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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内容概要

笔者恪守这样的原则展开研究：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将宋代市民生活置于雄厚材料之上，加以生发
，但绝不是罗列材料，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微观研究，即遵循所谓的“从个别到一般”的科研
规律，由点及面，逐渐对研究对象有所体悟，形成自己的见解。
而见解表述可通过各种途径，选择哪一种则又与研究者学养有关。为了使研究成果通俗化，笔者则采
取了诗、图、文、史相结合，辅之以散文笔调铺叙的样式。表现在本书中的是以诗说史、证史；以宋
代图画、墓葬实物图来鉴别、诠释宋代都市社会生活。笔者力求别一研究方法和文章写法，既未大段
征引历史文献，也未标注详细书目篇名，只将稗史方志、笔记小说各类史乘，糅为一体，以浅白道艰
辛，化玄奥为平常，目的只为适合学生和大众的阅读口味。
从专业角度而言，书中所叙事件与典故，皆有所本，可以说史事无一字无来处，均经反复推敲，所以
本书一是专家从中可以找到有用的材料，二是一般读者也可以此寻求到较为宽泛的文化知识。正像本
书初版问世不久，台湾大学著名宋史专家梁庚尧教授所言：“此种作品一方面可以推广历史知识，另
一方面亦具有学术性，而且须长期工夫才能有些收获，颇为不易。”“《火灾》一节，可以说即是一
短篇论文，其中分析城市火灾的原因，很有参考价值，再连接下节《消防制度》看，更有意义。”此
番意见出自专家之口，当然颇具深度和代表性，从中不难领会到本书的特点。
本书所用之图部分采自他人著述中临摹的宋代图像，还有据考古发掘报告和出土实物绘出的清晰线描
画稿等，其主要来源为以下诸书：《事林广记》及部分宋方志、《政和本草图经》、《三才图会》、
《文物》、《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龙的故乡》、《宋人院体画风》、《白沙宋墓》、《寻常的
精致》、《中国风俗通史》、《中国服装史》、《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
国巨匠美术丛书》、《中国古代体育图说》、《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城池史》、《辉煌古中华
》、《傅熹年书画鉴定集》、王世襄编著《蟋蟀谱集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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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作者简介

伊永文，1950年，山东蒙阴人，南开大学中文系专业毕业。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市民文学与城市生活。主要著述有《宋代城市风情》、《中国北方
民族文化史》、《明清饮食研究》、《宋代市民生活》、《东京梦华录笺注》等，其中《明清饮食研
究》、《宋代市民生活》曾分获黑龙江省第九、十届优秀社会科学科研成果专著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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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书籍目录

时序
晨景
夜色
别样风流
女伎
妓女赢钱赌物的游戏
关扑
相扑体育运动
争标弄潮
一点星飞伎艺
奇术异能
调教虫蚁防火
火灾
消防吃的艺术
酒楼茶肆
诸色饮食婚育之俗
嫁娶
生育休闲
狂欢上元
赏心乐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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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精彩短评

1、节物风流，但成怅恨。我果然还是更喜欢乱世【喂你的逻辑..._(:з」∠)_
2、历史不只是帝王将相朝代更迭，更是百姓生活寻常巷陌。本书似一本“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豆瓣网友语），使人沉浸于那段东京梦华之中。难怪那么读书人在被问及最希望生活在中国哪个
朝代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宋朝。
3、还是对茶汤......面饼感兴趣.......对了..........还有中元节桥下的野合.......
