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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烟湖水曾相识》

作者简介

朱煒，筆名清書，1989年生，浙江德清人。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文秘專業畢業，曾獲徐志摩詩歌獎
、恒源祥文學之星、教育部國家獎學金。現供職於德清縣圖書館，出版有隨筆集《清汗集》、《詩詞
小品》。2012年被評為浙江省地方文獻工作先進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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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烟湖水曾相识》

精彩短评

1、全书以历史名人与杭州西湖之因缘为线索，探幽述胜，凭吊抒怀。袁逸先生在序中如是写道：“
感觉朱炜的书好看，有料，值得；除了文采禀赋，更因了其真切而难得的在这样年纪少有的古典情怀
、历史视野。”
2、写的很好 贴近生活 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 朴实而优美
3、关于西湖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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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烟湖水曾相识》

精彩书评

1、那天，我陪着一位许久不见的好友，到西湖边散步。微风送爽，两人聊得十分投机，不知不觉，
天就暗了下来。告别之际，朋友半开玩笑地对我讲：“我很嫉妒你，你瞧，你在这座城市有着这样好
的一个湖。”是啊！多好的一个湖，很美，也很神奇。仿佛再坚硬的人心，到了西湖似乎就会变柔软
；而再激烈、决绝的往事，跟西湖拉上关系，也会凭空生出几分和缓的韵致出来。可话说回来，西湖
再好又怎样？在很多人眼里，西湖不过就是一池水，一个没有淡季的景点，最多是一种若有似无的自
我慰藉罢了。我答道：“西湖？是很好的啊，不过我已经好久没去了，太忙⋯⋯”现实生活中，我们
早已习惯了西湖被标签，所以，才会一边言之凿凿地说“爱”着西湖，一边却一次又一次地忽视她，
冷落她，躲避她。有一天，当我们开始真正地憧憬她，怀念她，不顾一切地奔向她时，却发现，她其
实离我们很远很远。总之，我们的“爱”有点虚。幸运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起码朱炜就完
全不是。说起来，我跟朱炜也不过一面之缘。那时的他还没毕业，在杭州图书馆社会文化活动部见习
，而我，作为《中学生天地》的编辑去采访他。我了解到这个个头不高、说话温声细语的男生，古典
诗词功底深厚，看过很多闲书，写得一手好文章，并热衷于大学生社团活动。无意中，他告诉我，他
还有骑单车的习惯，刚来杭州读大学的时候就去西湖骑了一圈。现在我才明白，当时朱炜所谓的“骑
西湖”，绝不仅仅是走马观花——他已经在开始他的欣赏、感知和沉思。那些远去的背影，那些瞩目
的历史事件，浪漫的、凄婉的，厚重的、飘渺的，完整的、残破的，他都饶有兴致地一一探访，查证
，并记录下来。而后回到寝室，在灯下，精心组成一篇篇千字稿，投给相关的副刊，其中多数都发表
了，如写苏小小、苏东坡、苏曼殊的几篇被争相转载。两年下来，最终有了这本不属于这个年纪应有
的，却真真出于他手的西湖文化随笔。乍一看，这本书可称作最新版的“西湖攻略”，虽写西湖的书
多了去了，可少有这样别出心裁的。再读，这纯然是作者朱炜一个人的西湖，没有你的事，甚至你会
觉得他不太“识趣”。书中所写既不好玩，也不实用，讲了一大堆有关西湖的典故和情感。往下读，
稍有些感觉了，偏不得法，读到喜欢的，你就像一口气喝了半瓶水，或者“煲”完一个电话粥。效果
还是有的，可少喝这点水、不打这个电话又如何？你还是你，西湖还是西湖。唯一令你纳闷的是，朱
炜怎么会如此有心，在意，全身心地投入，关键他还不是杭州人，所有缘起皆因他心中有西湖，以及
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山水的由衷热爱。他给我看过他填的《忆江南》词牌。春来早，最好坐西湖。
拂面珠风消歹意，红桥柳舍起平芜。鸪鸟矮浮屠。（《湖上闻鹧鸪》）丹青恼，泼墨绘吴宫。堤笼烟
霞云湿镜，舟行桥板水如龙。山色有无中。（《雨湖》）而读他的西湖散文，不禁使你想到俞平伯、
黄文中、倪锡英那一帮人。他和他们的执着精神一样可爱，身上的文士气一样古典。他笔下的西湖是
升华了的西湖，是卓尔不群的西湖。他有意要还原西湖的文化语境，他对西湖的深情就仿佛西湖是与
他命运相连的恋人一样。所有这些，都是令我感佩的。很明显，朱炜是我们这个讲求效率和强调“超
能力”时代的“不合时宜”者。他的世界没怎么变，尽管他的脚步与我们一样忙碌，而许多人已不知
自我，只剩下节奏和不该有的欲望。我们日复一日地穿梭于影院、商场、咖啡吧之间，试图购买充实
与欢乐，换回的却是难以排解的孤独和疲倦。有多少人，甚至已无法做到在一块石碑、一副对联、一
丛花、一棵树的面前，静静地坐下来，感受天地，回看自己。我们太需要这样安静的时候，于闹市之
中寻找内心踏实的所在。所以，年轻的朋友，我非常乐意向你推荐朱炜的这本书。如果可以的话，还
希望你能抽出一点点时间，带上它，走到西湖边，坐下来慢慢品读；或是跟随朱炜的脚步，同经历阴
晴雨雪。总有那么一刻，你会发现，你面前的这个湖，重新变得熟悉、灵动、丰富了起来，就像你自
己。《中学生天地》编辑   翁云骞2013年6月30日于杭州
2、西湖人物志的散文化书写——读朱炜《湖烟湖水曾相识》胡耀飞（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西
湖之所以为西湖，一半因湖，一半因人。说湖，自然是湖本身的迤逦风光，吸引了游人到访。说人，
则是人的活动为西湖的美景增添了人文色彩。因此，自然地理角度的西湖和人文历史角度的西湖，不
可偏废。就前者而言，郑瑾所著《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便是学术角度
对西湖历史的梳理。就后者来说，除了王国平主编的煌煌三十册《西湖文献集成》（杭州出版社
，2004年）之外，还有大量散见的关于西湖的诗文集，是对于西湖人文历史来说不可或缺的文献。而
最新出版的德清朱炜所撰《湖烟湖水曾相识》（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便是其中较为优秀的
一种。此书是作者最近数年来关于西湖的散文合集，每篇多以一位与西湖有关的历史人物为主角，从
作者寻访旧地开始，把这一人物与西湖的种种往事娓娓道来。彷佛一位导游，带我们领略西湖的人与
景。正如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袁逸先生在序一《来点掌声》中所说：“他于传统文化发乎内心的

