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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日子，眼前还晃动着不久前的
8月 31日上午情景：近 200 位银发燕
京大学校友，由子女或晚辈陪同，走进
北京大学校园，参加母校燕京大学“建
校百年纪念大会”。步入会场之前，他
们纷纷站在 5?3米的“我们从燕京大学
走来”的大型背景板前合影留念，纪念
曾在燕园度过的青春时光。

燕京大学 1919年创建，1951年招
收最后一批学生。在会场见到的最年轻
校友是韩家麟前辈，1950 年通过提前
报送，再经考试入读燕大机械系，今年
88岁。他告诉我，1951年的燕大新生
中，1934年出生者是最年轻的燕大人，
今年也有 85岁了。但在现场未能识认，
有些遗憾。粗略统计，各届校友和后代
和北大师生，总共约 500余人参加了在
北大英杰中心日光厅举行的隆重仪式。

95岁的燕大北京校友会会长魏明
一前辈很早就来了，和熟悉的燕京人相致问候，并在纪
念会上作主旨讲话，回顾燕大 33年办学历程，未名湖
畔，走出众多优秀人才服务于社会。忆及青春岁月，
魏鸣一念出两句唐人韦应物的诗：“欢笑情如昨，萧
疏鬓已斑。”他说，燕大人都是追梦人，今天怎么追
梦？要向前看，昔日的燕大燕园，还在培育着一批批
优秀学子，“这些孩子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梦。”
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前来致辞。他说，历史的发

展使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水乳交融，培养出一代代优
秀学子。今天，以贝公楼、临湖轩、未名湖为中心的
燕园仍然是北京大学的核心校园、最美丽的地方。他
向与会的燕大老校友老前辈致意，为他们的矍铄风貌
感到鼓舞。说到这里，他在讲台上询问坐在前排、97

岁的燕大校友会副会长蔡公期前辈：“您今年 97 岁
了，是不是今天到会校友中最年长的？”
蔡公期前辈回答，不是，坐在我身后的李士琰校

友今年 99岁了。话音方落，身后来自协和医院的李
士琰老前辈应声起立。她转身向校友们
鞠躬敬意，激起一片掌声。

蔡公期补充说，今天到场的还有
98岁的左启华校友，和我同岁的还有
王世俊。我最多算第三。

燕大的天津、北京校友会代表先后
致辞，感谢母校培育之恩，会上宣读了
香港校友代表的书面发言。
与会者中有燕京校友的后代，最年

长的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的孙子
吴大胜先生，今年也是 99岁。身在香
港的校友徐竞庄不远千里而来，是本次
行程最远的校友。80名北大学生志愿
者为会议服务。

燕京大学 1919年正式成立，1952

年撤校，33年办校历程中，共有注册
学生 9000多人。我参加纪念大会，是
因为父亲钱辛波也是燕大学子，系《燕
京大学史稿》主编之一；因从业关系，
我主编这两年的《燕大校友通讯》，参
与筹备纪念。
临近中午时纪念会结束，全体校友

起立，由“燕二代”———原燕大教授翁
独健的女儿翁如璧指挥，92岁的校友
赵庆润先生钢琴伴奏，合唱 《燕大校
歌》。他们的嗓音不再嘹亮，音律也不
那么整齐，但这些平均年龄在 90岁以
上的燕大学子都在努力歌唱。歌声是一
种凝聚的力量。

燕京大学，曾经的著名大学，在
1952年院系调整中消失，但它在中国
高等教育历史上的影响，仍将长期存
在。燕园未名湖边，自有新人辈出。

文化地标“新天地”

黄 坚

    新天地，位于淮海路东段
南部，是 21世纪上海的时尚
地标，被《福布斯》评为“全
球 20大文化地标”之一。

回望上世纪 90年代，那
里可是一片式样陈旧、设备简
陋、屋外空地狭窄、一般无卫生
设备和独立厨房的老式石库门
住宅旧区，中共“一大”会址也
坐落于此，时称“太平桥旧区”。
那它是如何实现华丽转型的？
又为何取名“新天地”？