4、开头几章特别精彩，后面就有点马马虎虎了
5、    奇妙的时代，奇妙的书籍。
6、白白可惜了一个好题材····
7、: �
D691.9/2230

8、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太多了，小人物的衣食住行却鲜被人关注，明明很有趣。
9、大学图书馆里看到的，花了四天读完，看完对宋朝更心有向往
10、十分有趣，汴梁、临安，令人神往。
11、文笔一般 内容值得一读
12、纯属私人兴趣。
13、读完这本书就很想去宋朝的临安城看看，给我一台时光机吧。
14、市民文化生活。现在的人有了电脑不再创造玩乐。
15、吃的艺术、酒楼茶肆、诸色饮食、
16、伊老师花了大工夫，每个主题都汇聚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哪怕很偏门的文人笔记中的材料都给翻
出来了，让人佩服。瑕疵就是文章结构凌乱了些，引用小说方面的材料草率了些。比如常拿三言二拍
和水浒传中的情节来证明宋朝的风俗，但那毕竟是明人写的小说，即使写的是宋事，很多情节也不免
是按照明代的风俗来写的。
17、挺好玩的
18、06.2
19、在作者的描绘下，让人心生向往，宋代的生活宛如现代人的生活，除了没有网络通讯，其他都一
应俱全。
20、天水朝小资生活的一天
21、简单趣味涨姿势
22、除了作者个别价值观评价值得商榷外，可以一读
23、可爱的宋朝，藏富于民，坑爹的积贫积弱见鬼去吧。
24、这一系列的书都不错。
25、这个我当然要读了，不解释
26、一本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27、宋朝版的《江户物语》
28、作者的文笔非常之好，以至于这本书被误认为是文学作品。其实，没有很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写
不出来的。没有对宋代市民生活的精深研究，写不到这个境界，看似随意，信手拈来，这样的洋洋洒
洒是在冷冰冰的板凳上坐出来的，在冷清清的图书馆里泡出来的。向伊老师致敬，他的《东京梦华录
笺注》（中华书局）我是啃不动了，只读这本“小书”
29、大量羅列。
30、史料堆积多过讲解，需要一定基础才好理解。
31、“蟹酿橙”这道菜！在楼外楼吃过一次后就再也没忘过，居然宋朝就有了好激动！
32、
罗里吧嗦我也就算了，可是决不能忍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33、宋代的经济繁荣使得城市开始繁荣，此书通俗易懂，如浮光掠影一般带领读者看了看宋代的城市
，让人领略到宋代都城人们的欢乐，但书中仍难免穿凿拖沓之言
34、原来是搞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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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35、iPT42
36、料足
37、宋朝夜生活真是丰富多彩啊，大街上除了没有奔驰宝马霓虹彩灯，其热闹程度也不必现在差
38、有趣~~
39、伊永文的作品我都喜欢，这本书写的既抒情又内容祥实，受益匪浅啊！
40、文化拾遗，还有点意思，只写居民生活细节
41、作者先花一整章介绍南宋妓女的擅于诗词、多才多艺，夸赞她们美丽浪漫、风采卓卓，之后讲到
男娼时说：“这些男子抹脂粉，着丽服，还乔模乔样做针线活......他们这些变态的形象，实在令人作
呕。”一个历史工作者，最基本的就是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历史，在历史著作中，怎么能以这么主观的
口吻加以贬低？作呕你妹啊！
42、不错的书
43、有图版 http://www.zonghengdao.net/read.php?tid=36025
44、感觉没有网络、没有电脑，古人也活的很自在，可是我们能做到吗？
45、几年前翻过。这次打算再挖出来看看
46、作者在描写一些宋代的现象时，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看到评论有人对此很不满意，但司马迁撰史
记时不也有对高祖一丝不屑和对项羽的大加赞赏吗。不太喜欢纯客观立场上的观点，人嘛，总要有点
人味儿。
47、书写得不及作者自己的评述好
48、简单看了些。还可以，略浅。
49、作为普及读物，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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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精彩书评

1、终于完整的看完了这本书，在图书馆撞见。利用午饭和毛概课的时间爱你结束了他，看的速度很
