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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前，我被借到区教育局工作，
办公楼就在大同中学的马路对面，记得
那年 #月初，我去局里报到，椅子还未坐
热，人事科长急冲冲地对我说：“小盛啊，
大同中学有一位语文老师病了，你去救
救急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说：
“校长现在就在葡萄架下等你呢$ ”就这
样，我走进了大同，来到葡萄架绿荫下，
等着我的是当时的副校长俞柏寒。

这座葡萄架因而让我印象深刻，也
是几代老师学生的共同记忆，但为了建
设新校园，葡萄架一度被拆除。但近年，
葡萄架又回来了，而且规模扩大了四倍，
前半部分种葡萄，后半部分种紫藤，意为

硕果累累，坚韧不拔；而且在绿藤萦绕的葡萄架下，还
建了新的校友砖读书廊，造型呈北斗七星状，由校友砖
层层垒砌成星辰图案，呈四向垂直延伸，犹如颗颗星
座，蜿蜒闪烁，由 %#&'届校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杨贵庆教授担纲设计，同学们行走其上，会经过
刻有二十四节气的彩色瓦砖，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能
生出惜时之感，寓意学子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断追
求，志向高远。近观之，构成星辰基座的砖墙由一块块
校友砖相叠而成，校友砖上镌刻着校友的姓名、入校年
份和对母校的留言，他们将点点心意融入大小相同的
一块块砖内，诉说着各自的校园情。
葡萄架重回校园，我首先想到请俞

校长回来看一看，我发了一则信息给他：
“!"年前您在葡萄架下等我，!"年后我
在葡萄架下迎接您！”
令人自豪的是，校友砖读书廊荣获上海普教系统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佳校园新景观。这
里不但凝聚着广大校友对母校的深情，也汇集着广大
在校师生的热情支持和参与。

张曙老师提议，种两棵银杏树，表明节节向上，学
子生生不息。宋士广老师还撰写了校友砖读书廊创建
记：“苍松翠柏，激人以向上；池塘流水，育人以灵动；茂
林修竹，教人以气节；蒲桃紫藤，儆人以奋发……”
校友砖读书廊从创意设计到制砖，无不凝结着校

友的深情与智慧。记得那是五年前学校百年华诞之际，
一封来自美国华盛顿的校友来信激起了阵阵涟漪。
(""'届校友杨虓提出了“校友砖”的创意，作为广大普
通校友的一员，他始终在思考，能以何种方式回报母
校，留下一块砖的理念于是逐渐形成，校友的理想于是
在校园内落地生根，蔚为大观。
葡萄架下读书廊，饮水思源闻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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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丝路的文化输出
秦维宪

! ! ! !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同
志在主旨演讲中指出，要将“一
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也即要
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其

核心是“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回溯古代中
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输出，对于我们领悟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文化的驱动，
以及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建构中经济与文化
的关系，具有良多启迪。

古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唐代，
盖因盛唐经贸繁荣，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堪重
负，随之乘历史长风，兴盛于宋元。当时的泉
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无数舟楫扬帆出海，给
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阿拉伯和
欧洲、非洲等众多国家送去灿烂的中华文明。
以日本来说，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

友好邻邦，曾有过春天葱茏般的友谊，且不说
日本在中国盛唐时期，委派一批批遣唐使前
往长安朝圣，学习中国的经史子集及诗歌、礼
仪，归去进行大化改新，一跃从奴隶制社会迈
入中世纪的农耕文明，单就其弘扬佛教而言，
世代蒙受其利。据日本谈海真人元开所著《唐
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随从鉴真东渡日本的

%'位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昙静法师。昙静在
日本担任传戒师，足迹遍布乡村市井，对佛教
在日本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当旅人来
到日本古城京都、奈良，不仅浩叹其汲取唐代
长安、洛阳的格局，古韵盎然，而且可在幽静
的寺庙里聆听晨钟暮鼓，感受悠然、飘逸的中
华文化。
宋元以降，泉州商人、僧人赴日本者络绎

不绝，其中清顺治十七年（%))"年），范道生

法师东渡长崎，为福济寺、万福寺、崇福寺等
雕塑佛像，如崇福寺的十八罗汉，万福寺的观
音菩萨、弥勒佛、韦驮、达摩等，至今仍香火旺
盛。清康熙九年（%)*"年），大师重返长崎，同
年深秋病逝于斯，年仅 !)岁，其墓尚在长崎
崇福寺后山的丛林之中。
泉州与琉球的文化交往亦可圈可点。姚