Page 4



《湖烟湖水曾相识》

嗜爱，用心浸润其间，陶然其中，指点湖山，恣肆激扬，叩首故土，深沉幽远；或阐发警世，或挥洒
明志。”亦如《中学生天地》编辑翁云骞先生在序二《非常推荐》中所说：“跟随朱炜的脚步，同经
历阴晴雨雪。”对于笔者来说，最感兴趣的是此书本身的核心，即所写与西湖有关的人物。除了第一
篇《杭城的雨季》并无专门的主人公，可算引子之外，此书其余每篇文章所涉及到的主人公大约有50
多位。此书所有文章，亦按所涉及人物的年代顺序，从最早的南齐名妓苏小小，至最近的湖州书法家
费在山（1933-2003.7.12）先生，基本囊括了大部分与西湖有关的文化名人。此外，书中所涉及的人物
中，又有两个姓氏的人物最多：林、俞。此书所涉及的林氏人物，计有：奉化林和靖（967-1028）、
平阳林升（生活于宋孝宗时代）、据说是林和靖直系后裔的林净因（生活于元末）、侯官林则徐
（1785-1850）、上杭林汝霖（？-1860）、侯官林启（1839-1900）、闽县林纾（1852-1924）、侯官林
寒碧（1886-1916）、和县林散之（1898-1989）、闽县林徽因（1904-1955），凡十位。此十人中，真正
是近亲的当属林寒碧和林徽因，林寒碧是林徽因的从叔。但闽浙两省林氏一族多与西湖发生联系，则
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除了林氏族人在文化方面本身的贡献这一原因之外，还与梅妻鹤子
隐居于西湖的林和靖先生有莫大关系。虽然后代的林氏并非都能追溯到林和靖，但作为林氏历史上的
名人，其巨大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如人们会把苏小小附会为苏东坡的妹妹一样，对于同姓名人的
亲缘联想，是中国人重视家族观念的体现，也是文化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方面表现于正统观
念，比如古代家世不显的开国帝王一般会把自己的谱系上溯至古代的名人，比如汉高祖刘邦自称上古
御龙氏刘累后裔，魏武帝曹操自称汉初开国功臣曹参后裔，唐太宗李世民自称老子李耳后裔等等。另
一方面也体现于家族文化，比如中古时期的墓志制作中，最开始的部分就是对墓主人先世的揭示，远
溯上古得姓始祖，中溯历史上本家姓氏的名人，近溯高祖、曾祖、祖、父数代。对此，笔者在一篇论
文中以“远祖”、“中祖”、“近祖”指代这三种“祖先”形象（参见胡耀飞：《上党雍氏考——藩
镇时代下层武将家族个案研究》，待刊稿），林和靖先生若出现于明清以来林氏族人的墓志铭书写中
，基本就是“中祖”的形象。当然，这些祖先形象的具体时代区分在此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祖
先形象对于同姓后人的示范作用。就林氏家族而言，林和靖与西湖的亲密关系，使得林氏后人对于西
湖会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从而造成了本书近五分之一的主人公皆为林氏的现象。林氏之外，又以
俞氏最多，包括俞樾（1821-1907）、俞陛云（1868-1950）、俞同奎（1876-1962）、俞平伯（1900-1990
）、俞泽民（1931-），凡五位。这五人，皆属近代文化世家德清俞氏的族人，其中俞陛云是俞樾之孙
，俞同奎是俞樾胞兄俞林之孙，俞平伯是俞樾曾孙，俞泽民是俞平伯之堂侄。这是作者身为德清人的
特殊关注点，即德清近代史上著名的文化世家。明清以来，德清县（当时的德清县仅包括今德清县的
东部地区）在文化、仕宦方面素有徐、胡、谈、蔡四大家族（本书中尚有一篇关于德清蔡家与西湖的
文章）之称，而俞氏则是四大家族鼎盛期过后，新兴的家族。这归功于晚清朴学大师曲园先生俞樾的
开创，又因二十世纪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先生而声名在外。但毕竟俞氏一族自俞樾幼年离乡后，一直
