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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踪迹》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记录作者2001-2011年之间的一些生活点滴，已经开始经济史学术研究的作者，仍然有着“文
学青年”的梦，本书分为“云游”“梦忆”和“乱弹”三部分，作者以他广博的见识和生动的文笔，
试图在自己过去10年寻找“时光踪迹”，但愿读者也能在作者的时光踪迹里寻找到些许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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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踪迹》

作者简介

刘成群，生于1978年，河北高阳人，河北梆子群众演员，民间游泳健将。复旦中文系硕士，清华经济
史博士，现任教于北京邮电大学，从事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和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变迁、元代政治格局与
儒学生态两个交叉研究，在大陆、港台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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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踪迹》

精彩短评

1、刘老师的书哦~超级赞的~(*^__^*) ~
2、我的哲学和经济史选修课程的老师
3、在北京邮电读书的时候最喜欢上刘老师的课程了，能够从刘老师的讲话中学习到很多知识，还有
生活感悟。当然这本书也是刘老师的心灵感悟，值得一读。
4、刘大师的作品笔挺推荐
5、刘老师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相信他以后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学者。文章很清透并且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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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踪迹》

精彩书评

1、每个人心中都埋藏有一个理想对象的模型，但不知道是否会有缘邂逅于茫茫人海。相遇了并能够
相伴相守，自然是人生的幸运；而拥有了再失去则只能是无穷的憔悴。真爱的创伤是无法彻底治愈的
，因为我们没有忘川水和孟婆汤，虽然时间的稀释可以使人恢复表面的平静，可是任何表面的平静，
都难以掩饰住某种叫做刻骨铭心的东西。或许在某一瞬间，它就突然会在心头恨恨地刺伤一锥。有时
候，仅仅是一个梦，也能叫人痛得无法掩饰。《红围巾》一画给世人证明了真爱的唯一性，虽然有时
候无处倾诉，虽然有时候迫不得已，但只要曾经真心过，心脏的最柔软处就镌下了一生的印记
。----------------------谈莫奈特别喜欢这段文字，今晚初次读的时候，感觉是为那些真爱过却失去的人
写的。就像一杯温开水，安抚了那些伤痕累累的心。是的，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飘扬着一抹红，是那个
曾经为我们遮挡寒冷的围巾，但是现在，它就像一仗红，无形的勒痕，是真爱失去的痛。莫奈的红围
巾，是窗外那个伊人的青春。姣好面容，亭亭玉立的身姿，是莫奈一生中脑海里挥之不去的红色印记
。一个人的一生，记住一个人，并为他保留一席之地。是何等的残忍和伟大。这是对自己的残忍，对
自己伴侣的残忍，同时也是对自己真爱的残忍。残忍就是你没有放下真爱。对你的伴侣保留了几分你