旅成书于明万历末的《露书》，留下了晚明泉
州艺术家远行琉球演出戏剧的情景。该著云：
“琉球国居常所演戏文，则闽子弟为多。其宫

眷喜闻华音，每作辄从帘中窥。宴天使，长史
恒跽请典雅题目，如《拜月》《西厢》《买胭脂》
之类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远破虏，亦
以为嫌。惟《姜诗》《王祥》《荆钗》之属，则所常
演，每啧啧羡华人之节孝云。”这段话反映了
当时的琉球人十分喜爱中华戏剧，尤以崇尚
孝道、操行的戏受到欢迎。从中亦透露了中国
的儒学经程朱理学修正、奠定其“仁义礼智
信”的内涵后，琉球人乐意以此树立营建家教
伦理、为人处世的标杆。
在中国船队从泉州劈波斩浪，驰向大海

的同时，许多国家的商人、僧人、文化使者也
源源不断地来到泉州，学习中华文明，不少先
贤则永远留在了东土。诸如明天顺二年（%'+&
年），锡兰国王派王子世利奉使泉州，从此其
子孙繁衍，(%世纪初叶，王子后裔已然被考
古界、人类学研究者发现。)"多年来，泉州出
土了 (""多方伊斯兰教墓碑、墓盖石等，他们
是来自阿拉伯各国的宗教领袖、传教士、文化
使者和商人。这些足以证明中华文化与世界
各国的交往。
在全球化浪潮几经波折，又将重启航程

的前夜，站在东海之滨，由衷希望中华文明更
多地从“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命运"在中国重获新生
柳 逊

! ! ! !今年 )月，是老一辈
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诞辰
%""周年。%#**年 !月 ()

日，为纪念“乐圣”贝多芬
逝世 %+"周年，李德伦指
挥中央乐团公演了贝多芬
的《,小调第五交响曲》，
这次演出《命运交响曲》，
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神
州大地，也震
动了全世界。

中央乐
团上一次演
出西方古典
音乐，还是在 %#)+年 %(

月举办的纪念芬兰民族乐
派大师西贝柳斯诞辰 %""

周年专场。此后，由于极左
思潮的日益泛滥和“文革”
爆发，西方古典音乐在中
国的传播被禁。但到了
%#*"年代，随着尼克松访
华及中美关系的解冻，中
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上

了议事日程。%#*(年，为
欢迎来华商谈联邦德国与
中国建交事宜的联邦德国
外交部长谢尔，周恩来特
意让秘书给中央乐团指挥
李德伦打电话，询问乐团
能否演奏贝多芬的乐曲。
但于会泳得知此事后，以
时间紧张无法保证排演质

量为由，不许中央乐团演
出。

%#*!年 (月，美国国
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
格再度访华。李德伦奉命
去跟江青、于会泳商量招
待基辛格文艺晚会的节目
安排。李德伦说可以为客
人演出贝多芬的《命运交
响曲》，于会泳却说“命运”

宣扬的是唯心主义宿命
论，一口否定。李德伦随即
提出演奏《英雄交响曲》，
又被于会泳以那是“歌颂
拿破仑”为由否决了。李德
伦便问：“那你说演什么
呢？”于会泳回答：“可以演
《第六‘田园’交响曲》，这
没什么政治问题。”李德伦

暗想，如果按
照你们的逻
辑，“田园”不
也可以说是
歌颂地主庄

园吗？不过，在 (月 %*日
欢迎基辛格访华的文艺晚
会上，中央乐团在李德伦
的指挥下到底演奏了贝多
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
“文革”期间中央乐团与贝
多芬的第一次“握手”。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

理依然关注着对外文化交
流的工作。有一次在与李
德伦谈话时，他请李德伦
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
当谈到《英雄交响曲》时，
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
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
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
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
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
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
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
特权铲除了。”谈话结束后，
周恩来关照李德伦写一份
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细材
料，直接送到国务院。

%#*)年 %"月，严冬
过后，万象更新。第二年年
初，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
于贝多芬的谈话，正好 !

