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一开始， 这次旅行就不仅仅是一次
旅行。

没有旅行会是这个样子： 摸着夜路在
九曲回环的山路上坐7小时车（湖北神农
架），碾过泥泞的土路摇晃着去看一个土坑
（湖南城头山）， 进入到山林的深处只为研
究一门姓氏的来龙去脉（江西义门陈），或
者，清晨7点多冒着小雨在一座塔下徘徊仰
望（安徽三祖寺）……

27天，穿行4个省份，8000公里，拜访50
多个文化地标，数十位受访对象，阅读浩如
烟海的史料。在抵御疲倦与酸痛的侵袭时，
还要采访和写稿，近10万字稿件，我可以感
觉到，持续思考的大脑已经转得滚烫。

用一句广告来质问自己：你，没事吧？
其实，一趟文化苦旅总有回甘无穷。挣

来一身尘土与疲倦，且作思想萌发的息壤。
“鄂湘赣皖文化行”给我一个机会，去时光
深处寻找“我是谁”的答案；给我一个视角，
去岁月图卷中勾勒“我从哪里来”的路径；
也给我一个期待，去融合的源头眺望“我向
何处去”的方向。

我是谁？是那靠着青铜兵器就能“不服
周”的楚裔；是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后，理
学大兴、湖湘盛学的传人；是大移民辗转千
里、悲壮奔袭的后代；是朝代鼎革、风云激
荡的观者。

我从哪里来？从辉煌里来，从曾侯乙编
钟到走马楼吴简再到景德镇瓷器， 从佛道
名山到三大名楼再到徽派建筑， 翻越一座
座文化高峰；从睿思中来，从隆中茅庐到岳
麓书院，从青云谱到白鹿洞，追怀一个个文
化高人；甚至还从烽烟中来，从赤壁大战到
水淹七军，从湖口对峙到安庆陷城，见证一
段段历史涅槃。

可是，我要到哪里去？我去做什么？
也许我要去拨开一团历史的迷雾。全

球竞逐、风云激荡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如何
从传统中汲取能量？ 如何从融合中获得合
力？又如何用积淀千年的思考，创造出新的
辉煌？

也许我要去擦亮一面模糊的铜镜。瞬
息万变、势如破竹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失去
了怎样的传统？ 我们的心灵如何从迷惘和
躁动中挣脱？我们又如何在千人一面、千城
一面的庸常中发现自身的独特？

也许我还要穿破那一个个静态的文化
地标，考量它们成形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地
标的耸立，都不会站在无土之台上。它们背后
站着一群不低头的人，一颗不媚俗的心，一双
不起雾的眼，还有一腔不曾冷的血。

作为四家主流媒体的一个集合， 我与
行走中的同行们， 其实都是去做一个叩访
者。敲敲历史厚重的大门，搅动那沉睡千年
的气场。联动四省之间的文化地标，连缀四
省之间的文化内涵，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接
起一条细细的铜线， 让行走的电流点亮过
去和未来两片星空。

现在，回到那个自我质问的问题：不仅
没事，而且越行走越有力。文化行，我看行！

■文/楚天都市报记者 范宁

27天，湘鄂赣皖四省都市报主流媒体近40名记者接力，采访50多个历史文化地标，跨越八千
公里，发稿十多万字。这是“湘鄂赣皖文化行”活动创下的一系列扎实数据。11月13日，活动落下
帷幕，但记者们的思考与行走并没有结束，文化行将成为四省媒体联动融合的新起点。我们期待
更多社会力量的联动，系统地解开那些蕴含了千百年文化能量的历史密码，为中国中部文化交流
融合史编程，折射中华文化源起、形成与发展的根与源。

异质的碰撞杂交，混血的交融新生，总是带来生命的强大进化力量。四家主流媒体的文化行
本身，也在打破，在碰撞，在融合。未来，它一定会显露出更丰富更立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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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的秋天， 我去湘西
的里耶，开始一趟名为“寻找家
园深处珍藏”的采访。那趟后来
持续了五年的文化行走， 已经
变成了一颗夜明之珠， 常在深
夜令我透过它的光明重返远
方。 它也像开凿在心间的一汪
清泉， 为我洗心去尘、 静气凝
神。