快，一次次的诧异，这个史书上外强中干，浮华嚣张的窄带，竟然是那么的朝气蓬勃。从都市到完了
，酒肆楼阁，吟诗品茗，夜晚街市，都让人想身临其境的去感受那前无来者的繁华东京也好临安也罢
，那一世的繁花谁都磨灭不了。那一带文人辈出文典流传，多好的时代多美的时代。文化情调和商机
那么完美的结合，盛唐的模样怕是不及宋朝的一半，熙熙攘攘的热闹的真实的人家烟火的，美好时代
。
2、一个审美情趣如此高雅的朝代一个文人受到空前尊重的时代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政府在
我们的教育中却一直被灌输以“弱宋”“昏君”的概念谁之过？此书，从各个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
作者花了不少功夫考证。如果静静地思索一下，也许可以带给我们更多⋯⋯
3、最近对宋代的城市发展很感兴趣，就到图书馆借《东京梦华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
书来看。这些书其实以前都读过，用的是中国商业出版社的“中国烹饪古籍丛书”的合刻本，薄薄的
，读得不甚了然。不是我不懂选择版本，实在是学校的图书馆就有这种书。检索书目时，发现学校图
书馆新到了《东京梦华录笺注》，中华书局的，就跑去借来，伊永文笺注的。傅璇琮给笺注作的序，
而且甚为推许。说这本书是伊永文先生历时二十多年的专心研究，艰苦努力才得以成就的。好久不读
书了，一看竖排繁华的，就觉得非在神清气朗时不能读之，于是毕恭毕敬地放在书架上，想什么时候
洗完澡，关了电脑再来看。百无聊赖之中，随手抓了本也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封面上画着人物，就像水浒传里的绣像插图，偶喜欢，漫不经心地看了下去，越看越有味道，觉得作
者文笔不俗，且功力深厚，绝不是一般的通俗读本，回到封面一看，又是中华书局的书，而作者正是
伊永文先生。而我，以前居然都不知道伊永文！我光知道易中天，于丹了。《行走在宋代的城市》一
书可能是老版新印，我看书的副标题是《宋代城市风情图记》，估计是《宋代城市风情》一书的修订
，加上许多插图。嗯，我最喜欢看小人书了，这本书加上插图，内容直观活沷生动多了。作者的文笔
娓娓道来，亲切可人，没有很多我等老百姓不认识的字，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注解;难得的是，此书虽然
是普及性介绍性的读物，但作者并不胡说八道，主观臆断，夸大其辞，而是从史实与材料出发，所以
本书是可信实的，可用来作写论文的参考书。易中天，于丹等最近的“学术超男”、“超女”，于文
化普及，功莫大焉，但亦受到程度不等的抨击（尤以于丹为甚），固然首先是因为抨击者心智的极不
健全，其次则同本身似乎不够权威（如攻击者一直纠缠于丹不是古典文学专业的博士，须知孔子也不
是），学术的功底不够扎实。（这也没有办法，那些自称扎实的人，也不不见写过什么伟大的著作，
还有一些真的很扎实的，口才不好，对大众的心理也缺乏考虑。）但是，伊永文这本《行走在宋代的
城市》，但是一本学术性与通俗性兼得的好书。不过我看印数也才六千册，不及易中天，于丹远矣，
亦不及韩寒，郭敬明，更甭提金庸，从赚钱的能力而言，又不及歌星影星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非战之罪”。
4、在现有的科学体系下，时间具有严格的单向性，所有流逝的事物和情境，无法再次重现。正如古
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所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因此，回首张望过去，并把握住这
一川逝水，是人类一个永恒的梦想。H. G. 威尔斯在1895年发表了科幻作品《时间机器》，时间旅行的
设想从此引起了人们的热切关注。登上某种机器，一个人就可以利用控制系统确定任何一个日期（过
去或未来），然后时间机器就可以在瞬间将他带到那个时代去。之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对于
时间旅行的可能性在理论上给予了支持。但几十年来，虽然科学家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不少严肃的进展
，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利用物理原理回到过去的时空的尝试仍然还停留在梦想阶段。另外一种回到过
去的方法，就是重构过去。参考过去的种种记录和线索，依照过去的组织方式，乃至使用过去的材料
，来重新构造出当时的人、事、物，研究者并通过置身这样一种情境之中，来探究过去究竟有什么在
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其中的逻辑和因果关系。而历史学，大而言之，就是一种用科学的方法重构过去