月 () 日是“乐圣”去世
%+"周年，世界各国都会
举行纪念音乐会，这不是

一个突破口吗？于是，中央
乐团专门打报告，提出在
纪念贝多芬逝世 %+"周年
之际演出《命运交响曲》。
当时文化部艺术局的负责
人、诗人贺敬之收到报告
后表示同意，然后向部长
华山作了汇报。华山请示
中宣部，中宣部不敢决定，
便上报中央。眼看 !月 ()

日越来越近，而上级迟迟
未答复，李德伦非常焦急，
心中忐忑不安，甚至做好
了更换曲目的准备。直到
!月 (!日晚上 #点，他才
接到电话，得知政治局讨
论通过，可以演出贝多芬
的作品。!月 (+日，人民

日报刊登了第二天的中央
乐团音乐会预告，其中列
出来的演出曲目有三首：
交响诗《刘胡兰》、琵琶协
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
曲《二泉映月》等。“命运”
仍然不敢出现在曲目中，
只是包含在那个“等”字
内。但中央乐团即将演出
“命运”的消息依然传遍京
城，音乐会票一售而空。法
新社第一时间抢发新闻，
标题是：“‘资产阶级音乐
家’翻身：北京纪念贝多
芬，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
第五交响曲。”

!月 ()日，中央乐团
在民族宫礼堂演出贝多芬
《命运交响曲》，获得了历
史性的成功。在海内外一
片欢呼声中，乐团将这套
曲目又加演了五场。短短
十天内，乐团六次让“命
运”雄壮的旋律回荡在中
国大地，几千名听众 %(年
来第一次聆听了中国乐手
演奏的贝多芬音乐。“命
运”在中国的重获新生，向
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
即中国将告别闭关锁国的
年月，以开放的心胸重新
拥抱外国优秀文化，汇入
人类进步文明的潮流中。

游走在广灵路一带
简 平

! ! ! !我在广灵路一带游走都有十七八
年了。我喜欢那一片区域，有尘世的烟
火味，也有校园的书生气，有一点神秘，
也有一点杂乱中的秩序。

说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广灵路，
只有广灵一路，广灵二路和广灵四路，
连广灵三路都没有，所以，如果只询问
广灵路，那么谁都会找不到路，都会茫
然地迷失于这片虹口区北部的密匝地
带。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广灵三
路，因为这似乎是事先规划好了的四条
马路，但最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规划没
能实现，却是众说纷纭，有时我便会想，
先前是有这条路的，或者在河畔，或者
在田野间，但后来那些支流给填没了，
那些农田也被居住小区的巷弄所替代。

广灵一路是南北走向的，其南端是
密集的楼房，居民众多，因而这条马路
犹如集市，煞是热闹，到处都是商铺，尤
其是那个室内菜场根本就容纳不了那

么多的菜贩，所以每当周末的早上，那
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菜贩就会把整条
马路挤占得水泄不通，不过，我没看到
有多少人不满，我自己也乐于穿梭其中，
毕竟不少的场外菜摊与众不同，他们的
品种和价格总是让人心动，而且他们还
会吆喝，忽高忽低，忽长忽短。在我眼里，
有吆喝声的马路
才生动鲜活。

东西走向的
广灵二路被水电
路生生劈成两
爿，东段与西段不是一条直线，上下相
差二三十米，按照常规应是两条路了。
这两段路风格完全不一样，东段清朗，
西段幽秘。东段因有上海财经大学、上
海外国语大学附中这些名校辐射，所以
轻轨三号线那不断滚过的隆隆声会不
知不觉地消融在树林和草丛中。其实，
那里的丽英小学也很有名气，虽然并不

起眼的校门很容易被行人忽略，可是这
所以艺术见长的学校，每当管乐队排练
的时候，那或是雄壮或是优美的旋律就
会溢出校园流淌到马路上。西段属海军
基地，于是平添了一种神秘感，那里围
墙上的宣传画俨然就是一套军舰教学
图，我就是在那里一幅幅地看过去，才认

