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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前言

　　二月河近年写了不少随笔，在我，是意料中的事。　　这缘于我对二月河的了解。　　二月河在
文坛成名之后，有人称他为“怪杰”。这称谓肯定二月河是“杰”，但强调的是“怪”。想想，作家
二月河确实有不少“非常规”乃至“超常规”的情形。　　有一个日子我记得十分清楚：22年前
，1986年5月25日，我第一次与二月河见面。此前，黄河文艺出版社送来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康熙大帝
》第一卷《夺宫》，邀我参加讨论会。我看到书的署名二月河，觉得名字很怪，赶忙打听是哪里的作
者，说是南阳一个年轻作者，前几年转业的部队副连职干部，此前名不见经传，没有发表过文学性的
东西，一下子拿出长篇，此为其处女作。但是，读了书后，我不无惊奇：于历史饱学而感慨颇深，细
节纷至沓来文采飞扬，小说通俗而思想不俗，极想见到此人。会上见了，知其真名凌解放，觉其面善
，厚重沉稳，心中有数，寡言低调而不掩其气势，不类常见文人。讨论会人数不多。层次很高。冯其
庸先生以师长口吻评说“凌解放的第一部书像小孩子学走路”，国内几位著名的清史专家对《康熙大
帝》第一卷所表现出的史识给予肯定性评价，文学界则对作者初试身手写人叙事的文学才能刮目相看
。也就是在此次会后.通过媒体，读者知道了二月河是谁人。　　同样，我更清楚地记得一串数字：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二月河开始创作《康熙大帝》，1985年出版第一卷，而后马不停蹄连篇累牍，直
到2000年《乾隆皇帝》第6卷，连续15年出版《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大部13
卷500多万言。通过小说问世和改编成电视剧播放，二月河的名字逐渐为海内外读者所知，由声名鹊起
到声誉日隆，于90年代后期至新世纪初期达到高潮，其影响至今不衰。　　由这些简单的数字，可见
二月河的不同常人之处：埋头苦干精神和超常的写作状态.文坛极少见的不给大家任何通报就杀将出来
的一员大将，人们会误以为二月河好像没有充分准备就成了戏台上的大角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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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内容概要

《佛像前的沉吟》是“皇帝作家”二月河最新力作，生活中的二月河有一点儿不修边幅随心所欲，似
乎是经历过打的阵仗，看惯了春风秋月，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因而，文章不着意于谋篇布局，
更不雕凿文字，一任所见所闻所思，如水银泄地，行所当行，止所当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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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作者简介

二月河，本名凌解放。当代著名历史小说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河南省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194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自青年时期就酷爱读书，遍览诸子百家、经史典籍，尤其对清史
和红学颇有研究，造诣深厚。近二十年潜心创作长篇历史小说“落霞系列”三部曲：《康熙大帝》、
《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洋洋五百万言。以其广博深邃的历史社会内蕴，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磅礴大气、波谲云诡的叙事布局等独具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在海内外享有盛誉，并
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压轴作品”。2000年3月，“美国中国书刊音像
制品展览会”组委会授予二月河“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作家奖”。
近年来，致力于随笔、散文的创作，颠覆了他过去的创作手段。作品有：《二月河语》、《密云不雨
》、《匣剑帷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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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书籍目录

冬至况味笑侃“过年过清明，有所思端午节话五月中国的“情人节——七夕八月十五拜月记重阳随想
闲话十月朔腊八粥冬至况味佛像前的沉吟佛像前的沉吟昔阳石马寺香严初话香严寺二记意外香严寺随
喜丹霞寺断想慧能西游的味道如是我闻，汝来白马寺一张门票的效应花洲情缘孑遗仅存——赊店镖局
初记白河花洲情缘都江堰的神好来汉风芒砀山凭吊陈胜王神幽青城山啊!辛夷，南召辛夷五朵山记昔阳
感觉山西情缘系列南阳的“官办财神庙干净的济南满井村一过从洛阳到南阳的神宝藏遍布芒砀山社旗
的关公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雍正一书构思始末生命热情的断想我看《大义觉迷录》顺治死在商丘?
“顺治出家”谜说孽海恨天天涯之情是黯淡的，但是何不学施愚山——龙门故事说(上)敲门砖，敲门
呀!——龙门故事说(中)猥政·高考移民——龙门故事说(下)怎一个“悔”字当得丙戌孟春闲磕牙——
吃新春闲磕牙——博学鸿儒科新春闲磕牙——清初汉奸轶闻1978追忆我与两个责任编辑戏笔字画缘“
正清和”的思谓中国“商人”来啦!读书的旧事银杏情结“林四娘”题材运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
——落霞系列小说讲座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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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章节摘录