的学科。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行走在宋代的城市》，无疑是一部重构宋代城市生活的杰作。我
称呼其为杰作，毫无故作夸张之意。因为其中的描写实在是太栩栩如生了，充满了细节的趣味和意想
不到的现实感。某些段落甚至真的可以让你有身临其境、时空错乱的观感，以为自己是在11、12世纪
的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行都临安——清晨，街巷中响起报时人清亮的嗓音，不用看天，就可知晓“天
色晴明”还是“天色阴晦”，车水马龙的市声开始渐次涌入耳际，各种小贩的叫卖声吟唱出早市的风
景⋯⋯白昼，大量的人流在出售各种小商品的店铺前流连，醉心于货物种类的繁多、制作的精巧。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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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宋代的城市》

有各色人等买字卖画、根据顾客的要求现场写诗、作文出售⋯⋯夜晚，街市依然灯火通明，人潮汹涌
，从红灯高张的各种酒楼、茶馆中传来的伎艺人的作乐声、市民的欢笑声、丝竹管弦之調、畅怀痛饮
之音，久久不息⋯⋯上元夜，市民倾城放灯、看灯，街巷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火星如雨。政府
扎起琉璃灯山，山上有大彩楼，铺连五色琉璃阁，阁上有杂色人物、图画、藻饰、音乐、当然还有千
姿百态的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时间恍惚天上人间⋯⋯八月十八，钱塘江看潮、弄潮，远处的
一线银潮奔腾到人群的面前，怒涛卷起的霜雪在眼前碎裂，更有数百位粗旷豪迈的弄潮儿，手把红旗
，在潮水最猛烈的时候徒身在潮头嬉戏，腾身百变而红旗不湿，穿行于滔天巨浪而有惊无险，赢得观
潮者一阵阵的喝彩⋯⋯大宋朝四时晨昏的城市生活百态跃然于纸上，奔腾于作者的笔端。这其中既有
对日常风物景色、节日庆典活动的描写，也有对各种物产、饮食、娱乐及行市的介绍，还有对城市民
俗、婚丧嫁娶、祭祀过节的叙录，以及社会保障、政府福利的考证，其中穿插以上至皇帝、名士，下
至市井百姓的轶事趣闻，佐证以当时的笔记、词章和史乘，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几乎让你以为这不
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就是出于想象力丰富的虚构。事实上，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研
究中心教授的本书作者伊永文先生当然不是宋朝人，也不是想象力过于发达之辈。他在本书的后记中
表示：“如何使学生获得有利于更深刻地理解古典文学的知识，这是摆在古典文学教学者面前的一项
课题。笔者有感于此，遂以宋、元、明文学与都市社会生活关系为研究领域，作些交叉研究，本书就
是这一想法的产物。⋯⋯从专业角度而言，书中所叙事件与典故，皆有所本，可以说史事无一字无来
处，均经反复推敲。”把写作本书的意图和其中坚实的史料基础向读者作了交待。更为可贵的是，伊
教授摒弃了会让一般读者觉得艰涩的专业历史类写作的套路，采取了诗、图、文、史相结合，辅之以
散文笔调铺叙的文章形式，以浅白道艰深，化古奥为平常，图文并茂，情趣盎然，非常适合学生和现
代人阅读的口味。确实，回望有宋一朝，它所创造的城市文明果真是一个奇迹，值得我们关注。虽然
从王朝的版图上看，格局最逼仄，军事上不受周边民族胁迫的日子也只有几十年光景，但其内部文明
的发展，工商贸经济的发达，社会生活体制的完善，却把中国的历史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接
唐朝灭亡后五代十国五十多年的纷争和兵火，社会生活其实已经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公元960年，北方
后周政权的高级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宣布建立大宋朝。之后吞荆湘，取后
蜀，灭南汉，平南唐，泉漳纳土，吴越归地，于公元979年，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基本上统
一了中土。再到了公元1004年，宋与北方对峙的强敌辽也订立了檀渊之盟，结束了敌对状态，明确了
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立刻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元气，开启了一段短暂但是传奇的太平盛世。公
