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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紫微，1984年10月生于北京。2003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2007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专攻古代
文学，获魏晋隋唐方向硕士学位、先秦两汉方向博士学位。爱好旅行、写作、绘画，致力于结合学术
研究、用文学和美术的形式深入浅出地再现历史，赋予今人对古代文明的想象和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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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认真阅读过的一本好书，其貌不扬的外表里面竟藏着珠玉。四部分：闻见——一些历史上的都市
、如今的“荒郊野岭”的旅行见闻，在今昔对比的繁华与衰败之间寻找历史的真迹；省思——故纸堆
里，也能翻出关于司马迁、曹操、周瑜、红楼梦人物等鲜活的印迹；歌诗——访古探奇时写的诗歌，
班张辞老诗家尽，汉巍风回啸影孤，很有老杜的风味；演义——如同鲁迅的“故事新编”，古人物变
成了小说主角，饶有趣味，改编成电视剧绝对能火一把？哈哈。作者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临睡前
读一读，仿佛与她一起走进了古代的社会，去探奇，去思考，浮躁的一天也能沉静下来，获得心灵上
的满足。
2、内容丰富的一本书，平淡朴实的文字中隐含思想的奇崛。期待更多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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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时间从过去来，流到未来去，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隐藏着古人的痕迹。在某一个雨后的傍晚，
我们会不经意间与他们相遇。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一瞬间虚无显现成真，虚实交错，恍若隔世。这
是与“古”相遇带给我们的惊喜。“古”有着极大的魔力，吸引着我们去探寻去发现。紫微在书里记
下了她的许多次访古，这些古有著名的泰山、曲阜们，但更多的是不著名的楼桑村、田义墓们。混迹
帝都十余年，自认为去过不少名不见经传的古迹。看到书里的这些记述，我还是暗暗吃了一惊。田义
墓位于石景山模式口的村子里，要辗转倒上好几路车。景泰陵在玉泉山北麓的围墙内，怕是要多方打
听才找得到。唐祖陵所在的隆尧，从北京要坐五六个小时的长途车。然而那些地方就是在远处召唤着
我们，那些诞生了乱世英雄的小村庄、那些埋葬了一代帝王的小土丘，千载之下，我们一定要与它们
相遇。这是“古”的诱惑，也是紫微不舍的愿力。然而，当我们走近时却发现，这些“古”在当下已
经成为现代文明的抛弃之物，它们被掩埋，被拆卸，被遗散或是被消费。尘土飞扬、垃圾成山，污染
遍地或是游人密布。这是它们尴尬的命运。紫微的文字里也记录着这些痛惜与无奈。异域之游带给人
的总是别样的体验，但将这些体验一一付之文字，却并非易事。紫微的外国闻见记几乎篇篇都好。那
些文字不是单纯的白描与叙说，而是立体的，彩色的，丰瞻饱满的。在紫微絮絮地述说中，我们仿佛
跟随她一道在吴哥注视一座又一座的佛龕，感受奈良城外油绿稻田的清香，聆听圣母升天大教堂外深
厚的钟声。又经由她的笔触，引领我们走进另一个不一样的时空，想像湿婆与毗湿奴从印度神话中走
来，看到叶卡捷琳娜坐在花园里，金阁寺僧隐没在幽暗的回廊尽头。读紫微的文章好像看到一幅书法
的形成，那仿佛不经义的起顿，流水般一笔一笔转折下去。轻盈的提按，微微的逆转，偶尔的侧锋，
笔起笔落，倏然而成，余味不绝。紫微的文章是儒者之文，不是恣肆无涯，也不是飘荡流逸，而是灵
厚雅正，进退有礼，主文而谲谏，涵蕴而妥贴，一如她的人，清雅中正，温润内秀。在我看来，在这
本小书里最好的还是游记之文，它们叙记见闻，直面内心。论说短札随事而议，文字虽好，不免稍逊
一筹；诗歌韵脚追摹古意，藻琢文辞，别有意趣；小说演义亦真亦虚，时空交错中，保存着年轻的驰
骋幻想。历史从来没有走远，无论置身于都市还是游历于乡野，在心灵沉静的时刻，我们总会与古物
、古人相遇，迷失于时间与空间所幻化出的瑰丽中。个人的生命也是一种历史，正如紫微在扉页中所
言，“谨以此书问候十年的自己”，以这样的文字记录下行走的足迹、心灵的成长，对偏爱与古为伴
的书生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纪念了。
2、这是一本很私人的书，你能从书中看到真实的作者、作者眼中真实的世界和作者脑中真实的虚构
。十年的文字选于一册，版面字数也仅仅20万，多乎哉？不多矣。然作者情之所钟，正在于此。不论
抚今追昔、坐而论道，还是赋诗言志、钩沉故事，篇幅长短不一，都是兴之所至，行于其所当行，止
