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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千百年来，是人类的足迹和创造赋予了大山以灵魂。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庐山所披挂的政治色彩正如庐山忽晴忽雨、云牵雾绕的天气一样变幻莫测。
尤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庐山实为国民政府的夏都，随之演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悲喜剧，使其在近
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夏都绘影》以探索的笔触徜徉于庐山的青山绿水之间，撩开笼罩在那个讳莫如深、错综复杂、浮花
璀璨年代的神秘面纱，围绕夏都时期的人物和故事，一章章、一节节把读者带进既是怀旧的又是全新
的发现之旅。
　　此书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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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雪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第三届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
作品散见于《当代》《散文》等国内主要文学期刊，入选国内数十种权威选本。
获第三届冰心散文奖、江西省第二届文学艺术奖、第五届谷雨文学奖、第三届中国西柏坡散文节一等
奖等诸奖项。
　　现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兼《百花洲》杂志主编、《微型小说选刊》主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夏都绘影>>

书籍目录

1幕拉开  历史走出2故事开头的主角3登山第一驿站4牯岭美国学校5胡金芳旅馆6住在赛珍珠的家里7香
山路天主教堂8甜蜜的冰窑9美人鱼的夏天10中央B报暑期版11箭矢飞驶林中12阁中书13发自庐山的声
音14美庐深深15接近自然的过程16时光的面容17筵席最后都是散18雪里寻画19临渊20云街天市21叩问红
瓦石墙22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夏都绘影>>

章节摘录

书摘    在庐山她还构思和完成了其他大量作品。
1931年8月31日，赛兆祥在庐山这栋别墅里去世，葬于庐山。
    7年后，有着中西两国文化传统的女子，站在瑞典科学院大厅诺贝尔讲坛上。
她说：“假如我也不为中国人说话，那我就是不忠实于自己。
因为中国人的生活，这么多年来也就是我的生活。
我自己的祖国和第二个祖国中国，在心灵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1973年赛珍珠去世时，尼克松总统赞扬她是“一座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
    封强军带着我们把房子前前后后看了一遍。
房子基本保持了以前的结构，地板和壁炉都是从前的，客厅通向主间的落地窗式的宽门上毛玻璃、拉
手以及窗户上的拴扣都是100年前的原物。
这个并不奢华的别墅每个房间都不大，房间与房间之间曲折回环，显示着居家的紧密与温馨。
不规范的平面格局体现了美国人以炫耀个性为乐趣的特征。
    “我觉得这屋子住着很阴凉，四周隔很远才有邻居。
你们看，外面都是参天高树，不过六七十年以前，树长得没这么高，阳光肯定比现在好。
”在一天天长大的树林的遮蔽中，这幢房子渐行渐远地退避于尘嚣之外。
尽管在庐山新开辟的东谷名人别墅旅游线上，它是宣传册上11幢别墅之一，从数千幢别墅中脱颖而出
。
然而，熟知它的人不多，主人说，普通游客的寻访几乎没有。
它至今仍是自然状态的民居，没有门牌、简介和路标。
屋顶上新钉了白秃秃的铁皮瓦，还没有涂上颜色。
而从前，它的主人是多么爱美，爱一切美好的色彩。
    推开扇式布局的旧式窗户，阳光透射下来，这时赛珍珠放下手中的笔，漫步到院子里的小花园。
她的园丁正在花园翻地，她问：“你愿不愿意要点这种花籽种在你房前？
”    园丁不信任地看了赛珍珠一眼，用力掘着地：“穷人种花没有用，”他说，“那都是供有钱人玩
赏的。
”    “不错，但这并不要你花钱。
你看，我可以给你几种花籽，如果你那片地不肥，你可以从这儿的肥堆上弄点肥料。
我会给你时间，让你侍弄它们的，种点花会让你感到心神愉快的．”    他俯身拾起一块石头扔了出去
，“我要种点菜。
”园丁的回答很干脆。
    园丁美餐了一顿，他在草坪上快活地干活，赛珍珠坐在竹丛下沉思。
突然，一片奇异的光彩把她从沉思中惊醒，她抬起头，西天烧起了绚丽的晚霞。
    “哦，看哪！
”赛珍珠喊道。
    “在哪儿？
在哪儿？
”园丁紧紧抓住锄把叫道。
    “在那儿，看那颜色多美。
”    “哦，那呀！
”园丁不胜厌烦地说，弯下腰去接着修整草坪。
“你那样大喊大叫，我还以为有蜈蚣爬到你身上呢！
”    这情趣盎然的对话来自于赛珍珠的作品《中国之美》。
