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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这个地名，因为李白那句“千里江陵
一日还”而闻名古今。而且，这是多么富有画
面感的地名：在滚滚长江边，有开阔的丘陵地
带。又因为在汉字中，陵与墓常常连在一起
（陵墓），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恰好成为历
朝许多古墓的风水宝地。在江陵的八岭山郁
郁葱葱的森林中，有众多的楚墓群和明藩王
墓群，其中就有曾经称雄一时的楚庄王墓和
明辽王墓。楚庄王“一飞冲天”“问鼎中原”的
故事充分展示的楚人之狂（正所谓“楚狂
人”），早已为人熟知了，而明辽简王朱植从北
方改封荆州，也与那段靖难之役的动荡故事
有关：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曾有借朱植
之力制衡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也是建文帝
的叔叔）的谋划。不想朱棣后来凭武力夺了
皇位，朱植当然受到冷落，因此被贬到荆州。
他经此劫后低调处世，移情诗文，终老江陵。
在宁静的辽王墓前，我忽然想到了明朝大兴
土木修建的武当山，还有钟祥气势恢宏的明
显陵，二者都是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钟灵
毓秀之地。其中，八岭山距离明显陵八十公
里，距离武当山三百多公里。三处明朝文化
遗产彼此守望，其中有多少历史的玄机、命运
的安排！再威威赫赫的王朝，也免不了争权
夺利的悲剧；再高贵的身份，也经不住无可奈
何花落去的风暴摧残。

江陵还有马山楚墓群。其中一号汉墓中
出土了大量保存基本完好的罕见的楚国丝织
品，引得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见后也激
动得跪了下来！还有凤凰山汉墓中出土的西
汉县官遂少言保存完好的男尸，与长沙马王
堆汉墓中保存完好的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妻辛
追一起，创造了考古史上保存遗体的惊世奇
迹，那神秘的防腐剂至今难以破解。也还是
在江陵，望山楚墓中居然出土了越王勾践剑，
两千年深埋也没有夺去其闪闪寒光，依然锋
利无比，其高超的制造工艺至今令人赞叹，而
且难以复制。连同勾践的宝剑为什么会出现
在楚墓中，也成了不解之谜。这些深埋在历
史深处的国宝文物，弥漫着深不可测的神秘
氛围，隐隐昭示着江陵历史的厚重与神奇。
那些不知道还藏有多少秘密的古墓群，连同
唐代诗人岑参的故乡岑河镇，还有荆州城内
的明朝名臣张居正的故居，加上郝穴镇长江
边那尊气势威严、逼视着滔滔江水的清代铁
牛，都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引人入胜。其
中的铁牛，就很有来历。按五行学说，牛属
土，土克水（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说），
因此能镇住蛟龙。尽管遇上洪水泛滥时，铁
牛也不能不望洋兴叹，可围绕着铁牛的种种
传说，还是足以勾起思绪万千：土能克水，为
什么历史上仍有那么多的洪涝灾害？水灾频
仍，可又何曾窒息过人们治水的梦想？从大
禹、孙叔敖、李冰父子、郑国的业绩一直到现
代的李仪祉、当代的黄万里的殚精竭虑，都没
有灰心丧气过，也都一直在奋力拼搏。同时，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俗语不也是代代相
传不绝于耳吗？就连三峡工程完成以后，水
患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不是仍然产生出许
多始料未及的难题吗？……铁牛就这样为这
座小镇增添了传奇色彩，也为江陵再添一处
古迹。这尊铁牛还使我想起山西永济（那里
有鹳雀楼，有《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
黄河边上的唐代黄河铁牛，那也是历代饱经
水患的百姓梦想所寄。

放眼望去，江陵的山山水水，都因为那些
星罗棋布的古墓群以及令人惊喜的考古新发
现而平添了悠远的沧桑感。江陵因此充满诱
人的神秘。富饶辽阔的江汉平原曾是楚国的
腹地。洪水肆虐过，战火燃烧过，到而今，人

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展开了保护古迹、发掘
文化遗产的事业，频传的捷报不断填补着历
史的空白，也拓展着时代的视野。