的爱，对你的真爱的牵挂是他的负担，而且一生的牵挂也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不宽容。但是，我们都认
为这样的人很伟大，因为他能在时光中，把那份堪称微不足道的感情中流砥柱。我们的感情，有多少
被时光的大浪淘尽？当你迟暮之年时，你的心中除了苍老，还剩下了什么？你痴呆的连自己是谁都不
知道，你还记得谁？不要怪责那个让你痛彻心扉的人，也不要念念不忘那段真爱。找个沙滩，在午后
暖暖的阳光里，用宽容和感恩给过去挖一个坑。面带微笑，埋葬下你的红围巾。然后轻轻离去。无需
回首，无需挥手。生命里，那一抹红，是我们曾经存在的明证。
2、（作者：杨勇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读毕《时光的踪迹》，我忽然记起了那首《笨小孩
》。刘成群先生就像歌词里的“笨小孩”，怀着单纯的梦想，离开乡村，穿梭于城市，却发现与城市
的花花绿绿多少显得格格不入。很多人一进入城市，便巴不得立马甩掉自己身上的乡土气。通过夸张
渲染等各种方式来融入城市节奏。可作者虽在城市打拼多年，内心里还保留着乡土带给他的最原始最
自然最美好的感动。这将是作者毕生的精神财富。在出版市场过度庸俗化的今天，文字的卖相已经“
越俎代庖”，仿佛非要给文字画个浓妆——夸张的情感，夸张的表达，夸张的修饰才能撞人眼球，赢
得读者。散文集《时光的踪迹》最大的特色莫过于表达和情感的自然。书的封面是白底，上中部有一
蓝色竖条框，条框正中是书名，左侧下角是作者名，设计极其简单。我想这样的设计也是暗合作者的
性格。书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云游”。作者十余年来足迹至新疆、安徽、福建、
浙江、山西、陕西、山东、北京、天津、上海、贵州等地，“云游”记录了他旅途中的所见所感。第
二部分是“梦忆”。这一部分主要是作者的回忆，包括自己儿时乡间地头的生活、自己的长辈亲友等
。第三部分名为“乱弹”，作者“胡乱”点评了些古今中文名人。纵览全书，特色有四：一是作者文
字通畅洗练，朴素干净，舒缓优美。“云游”部分对景物的描写尤其可见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例如
写直渎山：“此处山石呈赭红色，山上绿树成荫，青红点缀，苍老且秀。”寥寥数语就呈现出一幅优
美苍秀的画境，并且连续引用四字成语，读来具有欢快跳动的节奏美，而又不失流畅。再如写西湖：
“苏堤两侧，完全是两个世界，东面是阔达开朗的水面，荡荡汤汤，浩无际涯；而西面则是小巧玲珑
的园林曲塘，娜娜袅袅。” 行文畅达,文字精炼。又如作者描写浩淼长江，更是脍炙人口：“是时正
值盛夏时节，长江水势涨天，江心的大浪与漩涡凝成一片泥黄，推着，挤着，搡着，拥着，滚滚东去
。极目远眺，隐隐可以看到对岸的烟树。但凝神定睛却又朦胧一片；江心中的各种船只横亘眼前，森
森若庞然大物，但转瞬间又消逝为点点斑斑；向下望去，才发现燕子矶三面临空，突兀江上，恰如一
只燕子欲掠江而去。足下江水翻涌咆哮，拍壁轰然。如此险峻，真可谓之绝地了。”这一段由近至远
，由远至近，写尽长江的汤汤，燕子矶的险峻，着实写的精彩,令人拍案叫绝。“梦忆”是作者回忆往
昔人事。作者语言极其平实真挚，读来犹如与作者对坐品茶，而作者娓娓向你道来时光的踪迹带给他
的酸甜苦辣，甚是温馨感动。在《无尽的怀念》一文中，作者回忆姥爷的尽是些生活中的小事儿，比
如姥爷给自己讲故事，姥爷做的好吃的丸子，与姥爷一起拾掇菜园子等。直到去世前姥爷对作者说：
“你们都行喽了也（我家乡话，意味都能自立了），我还怕什么也？”如此平实的语言透露着姥爷对
晚辈的厚爱，而姥爷这一形象也是中国农村老一辈的缩影。中国农村的老一辈辛苦一生，只为儿孙都
能成家立业，如此才能了无牵挂离开人世。二是作者感情真诚达观，谦和宁静。书中偶尔也会提到作
者为尘世所累，对城市化进程、商业开发过度、环境污染等的不满担忧，但总体而言，作者的心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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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踪迹》

