在那水边漱口，又把手脚冲洗了一番。

此时的东晋王朝，衰弱得像一只病入膏肓的老羊，只有任由各派军事集团宰

割、撕扯和争抢。

此刻，狼烟退到了江水上，这里有了难得的宁静。

春天更美。

是啊，不管人间有多少战乱、有多少悲鸣，大自然总是无保留地献出她的美，

给苦难的人们一点慰藉。

然而，陶渊明还是听见了美图下的呻吟和悲泣……

他叹了口气，抬头往远处眺望，那里另有一幅“特别”的素雅裹着“艳丽”的

“美图”。

那素色是春日的水汽。春天的水汽，在晴天，虽然很稀散，但距离远了，就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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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了，形成一块巨大的薄纱，遮罩着远处，使远处的田野、树木和村落都有些朦朦

胧胧，虽然看不大清楚，却像戴着面纱的美女，别有一番韵味，能令人浮想联翩。

那远处，素色的薄纱，罩着中间一团绿绿黄黃的“艳色”。

嫩绿的是那村里一排树上的叶子，那苍黄的是—

陶渊明清楚地知道，前几天，他从诗友颜延之那里饮酒归来，路过那个村子：

村子里已听不到鸡鸣犬吠，村道已被荒草侵没，那一大片苍黄刺眼的，是村舍倒塌

下来的黄土堆。那整个村子只剩下一家三口：老寡母、疯儿媳和不到两岁小孙子。

他看见她们在煮野菜。老寡母见他来相问，未开口就已泣不成声：青壮年都捐躯战

场，其余的逃难去了……

这个村子本来就小，前些年还有十多个青壮年，连年征兵丁、拉徭役，还多是

一去不回，没了。剩下的老弱妇幼，耕作都难，更何况苛捐杂税、重重压迫，为了

活命，都逃了。

她儿子前年被抓了兵，走时，孙子还在儿媳妇的肚子里，儿子还没有看到自己

的儿子哩。去年，有人带回来儿子的遗物，儿媳妇接着就昏倒在地，痛哭了几天几

夜，看着丈夫的……看着家里上老下幼，一时急痛攻心，疯了……

他耳边还响着老寡母的悲泣。

他眼里也落下一串泪水。

这使他一下子想起十年前写的两句诗：

暧暧远人村，

　　（依稀望见那远远的几成废墟的荒村）

依依墟里烟。

　　（和那荒村上一缕缓缓升起的炊烟……）

他心头又立刻蹦出一阵焦痛。

接着，陶渊明又想起那一天的事，也引出了他心中的些许酸楚、些许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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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

嗨！既无风，又无雨，早春也好。

陶渊明的心里，也荡漾着和煦的春风。—可谁料，片刻之后，他却满目阴

霾，胀满了一肚子的烦恼。

去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刚过不惑（孔子曰：“四十而不惑”），又加一

岁，为生活所迫，他断断续续，外出做了十三年的官。那冬，他终究不惑了，终究

不堪忍受官场的黑暗，决“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还说：“现在嘛很多人恭敬我、奉承我，那不是看重我陶渊明，决不是我本

人！”

人问：“那是看重谁呢？”

陶渊明说：“那是看中了我这身官袍、这顶官帽和这个官印。”他叹了口气，

“哎，这些东西嘛，都是身外之物啊！”

他说，“既然‘心为形役（自己的心智受到官场杂务的奴役）’，不如离去，

性本爱丘山啊”。于是，他不顾友人和僚属们好心的或利诱的劝阻，在一个深夜，

毅然决然地脱弃官袍、悬挂官印，慨慨然然，净身还乡。

陶渊明快乐地赋诗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从此，陶渊明再未出仕，彻彻底底隐退，实现了他的第一个心愿：追求本性的

返璞归真和品质的纯净高贵。

那时，他心里就有了一个很大的向往、一个很大的追念（放着县令不当，回家

去做农民，这在古今中外都是第一人，这不仅仅需要勇气，不是有大向往的人，也

做不到）。可陶渊明这个向往、这个追念，却恍惚一个梦，虽然很美很美，却模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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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糊，怎么也看不清，他难以描述，他决心追寻。

转眼春至，陶渊明还沉浸在辞官归田、归真返性的愉悦之中，“户庭无尘杂，

虚室有余闲”，“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对于陶渊明来说，这真是龙游大

海，自由自在；鸟翔蓝天，呼吸新鲜。今天，陶渊明在他那已日见破旧、取名为

“五柳堂”的家舍里，多喝了几杯乡邻送的自酿家酒，兴奋至极，积数十年之体

验、心得与企盼，灵感来潮，研墨展纸，提笔疾书，写下了千古华文《归去来兮

辞》。①

他先写辞官回乡那晚路上的思想—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

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他又细细描述夜奔的欢快情状—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他写了远远看见家门的喜悦和到家时妻儿相迎的情景—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

入室，有酒盈樽。

他再写回家后的生活与适意—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策扶老

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他很高兴地想到新年新春以来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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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

陶渊明忽然想起自己似乎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做，并且急着要做，却又说不出

是一件什么事；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向往，一个很大的追念，但他又说不清、道不

明，更看不见。他望一眼窗外渐浓的春色，叹了一口气，写道—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陶渊明写罢这几句，心中骤然一疼，痛得面上肌肉直抽搐，咬牙皱眉，忍着。

他心里喊道：“我的梦，我的追寻，你在哪里呢？我的生命，将要休止……”

陶渊明恼怒了，愤而掷笔。

他咬牙抿嘴，耸起眉头，扶桌站立，大有金刚怒目之状，他不甘就此罢休，他

要继续追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打那以后，陶渊明不停地思索，不停地追寻，但许久许久，什么也没想出来，

什么也没找到，只留有无尽的感慨。

但他并不沉落，也不寂寞。

照常！他除了好一口酒外，耕读不止！

陶渊明在耕作劳动之余，常写诗文，以自娱，以抒怀。他住在乡村，躬耕陇

亩，眼目所见，尽是乡野景物，因而所写的诗多是表现田园风光，这倒使他有了

“田园诗人”之称，是田园诗派的鼻祖，成为一代宗师。他也写他心底或深沉或激

烈的情感，写他对大自然的挚爱和对理想的执着坚守，写他深远目光所触及的思

想。陶渊明的“心与天地合，人融入自然”的思想和作为，不知超越他的时代多少

年，至今值得我们仿效（如从养生方面看，常人仿效能健康身心，病人仿效能早日

痊愈，老人仿效能益寿延年），尤其是它的深层意义，有关家国的生态文明、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存，是埋藏很深的金矿，需要我们去竭力挖掘，以便学习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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