元1125年，后起的金消灭了辽，又一鼓作气在两年后攻占了宋的都城汴梁，两代皇帝宋徽宗、宋钦宗
都被俘虏到了北方。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在南京称帝，后建都（行在）于临安，史称南宋。虽然岳飞等
将领的胜利战果很快被内部的敌人破坏殆尽，军事上自此毫无建树，但靠着东南沿海的财税支撑，南
宋政权竟然仍能在偏安的格局下支撑一百多年，且其市民阶层还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
活。直到来自漠北的蒙古铁骑扫荡了金后，加上经历了最后几代庸君和奸相的恶搞，南宋的残山剩水
才终于支撑不住。1279年，逃窜于海上的末帝赵昺在忽必烈大军的追逼下跳海殉国，年仅七岁。南宋
自此灭亡。之后元朝的经济和文明，不客气地说只是全面的、大幅度的倒退。北宋风俗画家张择端在
《清明上河图》中所工笔描绘的东京汴梁的全景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绝响。当然，《行走在宋代的城
市》之所以出色，也离不开原始文献本身的丰富翔实。这里必须提到作为本书重要材料来源的著名宋
人笔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梁录》和周密《武林旧事》。这三本书不仅史料价值大
，且其文字优美如画，其景其境令人心生向往，即便作为文史小品来读，也趣味极多。孟元老是北宋
的遗老，宋虽未灭，而风景已殊，他浓墨重彩，写的是沦陷之前的东京汴梁。吴自牧和周密是南宋的
遗老，时移物换，九庙成墟，故刻意状写昔日临安的风物之盛美，以寄托对今日山河变色家国丧失的
哀思。无独有偶，明清换代之际的散文家张岱在其笔记《西湖梦寻》中也不无伤感地写道：“阔别西
湖二十八载，⋯⋯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一带湖庄，仅存瓦
砾。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谓余
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而法国意识流作家马塞尔.普
鲁斯特也在他的七卷本《追忆逝水年华》中写道：“我明白在现实之中去寻找记忆中的图景是何等的
矛盾，后者的魅力得之于回忆，得之于没有通过感官的感受。我当年认识的现实今日已经不复存在。
对某个形象的回忆只不过是对某一片刻的遗憾之情；而房屋、道路、大街，唉！都跟岁月一样易逝！
”正所谓“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古今中外的情感原来是一致的。朝代更替之际，那
些披发入山的遗民经历过辇下风光，苦度着山中岁月、怀抱着海上心情，念念于彼时、此时、将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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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便当日、亲见霓裳，天上人间梦里”的惆怅无处消解，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往昔记忆中的
繁华，重新描画成纸上的烟云。所谓“神游故国，花记前度”，把彼时彼处的一切，用极其细密温婉
的文字挽留于忘川的滚滚逝去。惟其情真意切、意在言外，方才使得那些客观的叙述也能动人心弦。
应该说《行走在宋代的城市》远不止取材于这几本当时的回忆录，伊教授披沙沥金做了大量艰苦而有
效的整理爬梳和归纳分析的工作。但在我看来，是这几部构成《行走在宋代的城市》躯干的文本，以
其真实详尽的记叙和记叙背后对宋代社会文化的恋恋依依，在某种意义上成就了本书的学术和艺术价
值。现实虽然已经时过境迁，成为完全不同的此间世界，但这并不能否定记忆中那个真实的彼处世界
。张岱不也接着上文承认道：“余之梦西湖也，如家园眷属，梦所故有，其梦也真”吗？巧的是，笔
者新近又读了一本极有趣味的历史小说，讲述的也是北宋末年的情事，名字竟是叫做《汴京残梦》。
这是《万历十五年》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晚年写的一本小说。故事讲述的是宋徽宗宣和年间
，学子徐承茵进京赶考，不料朝廷更换法度，大兴学校，于是改学画学，成了一名御用画师。由于悟
性和画技出色，被张择端选为助手，得以参与了《清明上河图》的绘制。在绘制过程中又机缘凑巧，
结识了皇上的掌上明珠柔福公主。两人情愫方生，却不料金人已经南下，家国飘摇之际，于是乃演绎
出了一段奇情⋯⋯说到奇情可能会让人产生误解，以为是当下流行的那些借历史之壳胡编出一些剑侠
、神魔乃至时空错乱的离奇故事。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除了几个人物的名字或虚构或实有其名
