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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无恙……”能刷屏，不仅仅蕴含着人

们在疫情期间对健康有序、传统有格、审美
有度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还体现出长三角地

缘相近、人缘相亲，一体前行的文脉积淀。宋
韵，正是江南文化的点睛。而江南文化，也正

是上海文化的底色。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经济中心

南移， 为江南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且接续千年， 传承至

今， 形成长三角与其他地区迥然有异的文
脉。马可·波罗称杭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

的天城”， 体现出当时江南一带就颇为开放
兼容的气质。 自宋之后，江南地区的进士数

量占绝对优势，也可见文脉传承之澎湃……

人情暖意也在江南荡漾。 文旅融合乃
至蕴含宋韵的景点，始终是长三角人口流动

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当上海三位年轻女性前

往苏州的行动轨迹曝光后， 众人惊叹于文博

寻宋之旅的专业程度之高， 随即刊出的姑苏
晚报“待无恙”报道主题之暖。 当长三角四大

晚报携手推出寻宋之旅时， 闻者无不感叹长
三角报业创造力之新、凝聚力之齐。联系采访

之时，松江、青浦、静安、徐汇乃至宝山、长宁
等区的文旅局都积极搜寻文化家底、 探寻宋

韵遗迹，且纷纷为采访、拍摄打开方便之门。

如此， 我们就能更精准地感受到生活里的传
统与文化，展望未来中式美好生活将从我们现

在精心拼接，最终携手绘制的“长三角寻宋之
旅地图”上展开……

“待无恙，多来往，共江南”，长三角四大晚报与读者

定下疫情后的温情之约———寻宋之旅。寻的是依然扎

根在长三角平原上的宋韵，例如今日开篇的松江方塔，

留存着宋代美学意蕴的不仅限于斗拱；随后推出的青浦

金泽镇普济桥及两棵银杏树，砖瓦和叶片

里刻着自宋代始的年轮；还有静安寺、龙

华寺……以记者实地探访、专家钩沉历史的文字、视频

等方式，徐徐拼接出未来长三角寻宋之旅地图的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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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脉
有生活
有未来

□ 朱光

    踏过一路落叶，来到松江方塔园，园

中的宋代古塔高 42.5米，历经千年风雨
雷电傲然挺立。曾经，我国著名城市规划

与建筑学家、也是方塔园设计者的冯纪
忠先生这样说过：“与古为新的古不是完

全的宋，但精神是宋，我要让这种精神在
全园流动。”

从宋起八次大修
唐与宋的文化共同成就了方塔的高

贵和秀美：塔的平面呈正方形，共 9 层，

底层每边宽 6米。塔檐的二层到九层每
一个檐角的连线都呈抛物线的弧度，名

叫“卷刹”。塔身瘦长，塔檐宽大，形体犹

似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为了秀美，塔体
外除去繁冗，把楼梯都设计在塔身中，旧

时，可层层登高。世世代代，有多少人在
这里为了穷千里目，而更上一层楼？

经历风雨，方塔曾被多番修葺。万历
年间，方塔塔顶宝瓶为募款而修，高僧大

振断臂以示虔诚。清顺治十七年、乾隆三
十五年和道光年间都有修葺。尤其至道

光年间，开展更换塔刹等大修。
辛亥革命后，塔的砖身出现裂缝，下

层围廊全部毁坏，塔内各层木结构亦大
多损坏，楼板扶梯仅剩一层。1973年经上

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方塔进行建
塔以来的第八次大修。

据介绍，1975年，方塔开工修缮，底

层扶梯改为外扶梯结构，木结构按宋代
做法，根据陈从周教授意见，参照宋代张

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建筑的寻杖式栏杆
式样制作。塔檐四角下的风铃（惊鸟）原

物缺失，由上海博物馆提供的唐代风铃
为实样，在修塔工地浇铸。修缮所用木材

分别为江西景德镇樟木、安徽黟县的青
刚木及建杉 100多立方米。苏州吴县陆

墓砖窑厂定制了砖瓦。在大修中更换腐
蚀的塔心木，用老式巴杆安装了重 6吨的

塔刹，补换相轮。恢复各层扶梯、楼板、平

座、栏杆等，重建了围廊。大修历时 4年，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罗哲文认为松江

方塔是全国古建筑修缮中的成功范例。

仿佛入历史隧道
方塔园中的建筑，不仅仅有方塔，此

处本来是唐宋时松江府中心，县府、城隍

庙与兴圣教寺所在地，唐代市河穿越而
过。1978年起，冯纪忠接手了方塔园的设

计。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对冯纪
忠先生颇有了解的范文兵认为，“他没有

把传统的再造仅仅理解为形式上的纪

念，他把建筑的现代性诠释成一种可以
与古人对话并与现代的普通人生命相融

合的绵长。园中所有植物不做人工造型，
全园没有出现水泥地。”

