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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当初在网络推出时，我只是出于对同事业余文学创作

的好奇上网浏览，很快就喜欢上了，开始是一天读一章，三五天后，就不满足于一

天一瓶的“点滴”式阅读了，保存网址，三五天上一次，一次读上三五章，到快结

尾时，实在不甘心被人吊胃口，便请作者把最后四章全部发到邮箱一睹为快。大概

作者也看出我是真心喜欢这部小说，便在出版前让我写几句话作序言，而我也不假

思索就答应了下来。

说是不假思索却也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作者高彩霞女士是个才女，高大上级别

的文艺青年。就我所知，其公文是职业，绘画是专业，摄影是副业，文学是业余爱

好，且都有佳作，或发表，或得奖，均名震一方。我常常踮进她的 QQ 空间，欣赏

新出炉的美文美画美诗美影，顺便说一句，高女士空间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有可读可

品可圈可点之处，每到精彩处，便有说几句的冲动。譬如那幅得奖油画 《九月的西

域》，读后就感触良多。我当过知青，虽然没有摘过棉花，但画中的场景再熟悉不

过。画中，作者运用透视效果让棉秆尽量降低，使背景尽可能多地出现蓝天白云，

营造高洁明亮的远景；但主人公的身体曲线却隐约在严实的工装中，尤其是那长而

厚实的围裙给人以压抑束缚的感觉，背对棉田，略显忧郁的目光微微向上地遥望远

方。这些不经意的细节和潜意识铺染让我看到了一个志存高远、试图极力改变命运

束缚的勤劳女子的形象。我尤其震撼于那微妙的目光，我当年当愣头知青在河滩上

放猪时就常常凝视远方，只是我的目光更加忧郁迷茫，我可以把我当年的一段日记

晒出来作证：

每当我将猪群驱向河滩，总喜欢向远方极目眺望，望天边的白云，望蒸腾的烟

序：千年一梦 千古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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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望遥远可瞩的苍山，望隐约不辨的村庄。仿佛在大河的尽头，在黛色的远方，

在大气的迷茫中，在天地之接壤，有一座神秘的殿堂。

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想说什么，只是在百无聊赖中便想把这百无聊赖的心境

记下来，后来接触到心理学，才知道或许是某种潜意识使然。这段话虽然不能完全

表达画中的意境，但多少都潜伏着身处底层的草根平民对现状前途的迷茫和改变命

运的企盼。当然，这些也许只是画面的部分信息与我的某些经历的偶然碰撞而迸出

的火星，压根儿不是作者的创作初衷，那也不奇怪，因为一个好的现实主义作品就

是会让人见仁见智。总之，看过高女士的作品，我确实常常想说几句指鹿为马自作

聪明的话助兴凑趣。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晋阳魂梦》 是高女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付出了心

血，展示了笔力，收获了成功，在此表示祝贺。文学创作我是外行。外行看热闹，

就先说两个连作者也颇为纠结的热点，一是跟风，作者认为当初构思时网络上的穿

越体还寥若晨星，到了作品完成时穿越体已铺天盖地，自己因起得早到得晚而落于

俗套，颇觉遗憾。其实作者完全无须自责。我认为穿越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

形式，从人神两隔的“牛郎织女” （最早流传于春秋时期） 到前世今生 《牡丹亭》，

再到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红楼梦》，无一不穿越。 《红楼梦》 中的“石兄”从混

沌初分女娲补天一直穿越到书稿既成脂砚斋评批之中，却是公认的神来之笔。穿越

体被人用俗用烂只是个案，决非凡穿越皆恶俗。内容决定形式。事实上，穿越已构

成 《晋阳魂梦》 的主要情节，它的运用使得故事悬念迭起妙趣横生，是成功的尝

试。二是撞题。之前我并不知道高长恭，读小说期间才在网络上对“兰陵王高长

恭”来一番狂搜恶补，发现这高长恭的确是一个真心英雄，佩服作者的慧眼独具，

当然，也搜出了 《兰陵王》 电视剧。据说小说创作后期， 《兰陵王》 开始热播，撞

题的问题一度困扰作者。撞题确实是创作之大忌，但我以为那是就同一品种同一形

式而言，如今多元社会，文化产品形式多样，传播渠道多种，表现手法不同，受众

也各有侧重，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甚至还有可能相得益彰。史载高长恭貌柔心壮，

音容兼美；忠以事上，和以待下；足智多谋，骁勇善战。邙山之役，高长恭率五百

骑突入北周十万大军中救城解围，胜利后武士们歌舞相庆，遂成千年古曲 《兰陵王

入阵曲》，并被日本国尊崇保存流传至今。如此华夏英杰，男神中的战神，确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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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景仰。

