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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
激起心中千层浪

大学金融专业毕业，就职于跨国航
运企业，热爱拉丁舞，这就是几年前我最
主要的几个标签，或许也是如今很多年
轻人的特征。我们追求国际化现代化，向
往融入世界的工作方式和小资生活。毕
业后几年，从北京到上海到哥本哈根，我
逐渐实现了这样的梦想。
坐在哥本哈根面向波罗的海的办公

室里，喝着咖啡与各国的同事和客户讨
论着项目进展，一切似乎都是那么地美
好，曾经大学时代梦想的工作状态可不
就是这样？可是突然有一天，丹麦同事聊
天时问我是否会功夫，或者了解中医易
经，当时我就茫然了，甚至有些慌张。从
小到大，除了在电视里看过武侠片和历
史剧，在学校学过一些诗词文言文，此外
似乎就再也没有接触过这些。功夫？现在
还有多少人会吗？甚至就连中医如今也
受到了质疑。我老实地回答，这些我都不
会也不懂，而实际上现在中国大多数人
都是如此。这下轮到同事茫然了，他问
道，这些不是你们国家的文化吗，世界闻
名，为什么你们都不懂了呢？

这次的交谈就在更多的茫然中结
束，却在我心里激起千层浪。我不断地问
自己，除去黑头发黄皮肤，除去会说中文
会写简体字，还有什么可以证明我是中
国人？答案很悲哀，没有！在几十年的成
长和教育里，我们这代人不知不觉中已
经失去了最能证明自己是中国人的核
心———中国传统文化。直到此刻我才深
深意识到，只有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才
是最有力的证明，而我从未真正拥有过。
第一次感到惶恐，因为这个超出温

饱却自觉很重要的问题。在哥本哈根生
活一年多以后，人生的轨迹从遥远的北
欧划向了北京。再次回到北京，我看这座
城市的眼光变了。过去看到的是学习，是
风景，是拉丁舞，是三里屯……而现在，
第一次去找寻胡同里胡塞乱藏着的茶
社、风水摊，去雍和宫、法源寺烧香，去琉
璃厂翻阅古书……整个城市似乎一下子
变了颜色，从过去的五光十色，忽然灰白
朦胧起来，却更多了一些味道。

因缘际会五道营
七月的一个周五，快下班时，我在新

浪微博上搜索同城活动，突然一个活动
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个洞箫公开课，
在五道营胡同的惠量小院。离活动开始
还有一个多小时，我马上打电话过去问
是否还能报名，得知座位已经预约满了，
不过如果确实想来可以站着旁听。我很
快收拾好东西，奔向五道营胡同。
小院古色古香，屋里的长桌一头坐

着一位年轻男子，他面前摆满了各种长
短粗细不一的箫，而他正在给大家介绍
这些箫的特点和历史。介绍毕，他拿起一
支长箫，吹起了一支古曲。刹那间这音律
萦绕在整个屋子里，恍惚间我的内心感
受到了震撼，一种激动而熟悉的情绪在
心里蔓延，鼻子都开始发酸。对，这就是
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它就在这里。
一曲终了，一位穿着传统服饰的姑

娘把箫分给大家，让每个人都可以尝试。
我拿到箫，依葫芦画瓢地放到嘴边，吸足
气用力吹，可是完全不响，只有沙沙的吹
气的声音。我再试多次，很沮丧地发现这
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这时，那位
姑娘走到身边，帮我调整箫吹孔到嘴边
位置，并让我放松，然后吸气，吹气，响
了，这次竟然响了！那低沉浑厚的声音竟
然从我手里的这支箫里传了出来……

活动结束，我和组织者交谈，才知
道那位男子叫高天晨，在国子监成贤国
学馆教武术和书法，而那位姑娘叫蒋
逸，在琉璃厂有一家自己的笛箫店。我
和她约好，以后每个周末去店里跟她学
习洞箫。
蒋逸的店面很小，但每次学习的时

光都很快乐。她是一个安静温柔的姑娘，
待人真诚热情，讲解很细致耐心。从单音
到五声音阶，到小曲子，我慢慢地开始走
进了洞箫的世界，小时候一箫一剑走江
湖的梦似乎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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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雅典，
夜。在《阳关三叠》
琴箫和鸣的余音袅
袅中，中国古琴和
古希腊里拉琴有史
以来首次碰撞出绚
烂的火花……

全身心沉浸在
这美妙的乐曲声
中，我激动不已。两
个千年古国的文化
交流通过来自远古
的音乐得以实现，
这是我的传统文化
修行的又一个收
获，也是又一个新
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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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山房初相见
学习洞箫差不多四个多月，