从方塔园的东门进入，便进入了冯

纪忠设计的堑道，静谥幽深，仿佛进入了
历史的隧道。据在方塔园内工作了 20年

的高梅介绍，这条 80米长的堑道是冯纪
忠带着人用石块一块块垒起来的，大石

块间的缝隙都经过了精心计算，保证其
中不长出荒草。

对于刚刚踏入方塔园的游客，景致

不能让其一览无余。进入堑道，两壁弯
折，远处似乎有隐隐约约的出口，一眼又

望不见尽头。一旦走到堑道尽头，豁然开
朗，正前方是雄伟的上海妈祖庙，而左前

方是开阔的方塔广场。这种心理变化是
风景感受的巧妙对比安排。整个堑道风

光正合了冯纪忠喜欢的王安石一首诗：

“山山桑柘绿浮空，春日莺啼谷口风。二
十里松行尽处，青山捧出梵王宫。”

建筑设计显个性
在设计方塔园时，冯纪忠做了严格

的建筑考古工作，由此发现了一条唐代
的市河，“市河进行了严格保护，河边的

所有原始树木都予以保存。”高梅说。
今天的我们还可以在方塔园泛舟畅

游唐代市河，想象市河穿过集市、庙宇与

坊街的场景。河上，安静地卧着一座南宋

古石桥———望仙桥。游客依然可以轻轻
走过，如同 800年前一般。

方塔园的临水一隅，还有一个几乎
不费任何费用建起的茅草亭“何陋轩”，

轻巧又雄伟，成为中国现代建筑里程碑
作品。“松江至嘉兴一带的农居多为庑殿

顶，因此屋脊常作大幅度的弧线形状，何
陋轩加入了歇山顶的元素，延续了当地

文脉。”高梅特别提醒，“亭中承重的毛竹
刷成了白色，交互的节点却刷成黑色隐

去，这样整个结构就象飘动在空中。”
冯纪忠还特别用旧红砖在亭边设计

了数道弧墙。从早至晚，光影在东西弧墙
上慢慢移动，水边的茶客在时间流逝中

感受着这一变化。其中，饱含着建筑设计
者的心思：“所有弧墙有各自的圆心，如

同每个人以个性为中心，和而不同，宋的
精神彰显个性。”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古往今来
多少人在此一穷千里目

松江宋代方塔历经千年傲然挺立

方塔园
● 地址：上海松江区中山东路 235号

轨交： 9号线至松江体育中心站转松江

公交 17路到方塔园站
● 公交：上海体育馆公交枢纽站乘高速

沪松线直达方塔园站换乘松江公交 2 路、4

路、7路、11路、17路、26路到方塔园站

● 开放时间： 6:00-17：00

● 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
人民南路 64号

● 轨交：9 号线醉白池
站 3号出口

● 公交：沪松线（万体馆）

松江招商市场站转松江公交
9路、12路、19 路到醉白池站

松梅线（锦江乐园）松江
荣乐中路(人民北路)站转轨交

9号线到醉白池站
● 开放时间：6:00-17：00

● 展厅开放时间：8:00-17:00

 ▲

醉白池秋景

    “方塔是我国佛塔修缮中完整保留宋代斗

拱最多的古塔之一。方塔木构件尚存古代斗拱
177朵，其中以宋代斗拱最多，占 63%。”方塔园

主任胡秀红站在清晨的塔影中告诉记者，塔内
的宋代原物得到了有效的拯救和修复。塔中保

存一部分宋代的罗汉枋、撩檐枋等，在多雨潮湿
的江南古塔中实属罕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在《江苏之塔》一书中

说：“松江方塔是自唐代到北宋，同类塔中嬗嫡
的代表。”意思是说这座北宋时期建成的塔沿用

了唐代的形制，造形、用料、技术和施工都是典型

的唐代楼阁式砖木结构塔。
“若绕塔身一圈，仔细观察可发现方塔的塔

基向东南倾斜。”胡秀红提醒。为何建斜塔？沈括
在《梦溪笔谈》里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一位造塔行

家，造了一座斜塔，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
这代人是看不见了，我造的这座塔 200年后便成