就 《晋阳魂梦》 而言，可圈之处，至少有两点，其一是“情”，其二是“趣”。

先说“情”字。文学是“人”学，有情才能感人。我推测作者写高长恭，一定融入

独有的情结，是故乡情结，英雄情结，抑或是宗姓情结，不得而知，或许兼而有

之。反正有关高长恭的描写，都十分细腻传神。且看那老屋中的幽魂，凄凄切切，

反反复复，悔不欲生，让人屡生君何薄命，我见犹怜，任是铁石心肠亦动容之感；

再看那热恋中的男神，亲和如邻家大哥，逸俊胜梦中情人，小说成功地将这千年长

梦、千古奇情渲染得十分凄美，这等艺术效果，没有真情切意，仅凭几套娴熟的文

字游戏是忽悠不出来的。再说“趣”字。作者凭借穿越的优势，巧妙地摆脱了一千

多年前的生活环境和语言环境的限制，时不时来几句当下的俏皮话甚至网络流行

语，使得文风幽默机智，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还有，书中故作无厘头其实是恰

到好处地出现一些古代经典诗词，给小说增加了质感厚度，平添了几分雅趣。

当然，就我个人认为，作者写作 《晋阳魂梦》，最大的收获还是写作本身，是

写作的过程，是写作过程中无数个冥思苦想的日日夜夜，是无数个日日夜夜中的汗

水和欢笑。写作是创造者的王国，思想者的殿堂，它充实了生活，也丰富着人生。

我甚至认为，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完成，对于一个人来说，

犹如成人、结婚、生子一样，是人生的重要的标志性的节点，即使摒弃任何功利因

素，也意味着人生历练进入新的层次，价值追求进入新的境界，从这一点看，付出

是超值的，收获更是弥足珍贵。听说作者正在筹划第二部长篇，深深折服作者的勇

气和毅力，也在此真诚地祝愿作者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中国国电》 主编 柳克谋

2015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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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香纱帐忆当年， 前尘依稀。 铁马冰河， 沙场共驰难分离。 相思绵绵

古城别， 从此情伤。 纵使相见， 一千年前梦一场。

———题记

晋阳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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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魂梦

第一章 缘 起

开学不久的一个周末， 我正在美院的阶梯教室里听课， 抬头低头， 写写画画，

极为认真， 全然一副入迷的样子。 突然传来一阵鼾声， 我皱着眉头往右边一看， 原

来是被我拖来陪着听课的同班同学海子已经去见周公了， 我生气地推了海子一把。

再扭头向左看， 同宿舍的美女阿菁居然也像个不倒翁似的， 瞌睡连连。

唉， 这么有意思的讲座， 居然睡觉。

此时正是学院举办的周末名家大讲堂， 本次邀请的是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院院长

主讲石窟造像艺术。 虽然和我们油画系的专业没有直接联系， 但学院出资邀请美

术、 文学、 影视等各界名家， 开设多专业内容的周末讲座也是有助于学生开阔视

野、 增长各方面知识的， 很受学生欢迎。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去听， 据

说每周末公用教室里都爆满。

伴随着他俩轻微的鼾声， 我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了很多： 唐代造像崇尚“丰

腴为度”， 形象多是面形丰润、 两耳下垂， 体态生动、 姿势优美， 刀法洗练， 衣纹

华丽流畅。 此时真的仿佛看到了以肥为美的杨玉环， 婀娜多姿裙裾飘飘， 又仿佛那

位雍容奢侈而霸气十足的一代女皇武则天坐于眼前。

唐朝塑像果然华美丰满， 但是一张张的图片滑过眼前， 看久了反而让人觉得腻

味， 我那一开始见到教授的激动心情也得到了缓解。

教授话题一转， 讲到了南北朝时期。

这是完全不同于唐代的风格， 南北朝期间， 北魏、 北齐等造像崇尚“秀骨清

像”。 那“动与神会” 的艺术风格刹那间吸引了我， 不由睁大我那一双原本就很有

神的大眼睛， 紧紧盯着讲台上的 LED 屏幕。 图片中的佛像形体清瘦， 结构比例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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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服饰简洁， 手法朴实。