平和达观的。虽然作者不无失望的说“从绿野到红尘的转换就是这么轻易，全中国的旅游景点大抵如
此。”但作者也说“我想我祈求的只是一种皈依，把未来交给一种神秘的力量，自己可以推卸掉一切
，在冥冥的主宰下随波逐流，那样很美。”读者更能体会到的是作者对于生活的坚定信念和随遇而安
的心态。所以篇篇文章读来，读者的心绪会受到作者的心态影响，变得安静。在《大伯的笔迹》一文
中作者带着真挚的悔恨回忆起一件往事。大伯字写得不错，逢年过节，他便忙于为乡亲写对联。大伯
还是作者书法的启蒙老师。可是有一次，作者拿着复印好的名帖，“不知道天高地厚”“一脸显摆”
的拿给大伯看，潜意识里恐怕是想说大伯写的字实在好不到哪儿去。事隔多年，如今的作者早已成熟
，但内心依然为这件幼稚的事情感到遗憾。庆幸的是，大伯是个大度之人，并不在意。三是作者浓浓
的乡土气息和对民间文化的珍视。乡土那种轻松活泼自然天真的气息让作者深深着迷。“梦忆”部分
作者所写的并无甚名贵花类，都是童年时期最常见的苜蓿草、紫花地丁、合欢与萱草等。把味这些乡
间的野草，也就是把味作者的童年。乡村是作者的根，于作者有股浓厚的吸引力。作者说自己不喜欢
在游泳池游泳，嫌地方局促，人员嘈杂。然而在晋阳湖野泳的时候却激情澎湃：“在这样开阔的大湖
中漂浮，是十分舒适的，缓缓地动一动胳膊，或摆一摆腿，只要是自己不至于沉下去即可。有时候披
开几根缭绕的青荇，仰在水上，舒展开资质，像一条随意东西的鱼；或偶尔抬头看着天空，无意间会
觉得天蓝云白，世界竟也如此高迥，如此快哉。”这样的游法，莫说作者大赞快哉，就是读者怕是也
早已心驰神往了。  此外，作者还深爱着传统民间文化。河北梆子是作者家乡高阳县的传统戏剧。作
者小时候便随奶奶常去庙会听河北梆子，耳濡目染，作者不仅喜欢河北梆子，而且还是河北梆子的群
众演员。河北梆子高亢嘹亮，悲壮慷慨，极富感染力。民间文化可能会缺乏精致的雕琢，但民间文化
骨子里的那种野性力量却令人鼓舞感动。这不也是作者的文学立场吗？四是作者融史入景，学殖丰富
，兴趣广泛。阅尽全书，巧妙地历史人文典故比比皆是。作者有感而发，信手拈来古今中文历史人文
。写燕子矶，则想到落笔萧萧的画家龚半千；登黄山，则想到法、我皆空的渐江；于闽北，则想到须
发苍苍、曳手负杖的朱子。可见作者的学识广博及平日的刻苦积累。至于“乱弹”，则更显作者的学
殖丰厚，兴趣广泛。且看作者“乱弹”了那些，有画家莫奈，哲学家阿伦特，音乐家瓦格纳、肖邦，
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经济学家哈耶克等等。不知作者音乐、绘画如何，但作者于书法上的造诣却为我
所亲见，我虽不懂书法，但作者的书法整体上给我的印象是稳健活泼，苍劲有力。作者能写这么一首
