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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行客》

前言

流淌的现实    王立群    如今让我一口气读完一部书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是精力有限，二是时间有限，
三是吸引自己的书籍有限。许多书都是在断断续续中读完的。更多的书仅是翻翻而已。但是，这本书
是个例外。晨练归来。早餐之后，一口气读完了这本散文集。当然。另有三大原因：一是本书的文笔
华美。引人入胜；二是文字不多，否则，纷至沓来的俗务着实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三是
本书的作者是位90后。我对90后非常陌生，以我40后的丰龄读一位90后的散文集，是一种乐趣。    散
文特别复杂。它是一种文体。但又非常灵活。比如这部散文集的第一部分是游记。游记是最自由的一
种文体，它可划分为文学游记、地学游记两大类。文学游记中又有表现型、再现型、文化型、混合型
四类。晓霜的游记游走在表现、再现、文化三者之间，既有精彩的再现自然景观的美文，同时又毫不
吝啬地写出自己的感受，应当属于混合型的游记。在众多的游记中。作者最熟悉的还是北京，因为作
各自小生在北京，最喜爱北京。浓重的故乡情结洋溢在北京游记之中。    晓霜的游记充满了感性的语
言，其中又大量引用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名句，这不仅成为这类游记的一大特色，而且成为本书三类文
章语言的共同特色。作者与中国古典诗词有着难解的缘分。行文中时时流淌着名句佳构。行文之余还
要再写上若干篇章才能尽兴。《劝君更尽一杯酒》一篇最为典型。《柳风》更是一种诗风词韵的消费
。    一位文学青年的最终成就取决于两点。语言与思想。用感性的语言写出发人深省的思想，这是一
种财富。    晓霜的书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她生命中无处不在的文人情怀。比如谈“闲”。晓霜领悟到了
“闲”的欢乐。“四时风月供吟笔，万古乾坤入酒杯。”这都不错！“闲”是艺求诞生与繁茂的土壤
。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闲人创造了无数艺求品种，提高了艺术的境界。    此书的另一大类是读书杂
感。读诗词、读《红楼》。在阅读中尽情抒发着感慨、感悟、感受。这类文章中《开到荼靡花事了》
一篇最为成功。它不仅在谈感受。而且触及人生一大命题：成功。何谓“成功”？什么样的人生算是
“成功”？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晓霜确实在践行着先哲们的忠告，但是，了解人生与社
会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东东：阅人无数。读书就是阅人，阅人却不限于读书。    第三大类是读历史。大
唐、大宋、民国，一个个历史成为消费的对象。    在充满智慧的美文中也显示了作各阅历的亏欠。这
不是晓霜的缺点，这是上帝的安排。上帝将她安排为90后。富裕的是人生，亏欠的是阅历。比如对“
智奋”的阐释，晓霜认为：“智者”是博学与高尚的结晶，实际未必如此。“博学”是知识。“高尚
”是品格，“智者”与“博学”、“高尚”有联系，但“博学”与“高尚”的人未必是“智者”。    
拥有华美的文字表达能力是一种天分。但是，仅有这种天分并不够。在华美文字的下面应该有意思。
很欣赏晓霜下面一段文字。文笔很茭：    “我不要看胡杨像名贵的花草一样被养在温室里。我要看真
正的胡杨，大漠里的胡杨，它没有专人的保护却能顽强生长。它生存条件恶劣却能存活千年，它是沙
漠中的“英雄树”，是万里瀚海中的制高点。它体现出来的应该是一种有些粗糙却坚韧的品性，是一
种不华美却醇厚的精神。”    2010年10月22日于河南大学