当然不会忘记熊家冢。那里距离荆州古
城不过四十多公里。仅规模恢宏的车马坑就
长134米，宽23米，气势直追西安秦始皇兵
马俑的车马坑。加上众多殉葬墓和大量精美
文物的重见天日，一派王家气象惹人遐想（至
于是哪位楚王，仍有待后续的发掘与揭晓）。
这一带楚国故地不知道还有多少神秘有待揭
晓。楚国的故都郢，就位于荆州城以北八公
里的纪南城。楚国历史上曾有二十个王在此
生活过，历时四百年，占楚国八百年历史的一
半。众多的楚墓中埋藏了多少慷慨悲歌与绝
望浩叹、英雄豪杰与昏君佞臣！从楚庄王称
霸、孙叔敖治水、屈原赋骚、春申君黄歇叱咤
风云，影响直达吴越之地，伍子胥逃难到姑
苏，励精图治直至复仇成功，这些楚人的杰出
代表都以出众的才情谱写出楚文化的辉煌篇
章……而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又多么像有
涨有落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楚人性情峻急，
率真热烈，祭起神来感天动地，打起仗来山呼
海啸，请起客来咋咋呼呼，说起话来也高声大
气，行事全无温柔敦厚之风，也常常因为冲动
失算而叹息、怒吼、呼天抢地。也就为此，上
演过多少大起大落的英雄壮剧——从楚国八
百年的熊熊烈火到清末湘军的崛起，再到辛
亥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的慷慨悲歌……而荆
州不也有许许多多“洪湖赤卫队”的壮歌和

“跟着贺龙闹革命”的故事吗？江汉平原，水
网密布。按说这里的民风也应该如水一般柔
情万种，可事实上，无论是抗洪，还是打仗，做
生意，这里的人们都热烈、强悍、风风火火、至
情至性。这就是“楚魂”吧！常言道：“荆楚饶
劲士，吴越多秀民”。同为草长莺飞的鱼米之
乡，荆楚常遭洪灾，人们在抗洪中历练出强悍
的意志；而吴越并无洪水大患，因此民风也比
较柔慧吧（尽管浙东民风也以粗犷坚毅著称，
如“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也许是两地
民风不同的奥秘所在吧！

江陵在古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李白那
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中的“江陵”指的就是古
荆州。当时，他为什么不在宜昌下船而是到
了江陵？是不是因为这里离他在安陆的家更
近？而沙市的青莲巷相传正是李白住过的地
方。那可能正好是他来到江陵的落脚地？不
管是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为江陵作了最
好的广告，就如同崔颢的诗《黄鹤楼》为黄鹤
楼作了千古广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岳
阳楼作了最好的广告一样。其实，江陵县城
也一直就是荆州古城的别名，一直到1990
年代末，才因为区划调整迁至郝穴。世事沧
桑，区划多变。可这片土地上的山水、古迹、
乡音、民风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厚重的荆州
古城墙，高九米，周长十多公里，建于明清，
至今保存完好，堪称奇迹。荆州古城墙因此
与其他保存完好的城墙，如西安、山西平遥、
安徽徽州、四川阆中和云南丽江等地的古城
墙一起，成为国内现有保存最完整的古城
墙，同时也是旅游的闪亮名片。登上古城
墙，可以眺望城内的古文庙，那里至今屹立
着古朴的棂星门和气势不凡的大殿。紧邻
西北城墙不远，可以看到建于明代的太晖
观。那风格古朴的道观中，也曾留下了一段
动荡的历史悲剧：明初朱元璋十二子、湘献
王朱柏在此建造王宫，规模宏大，“雄甲荆
楚”，却因石柱上雕刻有盘龙，被人告发有僭
越之罪。建文帝派人前来问罪，朱柏急忙改
王宫为道观。却最终因难以自证清白而被
迫举家自焚。他的梦想和自焚都堪称狂放，

可与楚庄王“问鼎中原”、屈原“问天”、伍子
胥鞭楚平王之尸、申包胥哭秦廷七天七夜、
张居正改革引发反对派群起反攻一起，成为

“楚狂人”的证明，尽管，他的祖籍是安徽凤
阳。正因为在楚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赋
有了楚风之狂吧！而在王宫改道观的轶事
中，也体现出朱柏笃信道教的情怀。在这一
点上，他和朱棣、朱厚熜信仰相同。可他也
许不会想到，一怒之下的自焚，也会一直为人
铭记，令人感叹。

到了荆州城南门，还可以看到一座关帝
庙。那里据说是关羽镇守荆州时的府邸故
址，“威震华夏”“忠义千秋”的匾额令人联想
起关羽也曾有过的英雄事迹，由此还可以想
到离此地一百多公里的当阳玉泉山“汉云长