一天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活动通
知，是由张笛老师主持的洞箫共
修，地点在北苑的了凡轩。既然也
是洞箫，于是前往一探究竟。

张笛老师很年轻，他自幼修
习笛箫，师从张维良教授，在洞箫
上的造诣很深。他跟我们讲了他
的经历以及对洞箫的理解，让我
豁然开朗，似乎一个新的大门在
向我打开。我写好发心书，正式成
为最早的共修小组成员，由于报名
人数过多，我去了雍和宫熙贤斋小
组。每次共修，都是在下班之后匆
匆坐地铁赶往。小组成员来自不同
的背景，有白领，有自由职业者，有
学生，还有退休老者。每次穿过雍
和宫和孔庙之间幽暗的国学胡同，
走进熙贤斋的堂屋，拿出箫，大家
围着茶席而坐，宁静而纯粹。

很快悠然山房开始筹建第二
个共修小组———中医共修，我和
媳妇一起加入，开始系统学习黄
帝内经等中医知识。这之后，熙贤
斋、舒琴兮、雷音琴院……京城的
很多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身影，我
开始如饥似渴地补充传统文化的
营养，每天的生活中都掺入了传
统文化的元素。尽管由于底子薄
弱，刚开始学习得很艰难，但我仍
然坚持，因为我知道一旦放弃，那
就是真的放弃了一个梦想———
一个成为真正中国人的梦想。

转战沪上玉兰开
!"#!年 $月，我再一次被推

着离开了北京，一路向南，来到了
上海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又一
次陷入了迷茫：这里没有了悠然
山房，没有了共修，没有了茶会，
没有了雅集，没有了传统文化圈
子的朋友们，生活仿佛缺失了很
多。我走访琴馆，拜访箫友，可是
再也找不回那样纯粹的感觉。

我寻思着是不是可以尝试将
北京的模式移植到上海来，但在
走访上海多家茶社并与多位好友
探讨之后，却很失望。在北京的
“三十原则”（十元给场地方，十元
给山长作车马费，十元留作共修
小组经费）在上海完全没法实行，

这里的场地搞一次活动收费都至
少数百上千元。难道传统文化的
公益活动在上海难以实现吗？

无奈中，我发了一条微博，
“我想在上海做传统文化公益活
动，需要场地，有谁可以提供%”如
今想来，这几乎等同于买彩票后
等待中奖。可是奇迹真的就发生
了，当天晚上我就收到了一条私
信，来自长宁区工人文化宫的白
敌老师，她说对我想做的事情挺
感兴趣，希望见面详谈。第二天我
就来到了长宁区工人文化宫，与
白老师一见如故。我们一拍即合，
决定在文化宫成立上海地区的第
一个共修小组。

当时我没有想过很多，也没
有想过很远。没有学辅，我当；没
有学长，我当；没有山长，我也壮
起胆子来当。来参加洞箫共修的
人数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 !&人
左右，还有江苏、浙江的朋友远程
赶来参加。至今仍记得那个夏天，
我背着箫包，走在上海的街头，走
进文化宫的教室，接好水准备好
茶，打开备好课的本子，练着箫等
大家的到来。

有一天，上海电视台星尚频
道的记者突然推门进来，我们的
公益活动就此第一次触电。

那天，如往常一样，我提前来
到文化宫。快两点的时候，其他人
也相继来到，相互品对方的箫，有
几位同修还带来了印度和韩国的
笛子，让大家尝个鲜。

正当大家热火朝天地练习
着，我看到窗外有几个人在朝里
张望，于是开门去询问。原来他们
是星尚频道的记者，来做文化宫
的专题，正巧看到了我们的活动，
非常感兴趣。于是我跟他们介绍
了洞箫共修的情况，也邀请他们
一起体验。他们兴致勃勃地端着
摄像机录下了大家共修的场景，
并对几位同修进行了采访。

隔几天，节目播出了，看到大
家穿着汉服拿着洞箫出现在电视
屏幕上，心里十分激动。

闹中取静半日闲
洞箫共修渐入佳境，我开始

考虑是否要进一步发展。还是从
微博，我看到附近有一家新开的
茶社发布了一个茶会公告，于是
在一个雨夜，我来到了静安区一
个小区里的静落茶社。两位姑娘
已经坐在桌边喝茶了，其中一位
是店主陈静，另一位是朱姑娘，我
们后来古琴共修的山长。

朱姑娘古琴、插花、香道等等
都懂，而且都很厉害。我们认识的
时候她已经怀孕了，每次都挺着
大肚子坐车过来，搞得我心里总
是七上八下。她尽心教每一位同
修，每个人都很喜欢她。她肚子里
的宝宝也每次都和我们一起共
修，想必在胎中就已经熟悉了《秋
风词》《阳关三叠》了吧。我自己也
差不多那个时候开始学古琴，慢
慢弄懂了挑勾抹剔，慢慢能磕磕
碰碰地把《仙翁操》弹下来。