在外漂泊，他们与德清的关系每代愈弱，反而与杭州西湖建立了深厚的渊源。其中引领家族与西湖渊
源之风尚者，即俞樾主持西湖边孤山下诂经精舍数十年这一经历。近年来，对明清近代文化世家的关
注，日渐盛行。关于德清俞氏，即有俞润民和陈煦合撰《德清俞氏：俞樾、俞陛云、俞平伯》（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马晓坤《清季淳儒——俞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其他
文化世家，如浙江大学出版社所出“浙江望族家族史研究系列丛书”中陈连根和张银龙合撰《人贵自
立：湖州钮氏家族文化研究》、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周扬波《从士
族到绅族：唐以后吴兴沈氏宗族的变迁》、毛策《孝义传家：浦江郑氏家族研究》、周淑舫《东山再
起：六朝绍兴谢氏家族史研究》等，都是相关兼顾学术与普及的研究。本书作者朱炜将要出版的另一
部大著《花落春仍在：寻访德清俞氏》，则是对德清俞氏三年多关注的集大成者，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说到最后，也不能忽略本书其他内容的精彩，特别是关于苏东坡的一组文章，以及对其他与西湖有
关，但名气稍小的文化人。如果把此书作为一部《西湖人物志》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散文化的人物志
书写，比枯燥乏味的地方志中的人物列传，可读性无疑大大增强了。希望能够多一些这样的散文化的
人物志。刪節版刊於《天香》第四期，第2版，蘇州：蘇州圖書館，2014年7月。此為未刪節原文。
3、我不清楚，朱炜为何找我写这序。他来电说认识我，听过我的课，我却不无茫然。真的。初，不
识朱炜几何，年岁、经历、才学、志趣、品性⋯⋯原以为，无非是文艺青年的习见不免骄持自得，往
往是不痛不痒的浅吟低唱或为赋新诗强说愁；直至，认认真真品读完了他的所有篇章。是的，是“品
读”。一页一页，全神贯注地看，一篇不落，饶有趣味地赏，逐行逐句，用心亦受用。年后，连续用
了十来天时间方读毕这十几万字。从2月22日起，每天五六篇左右，静心，慢读，摒却繁杂干扰。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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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却不是这样的。于我，为人作序从来是个勉为其难，笑比哭还难看的苦差事。往往是，接了写序
委托后，敷衍了事，一目十行，浮光掠影，不消半天光景，一部书稿已大致浏览一遍；再费尽心思挤
出些漫应凑数的文字来。这次也不例外。例外的是后面出现的变化：由漫不经心到喜欢上这些文字，
从要我读到我要读，进而喜欢上了这个多少还有点陌生的年轻人。感觉，朱炜的书好看，有料，值得
；除了文采秉赋，更因了其真切而难得的在这样年纪少有的古典情怀、历史视野。朱文下得功夫，博
览广收，肚里有货，笔下异彩。举例来说，其超过半数的篇章涉及杭州的名人遗迹、风物掌故，虽久
居杭州、年届花甲、同样喜好文史的我，于其篇章中仍得益甚多，眼界频开。如，于《四百三十九甲
子》中第一次得知这种以六十天为单元的干支纪年岁的独特用法；于《俞楼往事》等篇获知，吾家居
近傍的横河桥许家竟与德清俞氏有着如此密切的姻亲之缘；于《殉学烈女惠兴》一篇感知著名的“杭
州官立惠兴女学堂”的创办人惠兴女士以身殉学的悲壮，以及其对清廷最终开放女学的深远影响，于
《节妇郑淑嫦》得悉清同治朝降低节妇标准的史实：“不论妻妾，但年三十以前夫死而守节至五十岁
者，或年未五十身故，其守节已及六年者，均谓之节妇。”读来，犹感觉一如今天评职称的破格条件