“好熟悉呀！”

我差点儿叫起来， 这种感觉的确让人讶异， 好像有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

境， 缓缓将我笼罩， 一刹那间仿佛身临其境， 抑或是我曾经身处过那样的画面。 平

静稍纵即逝， 我的心海顿时汹涌澎湃， 究竟是什么感觉呢？ 神秘的还是神往的？ 恍

若一种神的牵引， 揪着我一颗好奇的心， 怦怦作响， 继而又激动起来， 很想走进那

些石窟， 去寻找那若有若无的不断撩拨我心思的一段熟稔的气息……

直到讲座结束， 依然是心乱如麻。

海子从头睡到尾， 居然还大言不惭地说： “下次再叫我呀， 好听的讲座。” 我

鄙视地“哼” 了一声。 倒是阿菁满脸不好意思的神情： “若水， 对不起呀， 我不知

道怎么就睡了， 不过我醒来后听的那部分， 真的很好。”

当学生的时候， 哦， 主要是好学生， 就是这样的心情， 要是没好好听课就像是

欠了谁的， 看到阿菁的表情， 我笑着说： “没关系呀， 我还觉得大周末浪费你俩的

时间了。”

海子突然生气了： “什么话呀， 哥们之间……哦， 你俩是女生， 得了， 你们

先回宿舍吧！ 张若水， 以后有事喊哥们一声！”

我和阿菁回到宿舍， 她像往常一样洗脸， 然后鼓捣那堆蜂蜜牛奶之类的瓶瓶罐

罐， 开始自制配方， 实验各种不同味道、 不同功能的面膜。 要是往常， 我会凑过去

让她给我抹一脸， 甘当实验先驱。 今天我把被子窝成乱糟糟的一团， 再把枕头搁被

子上， 把自己整个身体砰地撂上去， 发呆， 胡思乱想。

阿菁甚是惊奇： “我这有泡了黄瓜汁的面膜， 来点儿？”

我还是没言语， 她自顾自对着镜子臭美。

突然脑袋内灵光一闪， 想起小时候到山西晋祠和天龙山旅游的事儿， 那天龙山

的石窟不就是教授讲到的由东魏大丞相高欢最先开凿建造的洞窟吗？ 只是以前年纪

小， 不记得天龙山有什么样的石窟， 什么样的佛像。 难道， 难道就是小时候的一面

之缘， 才让我觉得亲切和熟悉吗？ 可是小时候又没多深的印象， 这会儿却不知为何

无限神往。

“笔记本， 把笔记本给我。” 我腾地一下坐起来， 到阿菁的床头拿过一个老旧的

第

一

章

缘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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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魂梦

手提电脑。

最近我们学人体结构， 教室里挂着一副人体骨骼的模型， 大概从购买这玩意儿

后就没换过， 不知被多少届学生用作教具， 现在立在教室里就像刚出了车祸， 乱七

八糟的骨头粉碎性骨折兼移位。 就是这样如此破碎的教具也不妨碍老教授给我们布

置很多作业， 每天画骨头和肌肉， 一刻不得闲。 而阿菁的线描作业也很多， 根本没

时间开电脑上网玩， 所以这个老旧的笔记本仅仅是为了我俩写论文查资料， 才软磨

硬泡从师兄那儿借来的。

迅速百度天龙山石窟的资料。 一阵窃喜， 原来位于山西太原市的天龙山石窟，

在全国知名石窟中排名第六呢， 建造时期恰好从东魏到北齐， 再延续到隋唐， 是现

存于世的不可多得的洞窟艺术。

我仔细研究着那些琐碎的资料， 迷迷糊糊、 半梦半醒。 梦里金戈铁马， 晋

阳古城西部沙场残阳如血， 俊美的面具之王衣袂飘飘， 白袍金甲手持长柄画戟，

战马嘶鸣良人扑面而来。 他眼波幽幽， 皓齿轻启。 耳边传来他温润深情的呼喊声：

“若儿———”