Page 2



《天涯行客》

内容概要

《天涯行客》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游记。曲晓霜的游记充满了感性的语言，其中又大量引用了中
国古典诗词的名句，这不仅成为这类游记的一大特色，而且成为本书三类文章语言的共同特色。作者
与中国古典诗词有着难解的缘分。行文中时时流淌着名句佳构。行文之余还要再写上若干篇章才能尽
兴。《劝君更尽一杯酒》一篇最为典型。《柳风》更是一种诗风词韵的消费。《天涯行客》第二部分
是读书杂感，读诗词、读《红楼》。在阅读中尽情抒发着感慨、感悟、感受。第三部分是读历史，大
唐、大宋、民国，一个个历史成为消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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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行客》

章节摘录

回到敦煌    回，是一个亲切熟稔的字眼，除了家，我似乎没有把它给予过其他的地方，然而之于那从
未到过的敦煌，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    曾经以为，自己爱的是李唐繁华，爱的是汴梁风雅
，爱的是把酒临风，吟赏烟霞，一切都应是精彩的。但游历过西安，我却被兵马俑的气势所折服，对
秦皇的王者之气心驰神往。游历过开封，我对满目的花团锦簇却丝毫提不起精神来，时隔多年更是渐
渐淡忘了。原来，真正令我沉醉的，不是清明上河画繁华，不是人人尽说江南好，而是大气磅礴中吞
吐天地的豪情，是睥睨天下、傲视四方的气势，那应该是沧桑的，哪怕破败也没有关系。于是，我的
目光自然而然地向西北投去，那里，应该有我向往的沧桑气质。    就是这样一种异于他人的审美情趣
把我带到了敦煌。这个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万千士卒，
曾有“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关口要隘。而另一方面，它却又有“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的醉意朦胧，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醉生梦死。敦煌，融合了
阳刚与柔美这两种奇异的特质，在丝路上迎来送往，转眼就过了千年。西天的梵音从这里传来，商队
的驼铃在这里响起，将士、僧侣、商贾，形形色色的人从敦煌经过，他们或“提携玉龙为君死”，或
传教度众生。盛极之时的敦煌，俨然另一个京师，即使位于万里瀚海之中，也丝毫不显得渺小，反而
隐约中透露出一种帝王之气，迎万千旅人前来朝拜。    也许是因为闭关锁国，也许是因为思想束缚，
抑或是因为水土流失，敦煌，渐渐沉寂了下去。如今提起它，人们头脑中蹦出的关键词无外乎颓败、
残破。即使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雄浑壮阔也无法掩盖这种苍凉，只会让人们由诗句联想
到王维，悠悠地又转到了盛唐。就是这样一个渐渐为世人所遗忘的地方，却使我由衷地向往。正是它
的残破，成就了它现在独有的气质。那里，没有现代大都市的繁华，依稀保留着千年前的样子，民风
淳朴。那里，没有所谓的旅游开发，时光带走了它往日的辉煌，却留下了废墟和古迹，让我这种喜好
怀古伤今的人慨叹。那里的黄沙漫天、大漠茫茫，已经成为它独特的景色，散发着无穷的魅力。那里
，远离如今的经济中心，也不需反复地改、扩、建，不像故宫一样被辟成了博物院，不像颐和园一样
被改成了公园。敦煌，仿佛一位真正的王室，保留了祖先留下的血脉，冥冥中，似乎还能够再坚守千
年。    于是，当已经游历了16个省市的我将敦煌定为第17个目的地的时候，内心深处隐隐有了一种回
归的感觉。当我即将可以骄傲地宣布：“我已走过了半个中国”时，当我终于要去探寻敦煌时，我忽
然难以抑制地激动起来。这种感觉，即使是第一次踏出国门也未曾有过。很久以来，我从没有如此渴
望地奔向一个地方，一向在人前十分安静的我，竟也能那样激动而自豪地向好友宣告：“我要去敦煌
”。    当飞机离开了北京，一路向西飞去，当窗外终于出现了一望无垠的沙漠，当我终于踏上了敦煌
的土地时，我几乎要欢呼雀跃起来。这是一种最自然的喜悦，这是一种最原始的快乐。因为我知道，
我必将在敦煌远离都市的喧嚣，在敦煌找寻祖先的影子，在敦煌领略自然的壮阔，在敦煌探访心灵的
归宿。终于，那个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却经常为几句诗词走神的我，那个“义愤填膺”慨叹“人心不
古”的我，那个喜爱废墟古迹看淡琼楼玉宇的我，总算是来到了最契合自己心中想象的圣地，总算是
看到了梦寐以求的景象。    我回到了敦煌。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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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行客》

