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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于1933年11月应杭江铁路局的邀请，沿铁路线游览著文记景。期间他到衢州境内先

后游历了龙游小南海、烂柯山、孔庙、江山廿八都、仙霞岭等胜景，每每感记颇多，形成《烂柯纪梦》、《仙霞纪险》等多篇美文，被收录至

“杭江铁路导游丛书之一”的《浙东景物记》及其个人结集出版的《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书籍。这些游记是郁达夫散文创作中的一大奇

葩，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历来受人激赏。但他的游记不仅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写景、体物、叙事，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

的调和。”因此，当我们重温郁达夫在衢州的屐痕旅迹，不仅可以饱览彼时的旧景风物，还可以解读一番其时的历史意味。 

烂柯山 

        郁达夫在《烂柯纪梦》起文首段，就全面引述了“衢州版”的“王质遇仙”故事。继之指出：“这传说，小时候就听到了，大约总是喜欢

念佛的老祖母讲给我们孩子听的神仙故事……”紧接着强调指出：“也真怪不得中国各地，有烂柯的遗迹至十余处之多了。但衢州的烂柯山，却

是《道书》上所说的‘青霞第八洞天’，亦名‘景华洞天’的所在，是大家所公认的这烂柯故事的发源本土……”。 

        郁达夫把衢州定为烂柯故事发源本土，很有一番史家“笔范”。他所论述的这一观点，首发在1933年12月《杭江铁路导游丛书》初版上。

时隔两年，1936年出版的《辞海》大典中，“烂柯山”词条也注明“在浙江衢州”。但关于烂柯故事“正宗”归属问题似乎一直纷争不断，以至

《辞海》从1979年版以来，只有合订本有“烂柯山”条目，且仅留“传奇剧本”一个义项。直至2009年，经专家举荐，第六版《辞海》终于又给

衢州烂柯山恢复了应有的文化地位。2011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山西省陵川县，浙江省衢州市的“烂柯山

的传说”赫然在列。 

         为烂柯正名，郁达夫功不可没。他在《烂柯纪梦》中还提供了两条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一是关于雁塔。文中说：“石桥的顶上，平坦可以建屋，从前有一个塔，造在这最高峰上，现在却只能看出一堆高高凸起的瓦砾。”这座

塔叫雁塔亦称柯山塔，原高七层，始建年代无确考，但 从唐朝信安郡王李祎《石桥诗》“雁塔云间识”之句推断，恐与山下宝岩寺始建年代

【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年）】相近。据地方史料记载，该塔毁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及至1933年11月郁达夫到此访游，尚能看见“一堆高

高凸起的瓦砾”。 

        二是关于碑碣。郁达夫当年造访“天生石梁”时，看见“石桥洞下，有十余块断碑残碣，纵横堆迭在那里。三块宋碑的断片，字迹飞舞雄

伟，比黄山谷更加有劲。” 

        黄山谷者，黄庭坚也。在郁达夫眼里，烂柯山上那三块宋碑断片字迹，居然比黄山谷更加有劲，想来其艺术价值不浅。赞美之余，郁达夫

行文忽然转笔：“可惜中国人变乱太多，私心太重，这些旧迹名碑，都已经断残缺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足见郁氏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情结。 

楷木像 

       游完烂柯山，郁达夫“做梦似地回到了衢州，因为衢州城里还有几处地方，非去看一下不可。一是在豆腐铺作场后面的那座天王塔。二是城

东北隅吴征虏将军郑公舍宅而建的那个古刹祥符寺。三是孔子家庙，及庙内所藏的子贡手刻的楷木孔子及夫人亓官氏像。” 

        三言两语，竟把衢州这座千年古城最具标志意义的历史建筑和最具文化内涵的古迹精粹，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 



         当年陪同郁达夫去孔庙的，是三衢医院的院长、孔子第七十三代裔孙孔熊瑞先生。终于亲眼目睹这“数千年来的国宝，实在是不容易见到

的稀世奇珍”，郁达夫对此有一段极为细致的文字描述： 

         “像各高尺余，孔子是朝服执圭的一个坐像，亓官夫人的也是一样的一个，但手中无圭。两像颜色苍黑，刻划遒劲，决不是近代人的刀

势。据孔先生告诉我们的话，则这两像素来就说是出于端木子贡之手刻，宋南渡时由衍圣公孔端友抱负来衢，供在家庙的思鲁阁上；即以来衢州

后的年限来说，也已经有八九百年的历史了。” 

        无独有偶，余绍宋先生也对楷木圣像至为赞叹。衢州市博物馆藏有一帧余绍宋手笔题鉴的楷木像照片，其断言曰：“今观两像，木理坚

结，几化石质，而雕刻又极古朴浑穆，虽不敢必其出于子贡，要为汉以前人之制作，则无可疑。木质而能流存至今，世间更无其偶”。 

        可是让衢州人至为抱憾的是，楷木圣像现在已经不属于衢州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山东与浙江行政接洽后，将衢州孔庙

的两尊楷木像调往山东曲阜家庙。供奉于衢州孔氏南宗家庙长达832年之久的镇庙之宝，从此离开了衢州。 

廿八都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廿八都，一度被誉为“遗落在大山里的一个梦”。近几年经过大力修缮与开发，廿八都已经成为江山乃至衢州的一张对外

名片，被冠为“千年文化飞地，江南军事要塞”。 

        今天当我们穿越小竿岭隧道进入豁然开阔的古镇盘地，极似陶渊明笔下的渔夫缘石洞步入世外桃源的意境。然而78年前郁达夫一行首度身

临此境的第一印象却并不好，他们“从仙霞关外第一口的二十八都去一看，身上又起了一层鸡皮的细粒。” 

         七十多年前的古镇，今天让我们最引以为傲的那批老街古建，当年应该是保存得比较完美的。为何郁达夫他们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细读郁达夫在《仙霞纪险》里写的几段文字，悬疑自然就释解了。 

        “太阳分明是高照在那里，天色当然是苍苍的，高大的人家的住屋，也一层一层的排列着。但是人哩，活的生动着的人哩，人都到哪里去

了呢？ 

        ……脚步声在空屋里反射出来的那一种响声，自己听了也要害怕。忽而索落落屋角的黑暗处稻草一动，偶尔也会立起一个人来，但只光着

眼睛，向你上下一打量，他就悄悄的避开了……” 

        廿八都居然会是死一般地沉寂，这多少也让我们感到意外。在今人的语境中，古时的廿八都往往被描述成“操七闽之关键，筑两浙之樊

篱”，以显其军事之重；往往被形容为“万商云集，百货星罗”，以见其商旅之盛。殊不知，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区位，虽然造就了古镇的辉煌与

灿烂，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会经受特别的磨难和恐慌。 

         郁达夫的这几段文字写得很质朴，透过这些近乎白描的客观叙述，我们却可以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一种真实，以及这种真实所带来的冲击与

震撼。这就是廿八都古镇隽刻在“1933年11月”这个特殊维度上的一段真实历史，是古镇作为军事要塞在“兵荒马乱”中所承载的一段真实记

忆。 

(2011年8月12日8版) 

采编：高游 中国文物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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