漂亮字迹，不免要感谢他大伯了。合上《时光的踪迹》，窃以为其文真如其人，有真性情。我未来北
京读书之前，早已耳闻作者大名，早有上届上上届学姐学长跟我说要选刘老师的课。及至上他的课，
才更觉作者飘逸豁达，平易谦和，学殖丰富，感情笃热，幽默风趣。后来才知道他先后从名师学过新
闻、中文、经济史等学科，这也难怪“乱弹”涉猎面之广。只是刘成群老师偏瘦，我想“著书只为稻
梁谋”的压力还是很大。“十年春鬓十年梦，一步樱花一步尘。”我期待作者于学术于文章上有更大
的成就，但我更期待作者能常葆活力，能常以三岁童子之眼洞察世事。最后，以一则逸闻结束我这篇
“乱弹”吧！那是快期末了，有一次下课，刘成群老师说：“你们得好好写期末论文，否则我只能给
你们最低分了。”同学皆屏气静候这最低分是多少。紧接着刘成群老师重复了一遍：“否则我就只能
给你们最低分80分了。”不了解作者的人恐怕要说他为人师表不负责任。事实上刘成群老师认真负责
，努力勤奋。最关键的是于分数上慷慨。哈哈，趣闻一则，资以笑谈，无必较真。欲了解作者，还是
去读《时光的踪迹》吧！
3、打开这本书，如一缕轻风扑面而来，伴随《时光的踪迹》，我们走入作者人生杂花生树的十年，
丰沛而又沉酣，淡泊而有笃定。沿着他足迹所到之处，不管登临怀古，述志远游，还是叙事怀人，谈
天说地，都于淡淡的岁月中品味时光的真味，让生存呈现出本真的一面。在这个忙乱倥偬的人世，人
人唯恐被时代的列车甩下，作者却时时不忘在大自然的真与美面前驻足，以赤子之情、清峻之笔拓展
着人们心灵的空间，让每一处风物成为陌生读者心中的故乡。让旧人与过往念念不忘，让时光与青春
交互回响，《时光的踪迹》既有中国古典散文如桐城古文的清新隽永，也有现代大师如周作人散文中
淡淡的苦涩轻灵，它将每一处山水不管是温榆河的雨天还是宛平古城，不管是走马川的芳踪还是布尔
津眼神，变成了你心中的人文故乡而绝不矫情；在作者的娓娓叙述中，你走近思想史、艺术史中那些
璀璨的群星如阿伦特、哈耶克或者莫奈、肖邦，与他们喁喁而谈，恍若亲切的朋友；你认识乡野中那
些村夫野老把他们每个人为俗世淹没的才华和人生，都看成世界的奇迹而感叹嘘唏。梦忆故乡、云游
四方、乱弹天地，《时光的踪迹》既有学者的渊博，又有文人的洒脱，使喧嚣的日子沉淀，让过往的
时光显现，任心灵的阳光投射，随自由的行旅漫延，这的确是一本你不容错过的好书。
4、这是一本当今社会极其值得推荐的优秀作品！人真、情切、意远⋯⋯每篇文章都攫住了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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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的踪迹》