为一座笔直的塔。”松江濒临东海，常吹东南风，

年代久远后，塔就会向西北方向扶正。近千年来，
方塔被东南风扶正后，又向西北偏移 53厘米。修

方塔时工匠们用每层腰檐平座作一定借转的方

法，使东南上部出檐尺寸大于西北部，形成一种
视觉差，使原本倾斜的塔身看不出斜度来。

方塔园占地 182亩，方塔之外还有众多文物
相伴，如宋代望仙桥、明兰瑞堂（又名楠木厅）、清

代陈化成祠堂、清天后宫大殿、清代天妃宫……
方塔地基下的一地穴，内有石匣、银匣、宋代钱

币、铜佛及象征佛牙的动物骨骼化石等。这些文

物与今天的园林景观共同呼吸，连接古今，刚柔

相济。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修塔时为何故意朝东南斜？

醉白池，侬来最入画

宋宋
韵韵
暖暖
江江
南南     松江古园醉白池，最初，也是宋代进

士朱之纯的私家园林。昨日前去探访，醉
白池仿佛醉在身披“金甲”的古银杏里，醉

在青枫烈焰般的燃烧里……
醉白池占地 76 亩，分内园和外园，

外园乃新建。堂、轩、亭、舫、榭、池组
成主体建筑群，包括池上草堂、玉

兰院、雕花厅、四面厅、束鹿

苑、卧树轩等十景。园内廊
壁和部分庭园里，石刻

碑碣众多。除董其昌所留墨宝之外，最

著名的便是《云间邦彦画像》石刻，上面
镌刻着明、清松江府属各县乡贤名士百

余人之画像……
其最初的主人———云间名士朱之纯

生于 1046年，45岁时才得中进士，元符
年间归乡隐居后，修建了一座十分精致

奢华的私家园林，取名“谷阳园”，并自号

“谷阳先生”。好友蔡肇特为此园题诗《题
朱之纯谷阳园》，令这处园子声名鹊起。

明朝末年，著名书画家董其昌在此处

建造“四面厅”“疑航”等建筑，并聚集了一
批文人雅士在此品诗作画、下棋抚琴。

真正让这座园子大放异彩的是清人
顾大申。1650年，时任工部主事的顾大申

重加修缮这处园林。在原有基础上加盖了

堂、轩、亭、舫、榭，园子中央还挖出一

泓池水，宛若嵌入一面镜子……

“谷阳园”就此成为江南名园“醉

白池”。 特约记者 贾丽

盼复

欲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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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飞扬扬

苏苏
杭杭
沪沪沪■ 秋色中的“何陋轩”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待无恙，君再来。”“待无恙，定

再来。”“待无恙，多来往！”11月 30

日起，新民晚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

和姑苏晚报，在各自头版推出特别策
划“待无恙，多来往———长三角四大

晚报联手邀你寻宋江南”，欢迎网友
晒一晒去过的“寻宋胜地”。一场长三

角四大晚报之间的温馨互动，就此拉

开帷幕。这一回，“包邮区”将江南的
风雅宋韵“包邮”到全国读者心底。

随着纸媒吹响“寻宋江南”的号
角，四大晚报“两微一端”的融媒体平

台上，视频、海报、图文等多形式的
“联动”紧随其后。新民晚报在多平台

发布《待无恙，多来往，共江南！新民
晚报携长三角三家晚报邀您“寻宋江

南”》推文之余，还在“三分 ·天下”栏
目推出短视频，向读者发出“寻宋之

旅”线索征集，也道出“春暖花开，一
同寻宋江南”的约定；新民晚报制作

的“寻宋江南”活动海报，取材自画家
吴冠中的水墨画《水乡》，也在朋友圈

广为流传，成为一封来日寻访古迹的
别致“邀请函”。钱江晚报 ·小时新闻

推送了《寻宋江南 | 读者发来特别
路线，不出门“打卡”千年前的小日

子》，展示读者“集思广益”的成果；扬
子晚报 ·紫牛新闻推送的《寻宋江南｜

走进南京版〈清明上河图〉，看看宋朝
时南京人日子过得怎么样》，点亮“寻

宋江南”地图的南京坐标；姑苏晚报
以《同行点赞网友好评，“寻宋江南”

云上掀热潮》一文跟踪后续反响，让
这场“梦幻联动”更加掷地有声。

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发布的推

文下方，有读者发挥文采，写下“盼复
‘苏’、欲远‘杭’、多‘沪’动、心飞

‘扬’”的精彩留言，将四地名字融入
暖心祝愿。还有网友借评论区倾诉因

疫情取消旅行的遗憾：“11月 27日因
疫情退了去苏州的票，不能与天平山

的红枫叶相遇，遗憾至今，只盼疫情

早日退去，再能寻梦江南。”四大晚报
发布活动报道当天，微博上也开启

“江南寻宋之旅”“包邮区寻宋深度游
宝藏打卡地”“解锁包邮区寻宋隐藏

打卡地图”等话题，引发广泛关注和
讨论。不少读者自发分享自己的“寻

宋之旅”攻略，你一言我一语，挖掘众
多值得一游的宋朝古建筑遗址。

四大晚报在“融媒”渠道的协同
发力，获得了 1+1+1+1>4的效果，成

为媒体同行间现象级的“爆款”。11月
30日，澎湃新闻发布文章《长三角城

市温暖互动持续：沪宁杭苏晚报共邀
疫情后“寻宋”》，为活动点赞；12月 1

日，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也转载了姑
苏晚报的文章，将此次活动推介给全

国晚报同行；随后，多家长三角地区
的其他媒体也抛出橄榄枝，希望加入

“寻宋江南”的队伍。
千言万语，寄托着人们对战胜疫

情的信心，对美好未来的期待，最终凝
结为一句：“待无恙，再来往，共江南，

寻宋韵。”等到阴霾消散、春花烂漫之
时，定要与君同游，访前人足迹，品千

年古刹，看江枫渔火，听钟声缭绕……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扫码云游方塔

延 ｜伸 ｜阅 ｜读 ■ 宋代方塔屹立千年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醉白池

“待无恙”

一呼百应反响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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