但于史无考，其余和伊教授的大作一样，大到史事、小到店小二奉上的酒菜点心，可以说字字有出处
、句句有来历。作者写作此书也不是要意淫历史、来个离奇的故事以娱乐大众，而是希望读者以此为
一扇窗户，借着徐承茵这个普通北宋百姓的眼睛，对北宋末年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历史推衍中的逻辑投
以一瞥。笔者以为，虽然历史以其本身的错综复杂和无限宏大，让我们永远不可能把握住其中所有的
事实和事实后面的真相，但至少这本薄薄的小书从某种程度上逼近了彼时城市文明之灿烂却又昙花一
现的因果。因此，从第一个层面来读，这是一篇叙事文，讲了一出乱世儿女的戏文，一个国宝里隐藏
着的故事，一曲暴风雨之夕的夜莺之歌；从第二层读，这是一篇说明文，介绍了《清明上河图》的构
思过程、全卷的布局结构、众多人物的姿态含义、以及绘制中所采用的技法、工具。从第三层读，则
是一篇夹叙夹议的历史散文，从宋徽宗和蔡京继续推行王安石的新法说起，渐及新旧党争的实质、朝
廷在社会财富流通上的政策、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缘由、宋人原先与金人合谋图辽却引火烧身遭致自己
失国的变局⋯⋯黄先生的观点是，虽然宋朝大城市商业一派繁荣，但与现代社会相比，却欠缺那些催
生近代欧洲商业文明的私有财产权和社会分工、公平交换的概念，因此，新法虽然从政治层面有很好
的理想（借书中人物蔡卞之口说，就是让京城的财富流通到全国，使全国都能富足起来），但由于缺
乏基本的前提条件，与当时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不符，因而注定只会遭受失败的命运。同时
，也正是由于当时宋朝的统治者缺乏足够的物质组织能力和在数字上的管理能力，一个大而无当的官
僚组织用儒学道德来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因此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军事上组织简单但是机动
有力的优势，另一方面是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兵制落后、指挥不灵和后勤组织滞后上的种种劣势，
注定了宋朝覆亡的命运。大江歌罢掉头东。无论我们怎样来看待这个时代，它已经这样流逝了，历史
逻辑的冷酷无情之处在于：当你看清它时，它已经不在那里了。于是不仅是当日汴京的诸多繁华兴盛
化为后人絮说的旧梦，就是在大时代下的各色人等也统统被命运的洪流卷裹而去，不论是王孙帝胄还
是普通百姓，纵有对未来万般的宏图伟业或是千般的生活憧憬，一切梦想都已经残破难圆，无可挽回
的只有我们读史者的惆怅。当然除了惆怅，还有些别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说过：“Nothing
gold can stay.”——美好的东西无法常驻。但我们说有些事物是永恒的，并不是因为它们在物质上存在
得久远，能够抗住岁月的洗炼。反倒是因为这些事物只存在于某个时空之内，空前而绝后。因为它们
自身的耀眼，历史的视网膜上便永久地灼上了存在的痕迹。任时间悠远地流逝，它们在人类的记忆中
鲜活无比无可否认地存在着，只要你用心去观看，便会重现在眼前。这也是一种永恒。此刻当我再一
次展开《清明上河图》，徒劳地想在其中寻找出柔福公主俏皮的身影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于此按
下不表之际，借一首南宋临安的传奇人物济癫和尚的禅诗来收束本文：“二十余载狼籍，东壁打倒西
壁。而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行走在宋代的城市》，伊永文著，中华书局2005年1月版；
《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宋）孟元老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8月版；《汴京残梦》，黄仁
宇著，新星出版社2005年4月版；《荣宝斋画谱：清明上河图》，（宋）张择端绘，荣宝斋出版社1997
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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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行走在宋代的城市》的笔记-第24页

        卖酸文放到现在可以挂个牌子：“代写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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