不曾想竟然做起了古人的梦， 不由失笑。 这是个周六的早晨， 我躺在被窝就没

起床， 接着在网络上搜索着资料， 兴致盎然。 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走马观花地看着，

满脑袋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宋齐梁陈的， 也算是恶补了以前历史课上大把打瞌睡时候

耽误的一点知识。

中午隔壁宿舍的珍子跑来叫吃饭， 说她下午要回家一趟， 求我帮她把人体课作

业画完， 周一要上交的。 啊， 我一听这茬儿， 才想起来我的作业也没画呢， 赶紧合

上电脑， 胡乱穿上衣服， 把乱七八糟的头发挽起来绑了个皮筋儿。

珍子一路上说着感谢我的话， 这还没帮她画作业呢就先感谢上了， 看来是推不

掉了。 全开的人体骨骼图和肌肉图共两张， 加上她的岂不是四张大画呀， 而且还得

标清楚各个名称， 额滴神呀！

食堂正好有砂锅， 要了个什锦的， 珍子给刷了卡， 算是请我的。 唉， 食不知

味， 匆匆扒拉了两口就跑向教室赶作业。

真惨呀， 多半天一直埋头苦画， 眼睛都花了， 直到夜色降临， 再到深夜无人的

教学楼， 腰酸背痛。 十一点了， 教室马上要熄灯， 我居然还没画完。 不画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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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画才觉得工程量浩大， 真后悔答应帮珍子补作业。 熄灯了， 教室再没法画下去，

只好叫来海子帮我扛着大画板， 我卷起四张全开的素描纸， 向宿舍走去。 经过一下

午连带一晚上三张已经画完， 就差给珍子补最后的骨骼图， 半夜在宿舍加个班吧。

迷迷糊糊， 感觉自己多半夜都在画骨头， 肩胛骨、 肱骨、 髋骨等， 头昏脑涨。

就在这种状态下， 我居然还起了个大早。 因为， 在半梦半醒的一刹那间， 我便做出

决定： 出发， 去天龙山！

穿好 T恤牛仔裤， 整理了一个双肩背包， 放了些日用品。 然后看到床头柜上倒

立着一把宿舍临时停电备用的小手电筒， 想了想也许会有用呢， 便将手电筒装进背包。

丁零咣当的动静吵醒了阿菁， 她睁开眼疑惑地问： “不是吧， 若水， 你还真去

天龙山呀？”

“哈哈， 你什么都知道。 对了， 明天帮我请个假， 把这四张作业交给老教授。”

我背起包潇洒地挥挥手， 在阿菁的目瞪口呆中走出了宿舍楼。

先坐公交车晃晃悠悠到西安长途汽车站。 一路上那个慢呀， 停停走走， 不由得

很心烦。 其实周日的七点来钟并没有多少人坐车， 比平时速度快了很多， 不用一个

小时就到车站了。 要是赶上上下班高峰期， 从美院到汽车站， 一南一北的， 怎么也

得俩小时。

八点二十分， 我已经坐到了西安到太原的大巴车上， 等待十分钟后发车。 此时

已经心安， 唱着小曲儿从背包拿出刚才在候车室买的面包吃了起来。

大巴车缓缓驶出市区， 那些汉唐时期长安城的古城墙以及城墙下锻炼的人们逐

渐消失在身后。 一出市区， 车速明显加快， 把路边的各色景物远远抛向脑后， 我心

情大好。 太原， 并州， 晋阳， 我来了！

此时， 手机响了， 海子在电话那端嚎叫： “张若水———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呢，

一声不吭自己玩儿去了？”

“我去看天龙山石窟， 下周的作业你帮我搞定啊！”

“刚才阿菁打电话来， 她以为我陪你去了， 没想到你一个人啊， 你在车站吗，

我现在赶过去， 等我！”

“哈哈， 我已经在长安到晋阳的路上了， 再快的马儿也追不上啦！”