　　农历里头没有“日”、“号”这一说，比如说两人见面，甲问：“老兄，今儿几号？”乙说：“
九月一号。”或说：“九月一日。”得，你不用问，这说的准是阳历。如说“九月初一”或“初一吧
”，那就说的是“阴历”。不过现在街头相向，谈日子，年轻人多不再说阴历了，他们忙活的和老人
不一样，春节、阳历年、五一、十一、清明、愚人、父亲、母亲、情人⋯⋯逢节，胡天胡地就“过吧
”。然而你要问他：“几号？”他肯定对你说“一号”，绝不会说“初一”。　　这事听起来有点微
妙的，老人青年有这么小小的界分：老人们阴阳历都记，年轻人独记阳历——只有一个节，大家牢牢
记住了“阴历”，那就是“十月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一提“十月一”没人往别处误会，肯定是
阴历“十月初一”。和清明一样，是上坟的日子，中国的“鬼节”一年有三，这是最后一节。但是这
个节，二月河却长期“不晓得”，我生活在一个漂泊不定的家庭，自幼没有受过父亲的庭训、母亲的
叮咛，我们祖坟在昔阳，家中又没有这概念，我虽读了不少书，这个事没听说，这个日子没印象——
我三十岁就有人说“渊博”了，到三十三岁我从部队转业才知道还有这个节，赶紧去查资料，才算明
白了。这个节，是活着的人追念地下亲人亡灵，为他们过冬做点准备。　　先人们怎么过这个“十来
一儿”、“十月一”我没见过。现在的十月初一，你可以上“郊垌”去看，坟地已平得差不多了，沟
沟坎坎旁林间树影下，甚或坟头虽平，墓葬未迁的平地，连天衰草，枯杨败柳间，一伙一伙的人——
你不用问，每一伙都是一个家庭体系——摆花圈、烧香、焚纸，还有纸电视机、纸汽车、纸别墅⋯⋯
只情烧起。　倘是集体陵园，那就更热闹不堪，烧纸烧得烈火熊熊，“香烟”不能用“缭绕”二字了
，而是“浓重弥漫”。一家家的万响爆竹，响得像暴雨击打油毛毡顶房子，“呼呼”地响，凭你“盖
叫天”、“杨小楼”那样的嗓子，吼煞没人能听到一个字。野意和众意就这么区分。又有相同的，那
就是边烧边念叨，把苹果呀、橘子呀、点心呀往火里填，“请你们来享用哪⋯⋯”　　我看了看清代
的“十来一儿”，过法差不多。一般的，也是上坟烧纸、烧香。只一样似乎今人少见，那就是新亡之
灵要另作隆重祭奠，还要延僧道作功德荐拔。我说过，中国人认真，有“事死如生”这个规矩，我们
的先民虽有人写过《神灭论》，但就整个社会而言，普遍认为我们不过是生活在“阳间”。死亡，是
从一个“阳间”——到阴间的过渡，中间只隔一条河，名字也起得极好，叫“奈河”（奈何）。如能
进入“无间”——你可以从这一间到那一间随便来往，那好，这就是“神”。像清明、中元、十月一
这些节，说得现代一点，是我们阳间的人，在此岸向“阴间”彼岸的人打信息，传递心语与情愫关怀
。　　这个节正规的名字叫“十月朔”，也叫“朝官府”，不算大节，但没有一家不认真对待的。民
俗谚，“十来一儿，棉的儿的儿（的儿，方言谐音）”。过了节，就进入冬天了，要穿棉衣了。由此
及彼去推想，阴间的“人”也该过冬了，要穿棉衣了。这是万不能忘的。烧纸、烧香、烧纸衣，这是
必有的关目，因此它又有个名字叫“烧衣节”。我们现在过这个节，没有政府行为，因为我们的政府
不信鬼神。清代可不是这样，府、县的主官都要出来，组织祭祀，“荐坛”，也叫“无祀会”。

Page 6



《佛像前的沉吟》

编辑推荐

　　“皇帝作家”二月河最新力作，二月河笑谈古今，解读儒释道思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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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精彩短评