，标准降了，教授、研究员便多了起来。朱文中，即使是一些已知的内容，如写苏东坡、岳飞、柳如
是、秋瑾等，也多富创说异见，颇新耳目。不怕你笑话，读的过程我还摘录了不少感兴趣的资料，如
林纾的“棺铭”及《湖滨补读图》、莫干小学“耕读”图案的校徽设计等，又存录诗词典实若干。更
为意外的是，竟于《西湖小浮梅俞》篇中发现了光绪五年该船装饰有玻璃窗的记载。一直以来，因对
读书题材的关注，我也顺带着搜集玻璃窗在清中后期的民间应用的目的，无奈，此类记载非常难得，
无线索，无规律，可遇不可求；往往是数载下来仅得三五则零星资料。故这样的觅得可说是欣喜。《
湖烟湖水曾相识》一书，凡七十篇，以历史名人与杭州西湖之因缘为线索，探幽述胜，凭吊抒怀，于
清丽文辞中时见少年老辣。尤写德清俞家影事几篇，经由这位小老乡的灵秀笔墨，其佚闻掌故多有可
采、可叹、激励后学者。同样令我意外有获的是，我从此书中获得了我馆的老馆长——曾于清末执掌
浙江图书馆事务的著名学者俞陛云先生的事迹，特别是一些细节，弥补了以往的粗疏。是集若说有什
么不足，我的感受是，个别的篇幅无论是内容还是文采都略显平乏，不免说教，亦见重复，若能更加
精炼，可能更好。读朱文，字里行间总能感觉挥之不去的民国范、江南忆，他是适合于这类杨柳晓月
的景致腔调。就我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书中最能洞悉著者古典情怀、小资浪漫的是《杭州的雨季》
。其悼惜传统江南之逝亡哀而不伤：“在我记忆中，濛濛的，悠悠的便是江南的雨。我喜欢看那雨中
屋瓦的青黛色，看那被雨烟熏得幽微的粉墙。⋯⋯可是，现在的我已很难找到江南最初的印象，或许
是我想的太旧了。⋯⋯虽然江南换上了‘新颜’，但我依旧难忘它的过去，爱它的‘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正是，我心戚戚！要命的“日新月异”已让我们故国梦萦，魂魄无依。我不
知道，朱炜是否会后悔让我作序。不容否认，他确实找到了赏识他也能大致读懂他的人，却并不一定
是适合为他的集子作序的最佳人选；更不能于他的前程有所提携、识拔。吾辈一介布衣，况已老朽。
在读稿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汗颜和难以胜任，自古英雄出少年，朱炜在许多方面的功底
和表现在我之上，尤其在古典文学修养及文笔禀赋，还有那滋滋生发、拔节破土的气象。我真怕狗尾
“序”貂，坏了他的精彩与美好。始终觉得，朱炜这样的青年在当今浮躁功利之世已不多见，不因他
的才情，亦不因他出了这么一本文集；而是觉得，他于传统文化发乎内心的嗜爱，用心，浸润其间，
陶然其中，指点湖山，恣肆激扬，叩首故土，深沉幽远；或阐发警世，或挥洒明志。其在《偶闻敬文
先生》一文中写钟敬文：“在他，少年也识愁滋味，游景记之，却每每氤氲着诗意的魅惑。读着这些
浮于纸面的文字，仿佛是看老画，浓淡正好，深浅相宜。唯一画中人却是十分模糊的。”我却分明觉
得，这模糊的人写的正是他自己。时时留意皆学问，处处用心常收获。如今，他总归收获了这金灿灿
、沉甸甸的一份果实。如果以一句作评价，这是一个有不俗追求、识见、情怀的后生，而好学、勤思
、力行，则是其鲜明的个性标注。曾经，在其二十岁前的六年间，他每晚读一首唐诗，从无间断；非
为父命师训，无须刻苦坚持，只是因为喜欢，投合。性所愿，心向往，沁润其中，不亦乐乎。来点掌
声，为小荷露尖角；来点掌声，为杨柳长新枝。而我，眼下最想对朱炜说的是，就这样，从汝所好，
一路继续。不急于展示什么，获取什么，成就什么。风轻云淡，来日方长。浙江图书馆研究馆员、浙
江省图书馆学会秘书长  袁 逸2013年3月6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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