后来我们搬到了田子坊的浮
生半舍，老板娘苏木也是我们古
琴共修的成员。从此，我们来到田
子坊，不再是为了逛各种小资味
儿特浓的小店们，而是背着古琴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寻觅到那
块并不显眼的招牌，走进店门，扶
着楼梯而上，此时已可听到泠泠
琴声，外面的喧闹似乎一下子被
隔绝了。我们在田子坊里闹中取
静，偷得浮生半日之闲。

翌年，雅集、云游和共修三大
活动体系已逐渐完备，正式更名
为玉兰草堂，以“传统文化、公益
传承”为理念。同时我们也开始筹
建自己的国乐团，取名长宁乐社。

我们经常在下班之后聚到一
起排练，辛苦却乐在其中。不久我
们迎来了首演，在长宁区文化宫
的一个中外交流活动上，同台的
还有其他的专业演奏家。这是我
的第一次登台。面对着静静期待
的观众，我努力平复心绪，举箫吹
响了《茉莉花变奏》的前奏。这段
是我的洞箫独奏，当阮、笛、筝顺
利衔接上，我心里的石头才落地。
后面的合奏就很顺畅了。首演得
到了大家的赞赏。

传统文化在希腊
人生太多不可预料，由于工

作调动，我又要离开上海去往雅
典。草堂的好朋友们特地为我举
办了送别雅集之后，我和太太携
着琴筝箫和大家的祝福来到了爱
琴海边的雅典。

来之前，就听说希腊人对中
国文化非常热爱，在希腊有着学
汉语的热潮。可是当我们仔细寻
找时，却默然发现除了汉语，这里
很难看到传统文化的影踪。希腊
人是很向往，却无从接触到。于
是，我和太太创立了遇见文化，期
望同样古老的东方文化和希腊文
化在这里遇见。

第一次机会是今年春节回来
之后，经朋友推荐，希腊 '()* 电
视台的收视率很高的 +, -../节
目摄制组来到我们家里，拍摄一期
介绍中国传统美食的节目。太太作
为主厨和主持人 +, -../一起烹
制了多道菜肴，蚝油牛肉、香菇鸡
煲、西芹炒腰果、西红柿炒鸡蛋、玉
米排骨汤，中式的美味让希腊朋友
们赞不绝口。节目播出之后，我们
的希腊同事和朋友们一见面就纷
纷说，这个节目内容让他们印象深
刻，“舌尖上的中国”名不虚传！

在希腊我们还遇到了一些在
中国传统文化上已经有一定造诣
的朋友，比如说得一口流利汉语
的八卦掌传人亚尼。我们一起创
立了希腊中华传统文化社，吸引
聚集了一批传统文化爱好者。今
年 $月 0日，我们在遥望卫城的
123.4*44.5山，举办了希腊首次上
巳节雅集。我和太太穿着汉服，为
大家演奏古筝、古琴和洞箫，还为
大家讲解了《高山流水》《良宵引》
等曲目的典故。亚尼为大家演示
了八卦掌和判官笔，马诺斯讲述
了他对中医的了解和热爱，狄米
特拉也分享了她和书法的故事，
各展所长，其乐融融。

而在这个月月初，我们终于
举办了筹备已久的古琴音乐会。

第一场是在圣托里尼岛南部
已历千年历史的 6/,.72,2 古城堡
内。济济一堂的希腊观众们早早入
座。当灯光调暗，蜡烛燃起，琴弦拨
动的那一刻，整个城堡都仿佛为之
一振。随着乐声的流淌，很多人都
渐渐地闭上了眼睛，仿佛入定。由
于座位有限，甚至到当天都还有很
多人致电订票，却只能抱憾。

第二场，古琴音乐家王珑与
希腊音乐家 632/2、6,(72 以琴相
会，美美与共。三百人的场地挤满
了四百五十人，大家都屏息静心
欣赏，落针可闻。音乐会落幕，观
众们却久久不愿离去……

一个接受了十几年教育却不
懂传统文化的现代文盲，一个在
外企工作喜爱拉丁舞崇尚国际化
的年轻人，现在，通过传统文化公
益组织，弘扬传统文化，为了中华
传统文化的复兴尽己之力，已是
我一生的追求。此心惟愿，国内，
能够形成传统文化的良性生态
圈；海外，能够让传统文化走出
去，与世界各族文化有更多的碰
撞交流。这不是一个人的修行，也
希望，能成为更多人的修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