1、不错
2、没有读过他落霞系列的鸿篇巨著，但从简单的随笔中也足以见得这位帝王作家的气魄与胸怀。—
—致曾经隔壁学院的院长
3、好看。
笔法沉敛老到。
4、　　   因为最近连看了《雍正》和《乾隆》，故借了二月河这本随笔。里面能看到很多他设计人物
原型的初衷，好，找到很多他当初如何写小说之外的线索。
　　
　　  二月河老师也是算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代表了，他的经历还是告诉我们，只要做好准备，那一天
会来的，努力加油，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莫计较名利，以自己的步伐去做真正的自己吧。
5、洪波险，孽海遥，慈航度
6、没想到二月河的散文这么恶心，看到：“我们的总书记”这样的词语就再也看不下去了。。。。
。
7、　　二月河写历史、宫廷、人物、皇帝的功力已经勿用再多评论。
　　这本书是他的随笔合集，虽然精彩程度一般，连贯性也不强，并且文章的风格迥然各异，不过大
多数的文章都能做到小中见大，旁征博引，落笔有声，没事的时候翻翻，还是很有收获的。
8、在巴拿马一个纯天主教的国度里，我读完了对于佛的一些讨论。大概所有宗教都差不多吧，用一
个好的思想集合一群好的人去做一些好的事。这就是信仰。
9、二月河的散文。文字谦卑而深沉，娓娓道来。
10、还OK吧~
11、比较喜欢随笔吧，虽然没有小说那么多起伏，但是看这些随笔总觉得又和生活特近了一步。
12、　　凌老师卖字画是好事，积德行善，卖的越多越好。
　　
　　不过把写书当做字画卖，就让人多少有些难过了，几个文集合在一起，好的有，但不多，合起来
象是给报纸写的应景之作的杂集，混在一起常常重复，一个观点，甚至一句话翻来覆去的说，写文章
时兴是不注意，但出书的时候还这样，做事就太含糊了。
　　
　　凌老师身体不好，不应比梁文道，夕阳人唱落霞曲，散淡有余，心力已不比从前，此书收做记念
，高歌不复矣！
13、“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14、看古代历史多了，自然要写写吐槽吐槽考据考据显摆显摆，太正常了，看的东西都堆在脑子里吃
不消额。把佛跟官员层级比对，不可以哦。
15、依稀看到生活中的二月河。
16、如果说我读过这本书，那真是惭愧惭愧了，放到这栏里面，也只是想证明自己曾经和这本书有过
接触而已，里面有些将关于寺庙的故事，书快到期要还，但是只看了一两篇文章而已，并没有太大印
象，只能说于此书无缘，时间有限，好书很多，觉得无缘 就不邀请逼迫自己看下去了，在这方面，充
分尊重自己的感受吧，不敢兴趣就立刻放下，换另一本书去读
17、不知道二老师还是信佛的！写了很多各处庙。
18、不好看
19、自我感觉过于良好 标题深沉 实名难符
20、二月河先生游记加小品的合集，文字平实，表面看不如清帝三部曲那般跌宕起伏，但平和中见功
力，可读的一本书。
21、很有地方文化气息，我喜欢
22、o(>﹏<)o千万别跟姐再谈佛，姐不好这口！！！！！
23、有几篇风胜随笔中带了几则玄异的小故事，有趣，但随后就被强调澄清是巧合，扶额，果然人大
代表不能带头宣扬封建迷信的⋯⋯不好玩了
24、这本书记得是在墨尔本新开的新华书店买的，一年前的事情了，记得在书里总是在说名胜景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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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以旧复旧。
25、　　二月河的创作不限于长篇历史小说，他的随笔也是颇有意味的。三四年前，出版过一本《二
月河语》，今年又有一本《佛像前的沉吟》上架。
　　写一些篇幅较短的随笔，当然也与作者本身的情况有关，近年二月河随着年事渐高，健康不如以
前，再创作类似《康熙大帝》这样的长篇显然有些吃力（历史小说需要详细考证史实，所谓大事不能
错），但随笔虽短，却是短小精干，读来也颇有吸引人之处。
　　虽然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但随笔的风格，和小说的风格是不同的，小说是浑厚大气，随笔却是清
新散淡，小说如庙堂上的帝王，随笔却似田埂边的老农。叙述娓娓道来，语句通俗的如同是一个市井
布衣在与你把酒闲聊，但语句通俗，思想却不俗，有读者称为“旁征博引，小中见大”。这些随笔中
，有的探讨宗教哲学，显示出作者阅读范围之广；有的描写作者对工作、居住过的一些地方的山川景
物、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挚爱之情；还有的是有讽刺批评性的，议论时事、针砭时弊，反映
出了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
　　坦率的说，二月河的作品，语句不算优美精炼，也并不涉及什么特别深刻的主题，有些地方显得
有些“絮絮叨叨”，但是，总体上体现出作者的博学和独立思索，作者毕竟是以历史小说见长，很多
篇幅都可以看出他的’好古’，有些对于宗教和民俗的探讨，看得出经过严谨的考证探求，还是很有
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有些以针砭时弊为主的短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娓娓道来，语句颇为幽默，而作
者始终把立场放在草根阶层的一方，体现出一种古道热肠的布衣情怀。
　　这本书，不是盛宴大餐，只是零嘴小点，它并不完美，也有缺点，但吸引读者的地方更多，它语
气轻松，话题广泛，作为一本业余消遣的读物，它却不是“垃圾食品”，它看似平淡，但不乏味，读
完之后，倒也颇能使人感到一缕淡香的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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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像前的沉吟》