九年后的这个秋天， 我有
幸再开始一场新的文化行走。
从深秋一直持续到初冬， 八千
里路云和月， 跨越的时空，丰
美、富丽而深遂。熟悉的家园展
露出新鲜的眉眼， 陌生的大地
频频击中心灵，让我一见如故。
从一省到四省， 产生了可以多
角度比较观察的新坐标、 新轴
线， 很多文化点因此可以连接
成线，一些线又纵横交织成网，
变成了一个个闪光的多面体。

九年前那次行走， 最令我
至今仍念念在兹牵挂不已的，
常常是那些非常普通却以一颗
执着朴素之心、 以一己舍命之
力守护中国传统文化火种的草
根百姓。 到底是什么令他们无
意中成为中国文化最踏实的坚
守者？

这次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附
近， 我碰到一位砍柴回家的农
家妇女。她就住在书院附近。我
问她，知道书院是什么地方？她
说，就是古时候的大学。她很骄
傲地告诉我她家里出了四个大
学生。她沿着一条小山道回家，
我很想一路跟着她去家里看
看。大学是好的，读大学是件好

事， 不管怎么艰难都要送孩子
上大学。在新的“读书无用论”
风潮里， 这位也许没念过书的
妈妈， 却为她的孩子们做出了
富有文化意味的人生选择。

在我看来，说到底，文化不
仅是大众的生活现场， 更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选择、 一种生活
价值观的体现。 它令人从本真
的心里生发出一种感应能力、
判断能力、行动能力，知道什么
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它既渗
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 成为
日常行为的大众准则， 又引领
人们超越生活、 追求更高的精
神信念。 千百年来大众与精英
的殊途同归，雅俗交融，使中国
文化呈现出极大的包容力、极
强的创造力。九年一路走来，我
在这位砍柴的江西农家女子、
在湖南宁乡祖辈几代守护张栻
墓的一家农户身上， 看到文化
最微细的民心渗透； 我在那些
千百年来数度毁建、 至今矗立
的楼阁寺庙里， 看到文化精英
们的创造精神与人文信念。

那天站在白鹿洞书院朱子
学规的碑刻前，身后松涛阵阵，
眼前朱子肃立。“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行有不得， 反求诸
己”，这些熟悉的字句突然重若
千钧。读过多次，仿佛此刻才第
一次掂量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对一位普通中国人及其个人生
活的分量。 朱子学规看起来不
过是做人处世的简朴道理，每
一个人要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做
到，绝非易事。但生活恰恰最有

力量， 是文化样式与精神流传
的永恒载体。 真正有生命力的
文化， 才能千百年来引领人们
在内心里深刻感知， 并在日常
生活中切实践行； 才能在时光
的长河里扎下深根， 从尘埃里
开出花朵。漠视、扭曲、抛弃这
样的文化精神， 是对生活和生
命的犯罪。在这个意义上，我尊
重每一位认真生活、 踏实生活
因而具有生命尊严的人， 无论
是砍柴女还是大诗人。

在去武汉参加启动式的高
铁上， 我偶然读到龙应台在北
大的讲演：我的中国梦。活动结
束从武汉返回长沙的高铁上，
我又偶然读到龙应台的《大江
大海》，听她给她的孩子谈家族
历史。 这个祖籍湖南的台湾女
子， 和她背后那个中国传统文
化精神得到良好传承的社会，
以这种奇妙的方式在我面前拉
开了一个更新的视角。 窗外灯
火疾速闪过， 我看见自己不再
年轻的面容， 却仍觉自己尚未
真正成长。我愿意改变，等待一
个开悟的自我、更好的自我。就
像我一直觉得，世界没有完美，
只有更好。

我能做到么？ 我还没有答
案。此刻，惟有感恩一切因缘际
会，一切与我同行、助我前行的
师长同仁， 将我推向九年后这
一趟新的自审与践行。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肖欣

生活最有力量

文化行，文化很行！

四省采访团在湖北东坡赤壁栖霞楼上。 江南都市报记者 李龙 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