显圣处”的石碑（据说那是最早纪念关羽之
地），而当阳长坂坡也正是当年赵子龙大战曹
军、张飞怒喝断桥的故地。距离长坂坡不远
的麦城还是关羽败走、落难之地。就这样，文
庙与关帝庙、太晖观彼此遥遥相望，都在古城
墙的怀抱中和谐共处；而荆州城与当阳古战
场也隔空相守，默默呼应。更有那一条条四
通八达的青石板路，温馨地联通起一条条古
街、一个个小巷，安静得如同梦境，恍然间令
人想起刘禹锡那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
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

这便是江陵。这便是荆州。两个古朴又
典雅的地名重合在一起，在浩荡的江风中，可
以唤起多么悠远的沧桑之思……

不久前，突然收到钱家璜先生快递过来的《钱家
璜文集》，文集皇皇12卷，包括诗歌集《荆江晚眺》，
散文、小小说集《集上约会》，短篇小说集《夫妻趣
事》，中篇小说集《征婚传奇》，长篇小说《洪湖恋》《红
尘奇缘》《百鸟朝凤》《婚约》，报告文学集《决战决
胜》，电影剧本集《樊姬与楚庄王》及45集电视剧剧
本《夏英与程俊》、32集电视剧剧本《情爱依旧》，如
此厚重，蔚为大观，令人叹服。

钱家璜先生是1940年生人，于今已八十开外，
他有雄心将平生所著结集出版，足见他对文学的虔
诚。多年前看电影《少林寺》男主觉远剃度时的画
面，方丈问：“汝今能持否？”觉远答：“能持！”一问一
答间，信仰的坚定，动人心魄。钱家璜先生作为虔诚
的文学信徒，虽然没有行“受戒”之礼，但他对文学信
仰的持守，全然不输于“受戒”的小和尚。钱家璜先
生有一篇文章，叫《走上文学之路》，回顾了他“从小
酷爱文学”的历程。他中学阶段，就在煤油灯下读完
了《红楼梦》等文学名著。高中开始尝试写作，他据
真人真事写成的《老彪》《黎红》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获
奖。并且，他还做了学校文学刊物《月季花》的主
编。当作家，已经成为了他笃定的“人生理想”。本
来他想报考武汉大学中文系，阴差阳错，却被湖北大
学经济系录取。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文学阅读。
他对中外名著一一“拜识”，并且背诵诗词名篇400
余首。钱家璜先生最崇敬鲁迅，他说鲁迅锐利的观
察目光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一直鼓舞着他执着于文学
创作。他最早印成铅字的作品《车水谣》，发表在湖
北大学校刊《湖大歌声》上。1964年他在江陵参加

“社教”，搜集了大量江陵民歌“五句子”，《车水谣》即
是仿五句子完成的作品。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尝试
创作短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了。大学毕业后，他
分配到九江市棉纺印染厂，在政治宣传科工作，发表
了不少新闻作品。1971年他调回故乡江陵县。在
县广播站和县委宣传部工作9年，虽从事的是新闻
工作，但文学创作热情日渐高涨。1980年，他在《中
国农民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乡
渡》。并且创作电影文学剧本《荆江涛》被总政话剧
团拍摄成四集电视剧《荆江情仇》。不久，他调入荆
州报社，获得了更大的施展才华的舞台。他既做记
者又做编辑。工作之余，文学创作也呈井喷之势。
有30多万字的小说等文学作品见诸全国各大报
刊。正当他创作风头正健的时期，他爱人遭遇车祸，
头部重伤，飞来横祸使钱家璜先生一下子陷入困窘
之中。当时他上有八旬老母亲，下有两个未成年的
孩子，再加上病情危重的妻子要照顾，此情此境，王
敬东在《荆江儿子荆江情》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家
务负担全部落到了钱家璜身上。下班铃响了，同事
们大都笑吟吟地跨进‘温馨的港湾’，享受家庭生活
的甜美与欢愉，而钱家璜却如同从一个战场杀向另
一个战场，买菜做饭，缝补浆洗，抓药煎服……”