识了什么是战列
舰，什么是驱逐
舰，什么是护卫
舰。可是，那里最
吸引我的还是海

军体工队，路边那块大广告牌写得豪气
万丈：大海的骄子，冠军的摇篮。好几次，
我在那里来回踱步，希冀与宁泽涛、齐
晖、赵涛等游泳世界冠军偶遇。

从长度上来说，广灵四路是最长的
了，这条与广灵二路平行的马路，被我
看作是一条汹涌的大河，紧靠内环线高
架、中环线高架和逸仙路高架，从中山

北一路由东面拐进来的车辆日夜不息，
绵延流长，所以每当我乘坐出租车让司
机走这条路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摇
头拒绝，选择绕道而行，不去趟这堵车
的浑水。我不明白，堵车堵成了如此名
声，为何却一直不见整治的动静。好在让
我宽慰的是，这条路上有一座特别的桥，
说特别是因为桥两边的护栏都是用钢筋
混凝土浇成的硕大的英文字母———
-./012 34.056，如果翻译成中文，应
该叫智慧桥吧。这是我迄今在上海市区
见到的唯一一座用英文字母浇铸栏杆
的桥梁。最近的一天，我游走到广灵四
路的西侧，可却走不通了，路已被封。我
打听了一下，方知这里正在施工，将新
建一座俞泾浦桥，东边与广灵四路衔

接。我想象着，那也
会是座创意之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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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慕尼黑宁芬堡观中国之阁

从来嶛阔向天涯!景云照壁非虚夸"

筵开十重琉璃殿!舞曳百媚透薄纱"历世

恍闻喧号鼓!百代瑶阶湿露华"裂管紫阙

纷云韶!萦弦青墀惊暮鸦"犹思鸾辂使中

土!西引珍奇溢宝车" 碾镂金玉出名器!

质韫珠光色无瑕"佳瓷冰裂难认泥!红窑

盏酒斗声琶"坯冶回转由仙指!粉青轻染

出豪奢"再陷云母冷画屏!七宝缀珠作时

花" 野客酌霞入蓬壶!高士吟月动星槎"

等闲寒螿度龙阁!桃李落尽见枝桠"念彼

颠狂慕上国!叹我运蹇势转差" 日升月落流星汉!良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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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看来，慕尼黑城郊宁芬堡宫最吸引人的地
方要数“美人画廊”，它由维特斯巴赫家族中最爱美的
路德维希一世下令建造。或许这位国王本人太多风流
韵事，这里陈列的近百位美人画像每每使人浮想联翩。
但我更喜欢的是其中的“中国之阁”789:;<=<>?,@A<BC。
在宁芬堡建成的时代，欧洲正流行中国风，拥有中国物
件成为人人羡慕的时髦。这座“中国之阁”同样充斥着
中国元素，不仅触目可见龙凤壁纸与花鸟屏风，还多中
国瓷器与家具。当然，更吸引德国人的是中国的文化。
%#"!年，家族中鲁布黑希特王储因痴迷这种文化，特
地亲往中国，并受到慈禧召见。但要说这方面的先驱还
得数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他不但对中国的养蚕技术、棉
絮制作和生活方式大有兴趣，更为其背后的文化惊叹
不止。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在写《论中国人的自然
神学》。用他的说法：“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
得到大大的激发。”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庭园闲坐

纷纷过眼诚高上!未若幽胜最难寻"风过花窗初月

碎!雨来鹤径筱筠侵" 批琴枕石方中酒!发箧临流漫散

襟" 从此游鱼知所乐!同将诗境入蕉心"

布鲁克·阿斯特夫人是美国著名的慈善家，早前在
中国生活过 '年，晚年为将自己的中国情结落实下来，
捐资数百万，仿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在大都会博物馆二
楼建起了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国庭院“明轩”。相较于西
方古典建筑经典、维特鲁威《建筑十书》所强调的对称
与均衡，这座庭院以小窥大、错落有致，充分体现了中
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
审美趣味。这种趣味以后在从德国曼海姆路易森公园
的多景园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梦湖园等处都可以见
到。之所以它们彼此呼应，是因为共有 %*世纪以来“东
学西渐”这一源头。谓予不信，可看 %&世纪英国人-·
钱伯斯写的《中国建筑设计》与《东方造园泛论》，他对
为何英国园林须引入中国情调的吁请，没多少年就化
为法国凡尔赛园林中中国式的小特里阿农花园。法国
人从传教士报告中了解到钱伯斯所说与中国人的造园
艺术尽相符合，所以态度变得谦恭起来。当然，以后美
洲新大陆对中国园林的推崇还基于新时势的造化，但
中国文化与中国趣味仍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 ! ! !最初的看见!会

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保
罗
夫
人

#油
画
$

王
征
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