于其不可不止。这样的文字，往往能直达人心，让人感受到作者独特的品味，和不一样的深刻。“与
古偕行”作为书名难免太过素淡，加之其素净的封面，可以想见此书绝不会畅销。但这样的书名和封
面，也正表现出作者的姿态，一如书中的文字。这就是作者的一个交代，不为取悦大众，只为诉诸同
好，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是也。懂的人自然懂，欢喜的人自然欢喜，珍重的人自然珍重。
3、紫微的书终于出版了。认识紫微，是她刚入北大读硕士的时候，我正在读博士，我们成了同门，
从此聆听一起恩师傅刚教授的教诲，同窗共读，朝夕相处。而那时，就早已听闻她是南大的才女，以
优异的成绩保送进入北大。每次见到她，都是纤细的身躯，平静的眼神，优雅的服饰，清新与文艺十
足。从举手投足，也知道她的生活非常精致，也非常小资。紫微会写诗，会作画，含蓄而内秀，清净
寡欲，独善其身，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上，这非常可贵。待我毕业后，我们见面就少了，一次我偶
尔回京，紫微与我相见，约去圆明园，她说那其实是最美的地方，我也因此而再次重新体会圆明园。
晚上聚餐时，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她的先生于志飞，二人默契相合，真为她找到了如意的伴侣而高兴。
而她这几年，也经历了很多人生大事，从博士论文写作到结婚以及工作，一晃之间，我们都在成长。
《与古谐行》是紫微多年来文字的结集。前段时间，她告诉我她的书出版了，寄送我一册，淡雅的封
面，优雅的书名，一看便是紫微的风格。通过文字，我仿佛跟着她穿梭于古代和现代之间，到达各个
地方，也更知道这几年她的心路历程。大凡我们这些学习人文学科的同学，都有田野考察的冲动，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只有身临其境到达一个地方，才能跟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印证。从书中可见，紫微
去了海内外很多地方，安阳、临淄、曲阜、泰山、大同、西安、泉州、莫斯科、彼得堡、柬埔寨、京
都、奈良、首尔⋯⋯不仅是“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的览古凭吊，而且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幽迹探寻，无论是梦中的桃花源，还是眼前的颓壁垣，紫微都是在用文字传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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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信息，告诉大家这些地方古往今来的变迁，从古今的强烈对比中寻找远古的印迹。司马迁壮年时候
曾游历天下，“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
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紫微
又何尝不是呢，在交通发达的今天，很多地方，只要心中有梦想，想要到达，就一定能实现。而紫微
有梦想，一直在寻访着古迹，很多僻远的地方，她也会千里迢迢去寻访，所以，书中记录的都是文化
之旅，字里行间，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幽情，带有厚重的历史感。孔子说，读《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紫微的文字中也处处体现了这些，既有对书中知识的深刻省察，又有
在实地考察的各种观感，既有在校园读书的激励启发，又有对古今成败的咏叹抒怀。比如描绘的帝颛
顼，体现了对中华文明的探源；设想的曹操墓，印证了当代最新的考古发现；书写的贾谊与马王堆墓
主，还原了两千年前长沙国的生活场景。可以说，这本书里的每一篇中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
，而这些都得益于紫微的学养与识见。而书中除了文字美，图片也美，每一幅图画都是精心绘制的，
与文字真是相得益彰。这些图片有的幽远深邃，有的诙谐幽默，看似轻描淡写却个个传神写照，活灵
活现，趣味丛生，让人赞叹贤伉俪的才情。“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紫微还
在前行，也期待几年后，她再将心得书之文字，再出新书，再为我们讲述她的见闻与思想，也期待她
的生活更加美好和充实，是所愿焉。
4、排版设计很棒， 阅读的时候很容易钻进去。 封面也很古朴。  是很高大上的一本书。内容有作者的
一些随笔、一些游记。 文笔优美、感情丰沛。 是本好书！起码可以看出作者是在用心写书。书中还
有一些歌词，让我很惊艳。
5、行 走 历 史决定出发就已经意味着出发了一半。在一个安静的午后，结束了繁杂的工作，手里捧着
的正是这本《与古偕行》，翻开书，顿时让人感觉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跟着作者游走在一个个场