生活的困窘并没有中断钱家璜先生创作的热
情。“我依然在文学之路上跋涉着！”钱家璜先生说。
的确，他在1990年前后，先后创作了《春桂》《荷香》
《夫妻塘》《天王寺传奇》等电影剧本，还创作了一批
中短篇小说。1990年代初，他调任荆州地区文联副
主席，并主编《荆楚文学》。再后来，他做了《中华传
奇》主编，荆州市文联副主席。他发表、出版的作品
目录在不断增加。几部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也相继问
世。直到2022年，他还在修改校正他的电视剧本
《夏英与程俊》。从十来岁到八十多岁，钱家璜先生
的文学之路经历的是七十多年的漫漫长路，尽管人
生境遇多有顺逆，但他自始至终初心不改，执着于文
学，不放弃，不懈怠。七十年笔耕不辍！

1987年，钱家璜先生发表一篇短文《抱鸡母
赋》，他对“历尽艰辛，吃了大苦，耐了大劳，用顽强的
毅力和自己的体温孵出了小鸡，无限忠于自己天职
的大母鸡”“肃然起敬”，并且他由此“想起那在严寒
酷暑面壁伏案的作家”，他感慨道：“人啊，人难道不
应该有这种执着顽强的精神么！”2014年，钱家璜先
生给小同乡袁丹银的散文集《浅吟流年》作序，序文
的标题就叫《文学需要执著》。他在序文中说：“只要
耕耘，必有收获。坚持不懈，总有成果。”“文学需要
执著，执著成就梦想！”我想，像抱鸡母一样的执著与
顽强，是钱家璜先生做人作文的真经，他几十年如一
日，不断践行着这真经，并且，他对这真经的恪守与

“能持”，的确令人肃然起敬。

多年以后，我总是会想起大学毕业要到大冶钢厂上班之
前的那个晚上——父亲坐在饭桌对面，抽着烟，郑重其事地
对我说：“明天上了班，你就是真正的成年人了，要尽快融入
新环境。起码要做到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扫扫地打打水。
别小看这些鸡毛小事，这代表了你工作的态度。”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父亲所说的“态度”到底意味着什
么，只是简单地愿意听从父亲的“社会指导”。同时，自己也
朴素地认为，在一个群体里，年轻人就该是谦卑的，要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这是我们那一代人所受的教育，也是我们做
事为人的准则。此后，不管是在工厂当工程师、销售处长，还
是下海经商，我都秉持着这种处事哲学。

2022年的一天，我在我开发的天新花园的小公园里散
步。此时正是深秋，很多叶子都已经臣服于大地，它们黄黄
绿绿地铺在公园的草地上，别有一番美感。难怪当年在武汉
大学任教的朱光潜先生，会制止学生帮他打扫庭院里的落
叶。他说夜间看书，听到雨打在落叶上的“滴答”声，风卷起
秋叶的“簌簌”声，比读任何写秋天的文章更有意境，那是大
自然为自己书写的诗篇。如果有文人雅士看到天新花园的
落叶，估计也会产生这样的心境吧。

落叶不但铺满草地，甬道上也是铺了厚厚的一层，我踩
上去滑滑的，很容易摔倒。想到小区里的老人和孩子，我顺
手拿起工人放在角落里的扫帚，开始弯着腰打扫。哲学家
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仔细看来，还真是如
此。每一片叶子的形状、颜色、脉络，连进入簸箕的风姿都不
一样。不一会儿，工程部的员工听说我在亲自扫地，就急急
忙忙跑来，嘴里连连认错，说着还要接过我手里的扫帚。他
们大概以为，这是老板的微服私访，或者是强化自己下沉式
管理模式的行为艺术，甚至是老板对他们工作细节不到位最
严厉的批评。我笑了笑说：“没关系，不是你们工作失职，是
我觉得扫落叶既可以活动筋骨，又是在向秋天致敬。”见我说
得真诚，员工一下轻松起来：“老板不愧是作家，扫个地都能
说出我们想不到的感觉。那我们也要向秋天致敬。”接着就

有说有笑地跟我一起扫起来。
扫地虽然是一种平凡的劳动，其实跟企业管理也大有关

系。记得十几年前，原冶钢集团总经理吴松还在广汽集团的
合资企业丰田发动机厂任副总时，我们经常在各种会议上碰
面。有一次，谈到他所在企业的文化，他对我说，虽然日本的
企业管理者并非人人都是稻盛和夫，但他们非常重视企业管
理的细节化。他所在的丰田，管理者都很敬业，对质量的要
求更是一丝不苟，细节决定成败的思维，甚至渗透到他们的
血液里。他们公司六十多岁的总裁，每天早晨都会提前一个
小时准时到工厂，第一件事就是换上工作服扫地，借此了解
各个部门的夜班工作情况。到八点开晨会的时候，他结合自
己的观察和大家的汇报，形成判断，对症下药，不断出台提高
效率、提升部门合作的策略。这情形，像极了《天龙八部》里
的扫地僧，在藏经阁四十多年，对所发生之事了如指掌，别人
对他的存在却浑然不知。