我被其中深远的意境所吸引，被那真挚的情感所深深打动，被先生那广袤的学识所折服！同学之间也
争相抢阅！该散文集要远比我所分享的要好，但我还是实在忍不住要分享我的读后感。每个人的经历
中都有些许值得回忆的往昔，但我等庸人都在漠视中逐渐淡忘了。而在先生的笔下却都是那么的意境
优美，令人神往。那优美的语句，那一看就会让你爱上的表达方式，会让你刚开始品读就会喜爱上它
，再继续阅读便会发现它区别于一般散文游记随笔的奇妙之处。之于《云游》部分，简单的几句文字
便会自然而然引人入胜了。品读之中，总感觉跟在先生之后与之同游，借先生的视野观景物更借其深
邃的思想体验背后的人文。但其实最好是别跟先生同游，即便同游也不能轻易与之交谈，不能扰其深
思⋯⋯之于《梦忆》部分，瞬间也会被先生在《菜园》里那“繁花四起的童年”所吸引，要我可能也
会因此而产生“拥有它就不需要玩伴了”的感觉。先生对菜园的喜爱和留恋是定不会比鲁迅先生对百
草园的少。其后的篇章中的人、事、物于先生来说都似乎“就是那样的一种清香”，陪他“一路迤逦
⋯⋯”。鹭姐姐虽“眉宇间暗含一种沧桑的况味”，“却没有听到她抱怨什么”，并依然在谈话总有
那“云淡清风的舒爽”，而先生终“免不了被她眉宇间的落寞感染”。大伯、冯老师⋯⋯都是那般的
真切，但“凡尘岁月中⋯行色匆匆里”，总不免“不知遗失了多少待解的风情⋯⋯”。其实，先生没
有遗失，而是将之在“无尽的怀念”中化为永恒的优美。品读这部分总有一种读《朝花夕拾》的感觉
，这虽不是先生的夕拾，但这于文学作品本身，其深度和优美是令人敬佩的。之于所谓的《乱弹》，
实则点评精辟深刻到位，读来也无不深受先生对艺术、哲学、史学等方面学贯中西的博大而又精深的
学识所折服。先生是喜欢悲情英雄的，因“他们的人生都闪耀着悲情的美丽”。此外，还有种冲动去
欣赏冀中的“桃花、梨花、杏花、海棠花⋯⋯”了！那才能体验出真正的“赏花之乐”。是的，想来
家乡的普通花儿确实比“养在盆子里”的花更有韵味，因为它们天然而又能牵引我们的思绪⋯⋯从我
打开这本朴实中不乏精致的散文集时，便有了种亲切的好感。品读过程中，每每体验到中学时代课本
里的经典散文那种意味深长，使人回味无穷的感觉。甚至有小孩那种舍不得把好吃的东西一下子吃完
的心理，应该慢慢的细嚼慢咽。但这毕竟与吃货不同，吃的东西吃完便没了，先生的书，可以读了再
读，再读三读的⋯⋯我想当前是难以找到有如此令人欣喜的作品了。即便是曾经现代著名散文学家，
其几篇作品能选入中学课本，但当我以那种期望去看其整本书籍时，往往难以发现其他篇章能持续的
打动和吸引我。而先生的这本《时光的踪迹》，每篇文章都能攫住我的心，令我敬佩！折服！尽管先
生寓意该作品是其对文学生涯的作别，但我仍然特别期待他能继续出品这令人激动的优秀作品。抑或
我的愿望不能实现，以后即便是读他关于产权、契约、民主类的作品定还会在其说理透彻外依然饶有
趣味。
5、捧读《时光的踪迹》，读《云游》，看到好多自己去过并很熟悉的地方，留在记忆中的是风光旖
旎，氤氲一片，而出现在作者笔下的竟是历史、人物与作者自己情怀的结合，场景仿佛被拓宽，历史
仿佛重现，眼前的景物因而显出其厚重的美。不看作者的简介，简直以为作者是一位渊博的老者。读
《梦忆》，又随作者去了他的家乡，嗅闻故乡的野花香味，感受对家乡亲人的真切怀念，从而感受到
作者一片澄澈的心境。读《乱弹》，便又知道了些名人轶事。总之，此书摆古论今，谈天说地，在清
新的文字中留住了这匆匆而过的时光的踪迹，显示了作者的真性情，确实值得一读！
6、　我是理工科女生，但平时也爱看看书，看见刘老师出书了，那必须买来看看。特别喜欢老师通
过文字描述让我想象到那种场景的感觉，就像身临其境，实在是太好了。羡慕老师的文笔，永远支持
老师！！《时光的踪迹》一定要好好珍藏！
7、成群老师的文章，文笔隽永流畅，感情细腻真诚，尤其是对人物的描写刻画，更见作者率真诚挚
的性情，如对姑太姥爷、大伯、祖母的回忆描写，读后更是让人感动，许多情节宛若似曾相识。由于
本人最近在读明史方面的作品，看到作者对徐达、常遇春的分析评价顿时有种共鸣之感，可谓直切要
害，而作者对司马迁及《史记》的分析点评更是入木三分，其分析之独到，理解之透彻，让人茅塞顿
开，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文史功底。本人力荐此书。
8、2013年5月份有幸读到《时光的踪迹》，初看书名以及装帧很亲切，拿起书来细细品读美文，读完
后不由得想写心得，刘成群先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最好年华（2001-2011年之间）的记录“云游”千山
万水的心境与所思所想、，“梦忆”童年、故乡、老人，“乱弹”音乐、绘画、思想名家，“戏”说
河北梆子，谈赏花之乐，读出刘先生笔调平稳舒缓，但在平缓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思想功底和个人
风格，巨大的感性魅力和理性力量催人深思跃然纸上。爱好旅行的人大多有那么一种心态：这个世界
是那么的大，而我们是那么的小，如果不以我们有限的时间和生命去看看这个几乎无限的世界，那怎
么对得起这一生。善于观察的人，即使走熟悉的街道，看看常见的花草，也会有不一样的发现，而不