景，经历着一次次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不知不觉，已过去数小时，彼时，窗外夕阳西下，晚霞翻飞。
书里的文章都是作者的率意之作。率意而非率性，率性是由着性子，率意是由着意念，仿佛一种“被
抛”的人生状态，能意会到常人之所未见，能于法相庄严中意会到众生平等。《烟雨泰山》中说，“
在登泰山过程中下起大雨，忽然记起一位古文献老师的名言：‘不得不做时，才更了解做得意义。’
于是弃伞而行，失去了保护，倒也没有了负担，脸上沾满雨水，心上却轻松好多。”意由心生，率意
而行自然保护了内心，使得心境平和、意念坚定，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在历史
和现实之间穿梭，保持了“历史中间物”的客观清醒。用文学或美术的形式再现历史，赋予今人对古
代文明的想象和认知。将反观历史看作是查看当下的镜子，不知道这种策略合理性到底有多大，但于
历史间却能窥见现实的合理与不合理。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古人的精致凸显了现代的粗鄙，现代
的文明显示了古代的智慧，二者处于胶着状态。其实，与其说是寻古，不如说是寻找当下存在的意义
。如作者所说：“古代是想象，是同现实保持距离。活到不知所措时，回顾历史，常常会顿悟自己该
去的方向。从历史中找寻自己存在的意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契机。”作者在虚构她的历史小说时，
就是在这种不断穿梭中描写现实，《颛顼》描写了围绕颛顼复活展开的斗争，实际颛顼本人出现不过
一瞬，即使通过改变现在来改变历史，历史也不会重现。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扯不断、理还乱，作者在
谈到东京的繁华时说：“在日本，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发达这是得益
于他的传统：以和为贵，以序为礼，以俭为德，以朴为美。”只有敬畏历史，才能传承历史，也才能
更好地活在当下。此外，让人称赞的还有书中显示出的作者描画风物的能力。如，书中关于行走国外
的叙述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对于涅瓦河的白浪、成田的夜雨、小吴哥的精致、奈良的草木，都描画
得很可爱，使得这些历史风物有了人的气息。文章还显示出作者驾驭多种文体的能力。有散文、诗歌
、还有历史小说。与多种文体相匹配的是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作者不愧为科班出身，古典诗词、文
学典故、人物故事等在文章中无不应用得恰到好处。与文章相映成趣的是书中的插图，多是铅笔素描
，或风景、或建筑，偶尔也有主人公的画像，惟妙惟肖，很是生动。还有的类似漫画，形态有趣，刚
好配合文字内容。我和紫微是研究生同学，她学古代文学，我学文艺理论，我们一帮研究生，在读书
期间都是意气风发，怀抱大志。自我投身国企，先后从事宣传、文秘、党务工作以来，显得心浮气躁
，终日活在考量思虑之中。捧起这本书，一下子很平静，就如同作者在访古中找寻一样，我也是在读
书中找寻自己，找寻一颗平常心，找寻正确看待自己的方式。遇到此书，是我的幸运。
6、这是一份带着考古的勇气展开的旅行，从文字里看，感觉作者每次旅行都很认真，认真地记录那
些旅途中的小事，研究那些景点的过去与未来，敏感地捕捉自己旅途中那些微妙的小情绪，把行走变
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添加了自己的理解。你能从文字与情绪中，感受到生活中那份难得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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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在。后面还有作者的一些演义小说和诗歌，风格与前面大不同，大概就是天马行空信马由缰策马
奔腾⋯⋯富有机智的想象力与娓娓道来的淡定合二为一。我觉着，是一本轻松自在的书，适合在雨天
闲散的心情下，一个人窝在墙角，捧杯热茶，静静阅读。
7、认真阅读过的一本好书，其貌不扬的外表里面竟藏着珠玉。四部分：闻见——一些历史上的都市
、如今的“荒郊野岭”的旅行见闻，在今昔对比的繁华与衰败之间寻找历史的真迹；省思——故纸堆
里，也能翻出关于司马迁、曹操、周瑜、红楼梦人物等鲜活的印迹；歌诗——访古探奇时写的诗歌，
班张辞老诗家尽，汉巍风回啸影孤，很有老杜的风味；演义——如同鲁迅的“故事新编”，古人物变
成了小说主角，饶有趣味，改编成电视剧绝对能火一把？哈哈。作者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临睡前
读一读，仿佛与她一起走进了古代的社会，去探奇，去思考，浮躁的一天也能沉静下来，获得心灵上
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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