话说当年卢湾区政府在实
施“太平桥旧区”改造之际，
没有简单地采用拆旧房建新房
的办法，而是着眼未来，提出
了“太平桥旧区重建计划”，
要求“到 21世纪不落后”，并
特意邀请香港瑞安集团主席罗
康瑞加盟参与该项目。1996

年 5月，双方签署了《沪港合

作改造上海市卢湾区太平桥地
区意向书》，开启了太平桥项
目的建设。
在对“一大”会址周边旧

区改造时，面临的第一个问
题，就是要不要保留那里的石
库门建筑？
答案是：要，而且必

须保留。
原因主要有三点：一

是按照文物保护规定，中
共“一大”会址作为全国重要
文物保护单位，周围的建筑高
度不能超过 24米，风貌要和
会址的石库门形态相协调。二
是石库门是上海独特的建筑样
式，承载着上海的历史文脉。
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大都市，
应该在发展过程中保留自己独
特的老建筑，并在未来向世界
展示自己的历史文脉。三是该

项目地处市中心，又是“一
大”会址所在地，其地理位置
和影响力都很重要。

对于以何种方式进行保
留，改建者借鉴了国际大都市
保留、改造旧建筑的经验，提

出了“昨天、明天相会在今
天”的大胆设想，意思就是让
上海的历史与城市未来生活可
以在今天精彩地呈现。当时还
特意请来美国波士顿法尼尔厅
市场项目设计师本杰明·伍德。

本杰明·伍德为了了解上
海老建筑的模样和它的典型特
征，并从中提取应该保留的元
素，用几个月时间，拿着摄像机

在上海马路上边走边拍。最后，
他们确定了以体现上海石库门
风貌为主题的新天地保护性开
发方案。简而言之，就是改变
石库门原来的居住功能，赋予
它新的商业功能，让石库门从

私人空间变为共享空间。
为此，他们从上海历

史档案馆中找来了这片建
筑的原始设计图，保留并
使用了原有石库门的旧

砖；掏空建筑内部的旧结构，
加注了混凝土的梁和柱，并为
外围四面砖墙注射了进口的防
水层药水，在老房子内加装了
地底光纤电缆和空调系统等现
代化设施，在弄堂里铺设了各
种管道和消防水箱⋯⋯

2001 年 6 月，改造后的
“一大”会址周边地区面貌焕
然一新。对于她的名字，受到

“一大”会址的启发，他们用中
国的拆字法，“一”加上“大”
成了“天”，“天”对应“地”，
考虑到这是一个从 20世纪到 21

世纪的跨世纪项目，所以就用
“新”字概括，“新”又寓意着中
国共产党带领老百姓创造了全新
的天地。由此，“新天地”之名
呼之而出。
上海新天地一经问世便引起

了国内外的关注和美誉，很快它
便成为一个具有上海历史文化风
貌、创造前沿生活体验的时尚中
心，一个崭新的上海城市地标。
昔日的太平桥地区如今也已成为
了享誉全球的国际化多功能新社

区。
明起刊登

一组《极致北
极》，责任编
辑：龚建星。

渴望和平与安宁
赵荣发

    今年初夏，我和朋友
去日本旅游，其间看到了
这个岛国曾经发生过的两
次灾难，给我带来了强烈
的视觉错感和心灵震撼。

6 月的长崎和平公
园，阳光明媚，景色旖旎，
有成群的和平鸽在如茵的
草坪上觅食、嬉戏，时而
飞向天空。著名的和平祈

念像就坐落在公园的中
心。1945 年 8 月 9 日中
午时分，在这个地块的上
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想象一下，盛夏酷暑中，
原子弹爆炸引发的强烈冲
击波和数千度高温造成了
多么巨大的灾难———就在
和平祈念像对面的“和平
之泉”水池前，竖立着一
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当时
年仅 9岁的一位小女孩的
手记：“口渴得实在难以
忍受。水面上漂浮着一层
油一样的东西。因为口渴
难忍，就把浮着一层油的
水喝了下去。”寥寥数语，
勾勒出当时的凄惨景象。
与和平公园相毗邻的