Page 9



《时光的踪迹》

单单是要靠旅游这样的经历。《时光的踪迹》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阐述了这样一种态度，而且书中还
提出了“静静的鉴赏”，贵在鉴赏源于自然的天性，物我合一的境界，缤纷艳丽的打扮，不一定能俘
获渴望审美的眼睛。
9、马堡的曙光　　　　　　　　　　　　献给阿伦特马堡的岁月蔓延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所有的
音符所有的咖啡豆所有的智慧所以的仰俯都关乎着那捧存在主义没有人注意到马堡的窗外有一束淡淡
的光亮那是把人还原到世间的光她没有庞大的体系却一直默默的普照着大地“她的思想是人间的阳光
的指向个人体的自由发展“阿伦特蓬勃的温暖“温暖着每一个自由的灵魂”当然她的温暖“温暖过世
界上一颗最为冰冷的心脏”那是一颗属于存在主义的心后记：谈阿伦特，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和前几篇
一样，说的是关于成功的男人背后有成功的女人。莫奈的红围巾，哈耶克的海伦娜，海德格尔马堡的
阿伦特。。。。。。平时，我们都习惯了关注成功的画家，出名的经济学家以及有名的哲学家。但是
，我们忽视了属于他们背后的另一半成功。那是来自女人的成功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但是刘成群
老师注意到了。而且，还专门列出一篇来写。这种精神，应该是一个哲学家所备的品质。是宗教所关
注的，世人的疾苦喜悲。也许，对许多人讲，她们就是列维纳斯的他者。
10、书作者说过，无论是文字或电影，及其他一些文学作品，都应是作者把自己真实的情感，放在案
板上，一层层剥开，展现给读者。之于读者，我想便是应该体味作者勾画的场景，感受情感，或有所
共鸣，或置身其中。这本书作者真情流露，文字温暖、平淡，读来内心平静，几有将自己抽离现实，
置身广袤土地的魔力。
11、《时光的踪迹》主体分为三部份：云游，梦忆，乱弹。前有厦门大学中文系谢泳先生作的一篇序
，末附先生自己写的后记。装帧、文字与作者皆清新、清澈。【云游】部份，主要记录了作者十年时
光中所走过的山河。【梦忆】部份主要回忆了作者的童年、少年以及青年岁月。至于【乱弹】，看完
这部份，我不禁在心里暗暗叹道，先生其实是个资深文青，是个雅痞嘛！音乐、绘画、文学、民俗、
制度，先生均能一谈。文学谈得有板有眼，那是必然，刘成群先生本身就是一位文学老师。然而，先
生也谈莫奈、谈瓦格纳、谈肖邦，且谈得有眉有目，有情有义。第二部分【梦忆】，我最为喜爱，原
因很简单，因为情浓。在这一部分里，先生记录了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旧人旧物，是先生最
美好最诚挚的回忆。无需过多的文饰，只消那一份情，也就十分动人。先生也是细腻幽微之人，有时
候幽微灵秀竟不下女儿心思。最后读的是第一部份【云游】。这一部份中的文章最见得刘成群先生的
学者气，须得细细读。景是景，是人，是文，是史。写景处，有优美亦有壮阔之美，有绘画之美亦有
音乐之美，如歌，如画，如诗。作者看到的不单单是景，也有风光中承载的历史，承载的文化，承载
的精神气。
12、午后，晚饭些许，收到刘成群先生《时光的踪迹》，浅黄色牛皮纸封面，磨砂纯白色护封，装帧
清新雅致，有青春感。未及看，匆匆瞄了一眼，厦门大学谢泳先生题序，言简意赅，惜墨如金；作者
后记，寥寥几笔，却是很实在。成群先生师出名门，然笔墨间均“一位”带过，未及名姓。诚如君言
，人与书“如此清澈”，鲜见。
13、刘成群老师自称“河北梆子群众演员”，还真听他唱过几次，当时感觉是鸡狗仰秣、蛇鼠出听，
实在不堪入耳。不过读了他的《谈河北梆子》后，始知“苍凉高亢、嘶喊哭号、大吵大闹、如醉如痴
”原是其应有之义。就像朗读古文，我们未见得能读得好，但只要常去读，日久自能和古人相视而笑
，莫逆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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