后记

利用高三前的最后一个暑假，我完成了这部《天涯行客》。作为我的第三本书，它可谓是前两部的“
升级版”，语言更加精炼，思想也更加丰富。至此为止。在小学、初中、高中，我生命里最重要的这
三个阶段中，我都以一本书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记录了下来，那些创作时的困难早已被我遗
忘，留下的是实于我年少时光的一段记忆，欢笑多于泪水，收获大于付出。足够我在以后的岁月中慢
慢回味了。    在这本书的创作中，我发现原来“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果然不假。在看起来近乎“自
虐”的写作计划中，我强迫自己在学习一整天后，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开始新的创作。有时候，
那繁多的作业和复习的压力让我想要放弃，我会觉得烦。觉得累，觉得文思枯竭，但这一切都会被那
些偶尔蹦出来的好思路和好句子所驱散，那种写作带给我的得意和快感仿佛一针兴奋剂。让我忘乎所
以，下笔如有神。支撑着我一天一篇地继续下去。写作似乎也成为一种放松。如此坚持下来。果然就
是胜利。    散文的确是种奇妙的文体。它让人尽情展现自己的才华，不受限制，随心所欲。本来我以
为自己已被应试作文“折磨”到什么都写不出来的地步了，但在面对那一个个我感兴趣的话题时，我
竟仍然感觉文思泉涌，不觉找回了写作的感觉。当然，问题还是存在的，一是有些地方“得意忘形”
了，故意“拽一拽”，秀一秀自己的文笔，大家就多多包涵吧。二是某些篇目中引用的诗句都是我凭
记忆敲进去的，实在是懒得查阅了，不准确的地方也望大家见谅。三是搭配的诗词都是我早先写的，
不合格律也不十分契合文意，大概就是个朦胧的美感，各位就一并包容了吧。    创作之初，我毫不犹
豫地把目标定在了36篇，因为这是秦朝开国时设郡的数量，传说也是秦始皇最喜欢的数字。喜爱历史
的我，总希望自己能与先人保持一定的联系。如果说废分封、设郡县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里程碑，
那么我特意选择与它有关的数字作为我散文的篇目数，就是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我所有创作中一个重要
的分水岭，它标志着我的文字从幼稚走向练达，思想从简单走向成熟。同时，这个数字还承载着我对
先人的尊敬，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热爱。    除了某些精心的设计，我在创作中亦碰到许多巧合。三
章的题目本是按照内容自由确立，最后竟然发现都是苏轼的句子。也许，这也是某种天意，在自由的
旅程中，我可能会碰到许多艰难、许多烦恼，但倘若能够保持如苏轼一般乐观的心态，且行且吟。行
至天涯。我也终将是快乐的。    《天涯行客》，愿我以后的人生能够如此书名。在天地间做一名自由
自在，乐观向上的旅行者，不论游于风景、文字，还是历史，我都能寻觅到它们的某种精神，不断地
升华自己，在人生境界不断提升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曲晓霜于庚寅年夏

Page 6



《天涯行客》

编辑推荐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天涯行客》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游记；第二部分是读书杂感；
第三部分是历史篇章。曲晓霜的书让人深切地感受到她生命中无处不在的文人情怀。比如谈“闲”。
晓霜领悟到了“闲”的欢乐。“四时风月供吟笔，万古乾坤入酒杯。”“闲”是艺求诞生与繁茂的土
壤。古往今来，许许多多的闲人创造了无数艺求品种，提高了艺术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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