长崎原爆资料馆，更细致
地记录了这场灾难给人们
所带来的巨大创伤：被扭
曲成麻花样的铁框架，被
烧成焦炭似的尸体，被定
格在爆炸瞬间的一座时钟

残骸⋯⋯我在陈列柜里还
看到了一件被烧焦的衣
服，它仿佛用手指轻轻一
碰就会碎成齑粉，让我的
心不寒而栗。
这场灾难不仅在瞬间

夺取了数以万计的人的生
命，其造成的后遗症，更
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带来了
无法估量的伤害。

与这场原
爆之灾相对应
的，则是另一
场自然灾难。
在参观了

长崎和平公园和原爆资料
馆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
地处九州岛一端的泥石流
保存公园。 1990 年 11

月，这里发生了一次巨大
的泥石流。濒临海岸约两
公里的普贤岳顶峰的火山
口突然喷发，把灼热的岩
浆一路推到海岸边，所经
之处的道路、田地、房舍被
全部毁坏或埋没。泥石流
保存公园里保存
的，就是在这次灾
难中残留的房舍，
它们几乎全都被凝
固在当年崩发的岩
浆中。其中有一间房子，
背部只露出一片屋脊，前
面仅留下半个黑魆魆的窗
口。据导游介绍，尽管当
时日本防震机构预测到火
山爆发的可能，并且做了
许多疏散预防工作，但火
山爆发时，仍然有 40 多
个居民失踪，下落不明。
如今，这里已被重新

整理修复，一座座新建的
房屋和一条条公路出现在
绿树鲜花丛中。这座活火
山的山头及附近一带也已
成为一处旅游胜地，数十

个沉寂而诡异的火山口烟
雾缭绕，不时喷吐出一团
团水蒸气，空间里弥漫着
一股硫磺味。有人将几枚
生鸡蛋放在石缝处，不一
会居然熟了，在带来一番
新奇的同时，仿佛又无声
地提醒人们，火山还真真
切切地活着呢，你可千万
不能麻痹大意哦！

显然，日本民众已经
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

我们看到，无论是
泥石流公园周边的
建筑物，还是其他
地方的房屋，多为
小巧精致，以防地

震随时随处的袭来。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

中，我们会遇到许多灾难。
有的是天意，有的却是人
祸；前者无法抗拒，后者
则是可以而且应该避免
的。在日本旅游期间，我
们从看到的许多人文景观
中，不时感受到这两者之
间的撞击，于是，更加渴
望世界的永久和平安宁。

我和你，心连心，永
远一家人。建设一个普天
下的美好家园，便成了全
人类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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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年前，在读者来稿中发现了《巴黎，自
由行走》这篇文章，格调的雅致、信息的密集、
文笔的从容使我吃惊，这正是《新民晚报》夜光
杯所需要的风格。做这样文章的责编，几乎不需
要动一个字。太舒服了吧？作者林筱瑾，一个美
丽文气的名字。何许人也？

知道林筱瑾毕业于同济大学，是室内设计
师，这是以后的事了。与小林共餐终于识得才女
真面目，也是以后的事了。但自第一篇自投稿见
报，小林是夜光杯的基本作者，这是很快被认可
的事情。
他乡，我乡，美食，美景，城

市，自然，是林筱瑾涉笔的题材。她
写得真好，对美怀有的敏感，使她对

自然风物的观察细腻而准确。她热爱上
海，与她童年、少年生活相关的上海；今
日丰富多元的上海。那些著名的马路、
公园，那些花卉与绿草，那些焰火与欢
宴，于她秀雅的文字间，饱含魅力。
香港作家林燕妮曾经说：成为作家

的要素，就是要看他是否有善感的心智
与流畅的文字。同为林氏的筱瑾的文字
何止是流畅。朴素妖娆是其标牌。她的
文章辨识度很高，抹去姓名，你也能一
眼认出。小林不是高产作者，她对所写的素材怀有真
情与挚爱，这才动笔。朴素是散文能打动人的第一要
素，它不由营造，是真挚的情怀自然催生。对童年的
曼妙记忆与对城市现代时尚的描摹在书中相谐一体，
也是因为情怀的一致。生命的惊喜，生趣的可贵，美
的启迪与现代的享受⋯⋯小林生气勃勃，滋滋有味，
她常常从事物的细节入手，细细描摹呈现，情感内
蕴，她的咏叹与讴歌所以从来不空洞不虚饰。她深爱
园林，及至从事设计室内装潢，精通园艺，实现了小
时候的梦想。设计师的眼光一般从事物的形制上入
手，她的文章也注重形制描绘的逼真、细腻、灵光，
与有些人的空泛叙述大大不同。写作是她设计的副
业，正如她所说。两者有一脉相通之处。但写作而有
的细致与自信，说不定反过来也帮助到她的设计事
业。写作、设计，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细节，是美的
关键。热爱生活是两者共同的核心。