“疯丫头， 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吧， 有事就 call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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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魂梦

挂了电话我就睡着了， 大概是昨夜赶作业没睡多久的缘故。 一觉醒来， 车停在

介休服务区， 车上的人都去上厕所吃饭了， 司机喊我下车， 他要锁门。 我迷迷瞪瞪

下来， 跟着也去吃了个泡面。

再次启程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太原汽车站。 一看时间， 下午两点钟。 我穿过一

群围追堵截的人， 从“住店吗？ 旅游吗？” 的喊叫声里迅速走出车站， 打车到迎泽

大街上， 然后等了一辆八路车。

八路车此时叫做三零八， 还像多年前那样拥挤。 我前胸贴后背大气不喘地挤到

门口， 幸好提前把包背到了胸前， 以免被小偷打劫。

三点半才到了晋祠， 终点站下车。 晋祠的游人成群结队地开始返程， 秋天北方

的天气已经变短， 看来我得抓紧时间。 四处转悠没有发现去天龙山的车， 倒是有好

几辆面包车、 桑塔纳之类的停在路边， 司机悠闲地抽着烟， 大概那就是黑车了。 我

过去问到天龙山多钱， 结果司机劝我现在时间不早了， 去晋祠玩玩得了， 明天再上

山。 我赶紧说没事儿， 把我送到就行了。

大约十三四公里的山路， 终于在快到山顶时看到了石坊和售票处。 已经下午四

点多， 太阳隐到了丛林之间， 衬托着深秋碎金点点的满山黄叶煞是好看。 幸好现在

山上建了天龙山庄可以住宿， 不然这个点儿估计都不让进山了。

终于踏上了天龙山的土地， 心里顿时踏实下来。

这第一部分关于我怎么去天龙山的过程写得很仔细， 其实写这么多， 主要是为

了证明事情的真实性。 海子， 阿菁， 珍子， 人体作业， 以及从西安到太原的路途，

每句话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晰可辨， 真实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怎么都不可能像个梦，

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确信， 我的的确确是来到了山西太原的天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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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着小时候依稀的记忆， 沿着山路拾级而上， 秋风习习， 松涛阵阵。 山路上没

有几个行人， 我行色匆匆不知不觉已置身于林海间， 穿过一棵棵苍劲的古树， 走马

观花了高欢避暑亭， 再转过山路十八弯， 便看到了西边映着血红夕阳的漫山阁。

漫山阁还似当年那般雄伟， 雕梁画栋， 却又鬼斧神工般矗立于山腰之间。 这漫

山阁外想必就是分为西峰和东峰的石窟群了。 我信步钻进东峰的林子， 然后爬上爬

下， 穿梭在一个个洞窟之中。

一千多年前的石洞边缘被摩挲得光滑透亮， 触摸起来仿佛有着别样的温润。 原

来， 教授课件中北齐的洞窟就是眼前的样子， 亲眼所见感触更深。 菩萨造像质朴如

初， 浮雕玲珑， 画像依稀， 藻井沧桑……我缓缓抚摸， 深深观看， 不知道被什么感

动， 不知道被什么感伤， 一副心事重重而又泛起心酸的样子。

难道是这些残缺的雕像让我心酸吗？ 很多洞窟里的菩萨只剩下了身体， 有着孤

单寂寞的哀怨， 有着菩提凋零的悲伤， 此情此景不由得恨起了小日本， 恨得咬牙切

齿， 这些丢失的头像都被日本人残忍地盗走。

我流连于东峰、 西峰的石窟之间， 不知不觉天色渐晚。 橘红色的西天突然就黯

淡下去， 像被巨大的鲸鱼吞食， 瞬间没有了色彩。 本来还想去柳子沟找一找当年的

冰瀑呢， 看来没时间了， 我得赶紧下山到天龙山庄住宿。

夜幕给天地间笼罩了一层黛色的纱， 山间影影绰绰， 风穿过枝叶簌簌鸣唱。 我

小跑着蹦过台阶以及土坡。

突然， 身后有两个虚晃晃的黑影， 不知何时跟了上来。 之前怎么没发觉呢？ 游

人早下山了， 这黑影是人还是野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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