    这话音突然间好像又不清晰了，70年的浓雾漫起，把所有的声音都卷走了。
    我循着赛珍珠闪烁的笔迹漫上幽静的石径。
“犹如通往天国黄金大街的小路，头顶上枝丫交错，橙黄、粉红、猩红、深褐、淡黄⋯⋯色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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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徜徉，彷彿踱在一块鲜艳的地毯上，这是北京地毯也没有的鲜艳。
”    这样的“林中”应该正是庐山的秋林。
香山路天主教堂    从去年的秋天到今年的开春，我五次寻访了庐山上的这座教堂。
来了两次以后，看护教堂的梅婆婆，昏花而精于世故的眼睛认识了我。
她说，你又来了!    我第一次被建筑师带到这里时，建筑师像出示家中的红宝石‘样向我们推介了庐山
别墅中的珍品。
梅婆婆掏出钥匙把教堂一侧的门打开，然后把灯摁亮，室内一下变得辉煌起来。
她狐疑地看一看客人，又开始无所顾忌地向人发泄不满。
她的声音很高亢，一点不像80多岁的老人。
据说梅婆婆因为不懂法，曾自作主张找人砍伐了教堂边的树而遭处罚。
人老了变得有点“愤世嫉俗”。
1996年联合国专家考察庐山时，这里是主要考察地点。
那天，梅婆婆破例被接到街上餐馆招待了一顿。
大概招待的是她在庐山颇有盛名的数落声，当然也应该包括她许多年守护教堂的功劳。
    第二次我带了客人来，梅婆婆从紧挨着教堂的爱德休养所出来，我小心地说，梅婆婆，我来看你了
。
梅婆婆眨眨眼睛说，不是看我，是看教堂吧。
教堂不属对外开放的景点，来的多为行内学者专家。
教堂的门是锁着的，要进去看就要请梅婆婆开门。
    冬天，庐山被大雪装扮成了玉色宫殿。
人迹稀落的路上，偶尔听到两边树丛传来像是鸟儿的一种啼叫。
这啼叫声一点不让人觉得热闹，反而使山谷更加空寂。
踩着脚下吱吱作响的冰凌，人会蓦地被树上雪团落下的瑟瑟声惊住。
这样的冬天，梅婆婆用链条锁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叫了半天，她在里面应了，然后拿了钥匙开门。
她把我引到了火炉边。
    “一个人一天到晚呆在屋子里，是不是很孤单?”    “不孤单。
这是修炼，懂吧?”    不孤单的梅婆婆对着冬天来访的我滔滔不绝地讲着从前。
    从小在九江英租界育婴堂长大的梅婆婆，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就上了庐山，在教堂里洗衣做饭看
房子。
    老人活在倒流的时间里。
    这次她不肯把几步之遥的教堂门打开，她说出门要滑倒的，你开春再来吧。
    站在教堂正立面，仰起头就能看到坡面屋顶上的十字架穿过了树林的高度，抚握着天空上的白云。
大门前，像石拱桥一样的台阶，上面通向正门，下面的拱形门通向隔湿层。
一座台阶就让石结构规范而简略的教堂变得有了跳跃和起伏。
大门上面有两个并列的狭长的窗子，窗子上部环绕着荡漾开的罗马圈。
隔成小块的窗子镶着古典几何图案的玻璃。
这玻璃曾使联合国遗产委员会专家德·西瓦尔发出一声惊叹，因为这玻璃同巴黎圣母院的玻璃一模一
样。
    香山路天主教堂放在法国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教堂。
它的价值是与庐山整体联系起来看的。
建筑师从梅婆婆提供的当年建教堂时捐款的原始记载上推测，此教堂建造时间在1894年，当时教主为
法国天主教“江西北境六府主教”樊迪爱。
樊迪爱常驻九江。
九江教堂原址在九江市湓浦路与大中路交界处。
那座大教堂在20世纪80年代被拆除。
但许多九江人的记忆中仍固守着那恢弘而暗淡的背影。
    按教堂建造的时间比照，建筑师认为这应该是庐山建得最早的一幢保存完好的近代别墅，也是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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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各异的教堂中最高的一座。
欧洲文化对庐山的入侵最直观地体现在建筑上。
英国社会活动家霍华德在《未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以疏林草地、河流鲜花为自然风貌构成城镇，使
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像磁体那样相互吸引。
香山路天主教堂坐落在庐山早期规划最有特色的东谷一带，建造时间与世界上 最早提出花园城市的理
论处于同时代，起点高。
它的建造就地取材，中西文化和谐交融。
    在树林的环拥中教堂静默无声。
窄山中能听见脚步的回音，但是，我们很容易忽视了就在身边的一块石头，一扇油漆剥落的门，一堵
沉思的墙。
春天再回到教堂时，已是满山的郁郁葱葱。
屋檐下滴着小雨。
一切都像从茧中破壳而出，梅婆婆声音更高了。
她说先听我讲一讲天主六天造成天地万物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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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当我为这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不禁长舒了一口气。