林筱瑾爱用长句，一个句子有时会有几个转折，
不疾不忧，曼曼婷婷，如一个女子富有韵味的舞步。
这使她文笔的朴素中又有妖娆的味道。一般篇幅不长
的散文随笔，是不适合用长句的。但小林的长句，似

乎不用就不显其激情与能量。她能将短
句与长句妥妥融和，是率性自然的叙述
节奏使然；也因为，她能将文章的整体
感弄得均衡。有均衡就有舒适。
她迷醉于都市生活的五光十色，迷

醉于未曾生活过的祖籍福州。她将她的迷醉表达了，
———由此，会感染与促发读者你的迷醉。

她的文章似乎越写越好，一方面，视野更加阔
大，一方面内心更加悠然。既坚毅又柔软，这城市职
业女性的秉性，在她将重心转移出职业时，反而在作
品中烙印更深。很喜欢她在书中的这段话：“2018

年，更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时间节点。万变的世界，
万难的行业都遭遇着严冬，世界需要理解和共赢。做
一个爱他、利他、理解他的人之前，先做一个自律、
自愈、自燃型的自己。”
舒展之后，定力自现，而创造力正是在一个自在

的世界里顺势而生。一个自律、自愈、自燃型的自
己，做什么行当能够不成功呢？———祝贺林筱瑾的首
部散文集出版，并期待她的第二部、第三部⋯⋯

歌（外一章）

叶振环

    离我家乡老宅很近的
长江堤岸边有着一排排黑
压压的会唱歌的水杉。
树林的歌，清逸而悠

扬。仿佛好多好多歌手在
唱歌，有的轻悠悠的，有
的高亢激昂⋯⋯
是水杉在唱歌吧？树

林里清一色全是水杉树。
我走进了这片浓密的

水杉树林，走进了歌声里。
歌声如细碎的阳光，在枝
头跳跃，在林中飞翔。走
走，看看，听听。当我发现
树林里真正的歌手时，我
的惊讶和兴奋不言而喻。
瞧，每一棵树上，都

有许许多多小鸟。每一只
小鸟，都爱唱歌。
小鸟的歌，从树梢洒

下，在枝叶的缝隙里流泻
成金色的阳光瀑布。

小鸟的歌，挂在枝头
叶片上，结成晶莹的露珠。

小鸟的歌，落在地上
的红草莓、绿荠菜和各种
漂亮的花朵上。

小鸟的歌，跳进了岸
转河里，变成了活蹦乱跳
的小鱼、小蟹、小虾⋯⋯

小鸟的歌，汇成了树
林里的大合唱。

哦，每一处的树林都
会唱歌。

路
悠长雄浑的号子吼出

来的路，宛如一条缠身的
飘带，向广袤的大地延

伸，延伸⋯⋯
路，随着压路机烫

平；日子，跟着时代的发
展节拍在幸福地飞转。筑
路工的脊梁佝偻了，宽阔

漂亮的大道洒满了筑路工
人的汗水。

寒冬，一身霜；酷
暑，汗湿衣。滚烫的脚
下，热浪涌来。你得到的
却是欢快的颤抖。那颤抖
又是崭新的。
你想流放，流放在遮

天蔽日的山川、河谷。抚
你脸的是霜，亲你胸膛的
是风。于是，你叩响了建
造大厦的回音。你一生只
想醉，醉在道路的蜿蜒
中。在寂寞中，你高高地
举起酒碗，嚼着家乡独有
的草头烧饼，望着醒酒的
天空———是一轮圆月⋯⋯
月光如泻。
篝火如灯。
醉意朦胧的路，洒满

深深的乡愁，伴着依依的
情意，在如路的号子、广
袤的大地上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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