吴松说，这位总裁的行为影响了公司的很多人，他们慢
慢学会于无声处把工作做扎实。始终如一有深入基层的意
识，培养应对变化的思维模式，极力推进新的工作方式，在
变通中不断进步，企业管理低调而有内涵。不得不说，这
样的思维也间接影响了我，我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每
天进步一点点”的座右铭，并把它“借给”我的小说《钢的
城》里的祝大昌，还给书里另一个新型企业管理者俞钢设
定“心动不如行动”的座右铭，都是基于这个故事的影响。
后来，吴松由合资的丰田发动机厂副总升任广汽集团总
裁，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企业管理的方法韬略也越来越
多。但他认为对他影响最深的还是丰田总裁的扫地精
神。尽管现代企业管理越来越强调各司其职，强调各个岗
位的本位意识，但静观默察的功夫，注重初始环节和基础
步骤的思维逻辑，尤其是企业发展壮大之后，不论国营还
是民营，这种管理方式从来没有过时。

当一片片落叶翻飞在我的扫帚下时，我情不自禁地吟诵
起《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

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的古人多么具有大智慧呀
——治家之法中蕴含着朴素的管理策略及面对财富人生的
态度。

现代人也许最难做到的是知行合一。或许受儒家文化
熏陶的我们都懂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懂得细
小习惯养成的重要性，懂得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从身边小事
及时“三省吾身”的重要，懂得做事为人真心诚意的重要，但
我们依然会忍不住在思维惯性里打转，依然会在某些关键的
时刻忽略细节的提示，以致错过事情成功的最佳时机，依然
会产生傲慢自大的情绪。就像人人都明白事父当孝，事兄当
悌，但世间还是有很多人不孝不悌。在个人修为方面，我们
总是知易行难。为何会如此？“心学”大儒王阳明说：“理一而
已，人欲则有万其殊。”意思是说，天理只有一个，人欲则五花
八门。王阳明心学博大精深，其“格物致知”“此心精明”的道
理值得人毕生追崇和揣摩。在王守仁那里，判断何为知行合
一，何为知行分离，最关键是要立志，只要一个人志向坚定，
为着志向的实现树立百折不挠的决心，就是知行合一了。而
这种“合一”，不一定非要此时此地，也有可能是今天的“知”
与明天的“行”合一；也不一定非要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心念化为行动即是“合一”。但无论如何，“知是行的主意，行
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很多年后，我暗暗叩问自己：“立志”是什么？无非是处
事的态度。对小事的态度，对别人的态度，对自我定位的态
度，对家庭的态度，对财富的态度，对重然诺、守信用的态度，
对人生的态度，对未来的态度……难怪有人会说，细节决定
成败，态度决定一切！

至此，我才明白，父亲当年为何会说，扫地打水这样的鸡
毛小事代表了我的“态度”。而父亲以自己半生的阅历总结
出的朴素道理，我真正参透其中深意，也用了半生时光。我
们父子阴阳相隔多年之后，如此这般的方式“道逢同心人”，
真是令人不禁思之怆然又心胸为之大畅啊！

“你愿不愿意隐姓埋名？”
点头，便要出走一生
有一位父亲突然消失幻化成无穷的数字
有一位母亲突然消失隐身于神秘的邮箱
有一位爱人突然消失闪烁成不灭的灯火
有一个孩子突然消失定格成永远的少年
十万平方公里不开口只开放的马兰花海
见证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惊天动地

马兰
（外一首）

□ 万晶琳

舟自沙漠起航
桥自红柳根部生长
河水自骆驼刺丛蜿蜒
楼厦自巨峰坚固怀抱拔地
站在甘甜之上 用新笔
写一行旧诗
写诞于荒漠的边城
写覆盖昨日的今天
写我们的一见如故
写你们的改天换地

库尔勒

汝今能持否？能持！
□ 高晓晖江陵的古风

□ 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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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地本小事，道逢同心人
□ 罗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