从最早写庐山的相关篇章到最后结集成书，前后断断续续有两三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经历了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跨越。
世纪之交，人们对时光的含义和流逝已去的岁月有了格外的敏感与关注。
百年政论《世纪末的追问》中说，人们对当下时间的瞬间即逝有了怎么也抓不住的感觉。
人们的当下时间是可口可乐似的每一分钟都在走气两小时就会失效的时间，是一种人造的、虚构的、
无根的感觉，太轻、太短暂、太多泡沫。
要喝就得赶快喝掉，趁它还在冒着气泡。
    但人们对即将过去的一百年也有了依依不舍的回首与感慨。
人们渴望过去年代的时间品质像纯正的葡萄酒一样醇厚而悠长。
尽管它曾经充满了血腥、争斗和苦难。
    中国历史进入20世纪，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20余年间，国共的分合与和战，不仅带来了中国的剧变
，也改变了亚洲的形势。
影响这一巨变的关键人物毫无疑问，毛泽东、蒋介石是重要人选。
这两个人物与我身边日夜仰望的庐山都有着深刻的关联。
    我是一个并不善于把历史弄得很明白的人，对庐山的挚爱使我努力站在历史的边缘去发现它的空白
和奇迹。
    在读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世纪风云”书系——《民国兴衰》一书，掩卷而思，心中挥
之不去的是作者的一段话：    “从最初对蒋介石先入为主的零碎印象，到相对深入研究后逐渐形成的
模糊然而基本成形的人物轮廓，我始终觉得对蒋介石很难作出简单的概括。
我常常想起他败走台湾前夕说的一句话：‘我们这一代遭逢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空前未有的变局’。
确实，蒋介石身上有着太多的历史沉淀，也堆积了太多的时间的灰尘，从某种程度说，在古老中国走
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他注定要成为一个过渡者。
他步履蹒跚地行走在近代中国的茫茫旷野中，肩上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外敌入侵、列强凌掠、经济窳
败、内部纷争、社会失范、思想断层、几百年中国的积贫积弱，乃至几千年中国的古老传统。
    所有这些，当然不仅仅为蒋介石的时代所独有，但是只有20世纪的中国人才能如此清醒地面对自己
与世界，因此也只有20世纪的中国才会如此严峻的不得不面对所有这些挑战。
在巨大的挑战面前，蒋介石的努力既似堂吉诃德的风车，更像西西弗斯的巨石，似乎注定要被笼罩在
失败的阴影中，成功对他而言，犹如西天那一．抹稍纵即逝的晚霞。
”    讲述蒋介石最终都是一个关于失败者的失败故事。
    但庐山是永远美丽的。
    我希望自己讲述的那个年代，能显现庐山美丽背后沉甸甸的特质，让庐山美得更有内涵和力量。
那个曾经讳莫如深的晦涩年代，我希望落在笔下能轻松一些明亮一些。
    感谢对庐山近代史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和作家，他们的文字铺平了我的行文进程。
感谢那些与庐山血肉相依的善良人们，他们的讲述帮助我回到了从前，这是一个艰难的挖掘过程，很
多时候往往都一无所获。
感激我的许多老师、朋友给我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爱我的亲人们仔细阅读我的手稿并给予我的鼓励。
没有他们，这本书的写作是不可想像的。
    可口可乐在一刻不停地克隆问世。
    许多人都在匆匆赶路而并不屑于回头，许多人都在走马观花而从不曾潜入内心。
但祝福却是不町缺少的。
那就是迎面而来的日子，苦难己久的中国从此再没有血腥和纷争。
    而对庐山，纷至沓来的人们在游遍青山后，是否都读懂了她美丽背后的容颜?    2003年4月8日又记：   
这本书写成后，整个文稿在我的抽屉里放了大半年，这期间我转换到另一个城市工作，而书中的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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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宋美龄女士也在那个秋天枯叶飘零。
庐山成了我最深的乡愁。
中国《当代散文精品》(2003年卷)已收录了这部书稿的部分章节，并对整本书作了推介。
把历史变成文字是一回事，把文字变成书本又是另一回事。
这个甘苦自知的过程让我史深切地感到，曾经珍贵和美丽的东西终究要逝去，文字不过是在作着徒劳
的挽留。
  庐山活在我的心里。
  午夜梦回．我又走在庐山浓郁的林阴里和透明的阳光下。
  衷心感谢江西人民出版社对该书的出版!  2004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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