精彩书评

1、二月河的创作不限于长篇历史小说，他的随笔也是颇有意味的。三四年前，出版过一本《二月河
语》，今年又有一本《佛像前的沉吟》上架。写一些篇幅较短的随笔，当然也与作者本身的情况有关
，近年二月河随着年事渐高，健康不如以前，再创作类似《康熙大帝》这样的长篇显然有些吃力（历
史小说需要详细考证史实，所谓大事不能错），但随笔虽短，却是短小精干，读来也颇有吸引人之处
。虽然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但随笔的风格，和小说的风格是不同的，小说是浑厚大气，随笔却是清新
散淡，小说如庙堂上的帝王，随笔却似田埂边的老农。叙述娓娓道来，语句通俗的如同是一个市井布
衣在与你把酒闲聊，但语句通俗，思想却不俗，有读者称为“旁征博引，小中见大”。这些随笔中，
有的探讨宗教哲学，显示出作者阅读范围之广；有的描写作者对工作、居住过的一些地方的山川景物
、风土人情，显示作者对家乡的挚爱之情；还有的是有讽刺批评性的，议论时事、针砭时弊，反映出
了作者独立思考的精神。坦率的说，二月河的作品，语句不算优美精炼，也并不涉及什么特别深刻的
主题，有些地方显得有些“絮絮叨叨”，但是，总体上体现出作者的博学和独立思索，作者毕竟是以
历史小说见长，很多篇幅都可以看出他的’好古’，有些对于宗教和民俗的探讨，看得出经过严谨的
考证探求，还是很有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有些以针砭时弊为主的短篇，虽然篇幅不长，但娓娓道来，
语句颇为幽默，而作者始终把立场放在草根阶层的一方，体现出一种古道热肠的布衣情怀。这本书，
不是盛宴大餐，只是零嘴小点，它并不完美，也有缺点，但吸引读者的地方更多，它语气轻松，话题
广泛，作为一本业余消遣的读物，它却不是“垃圾食品”，它看似平淡，但不乏味，读完之后，倒也
颇能使人感到一缕淡香的回味。
2、凌老师卖字画是好事，积德行善，卖的越多越好。不过把写书当做字画卖，就让人多少有些难过
了，几个文集合在一起，好的有，但不多，合起来象是给报纸写的应景之作的杂集，混在一起常常重
复，一个观点，甚至一句话翻来覆去的说，写文章时兴是不注意，但出书的时候还这样，做事就太含
糊了。凌老师身体不好，不应比梁文道，夕阳人唱落霞曲，散淡有余，心力已不比从前，此书收做记
念，高歌不复矣！
3、因为最近连看了《雍正》和《乾隆》，故借了二月河这本随笔。里面能看到很多他设计人物原型
的初衷，好，找到很多他当初如何写小说之外的线索。二月河老师也是算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代表了，
他的经历还是告诉我们，只要做好准备，那一天会来的，努力加油，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情，莫计
较名利，以自己的步伐去做真正的自己吧。
4、二月河写历史、宫廷、人物、皇帝的功力已经勿用再多评论。这本书是他的随笔合集，虽然精彩
程度一般，连贯性也不强，并且文章的风格迥然各异，不过大多数的文章都能做到小中见大，旁征博
引，落笔有声，没事的时候翻翻，还是很有收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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