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夜莺”扬名法国
周小燕1917年在武汉出生，父亲周苍柏曾

在美国进修金融专业，后来回国经商创业。周

苍柏是著名爱国人士，非常喜欢音乐，经常带着

家人去看音乐演出。耳濡目染之下，周小燕从

小就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

1935年，周小燕到上海国立音乐院求学，

师从声乐系的苏石林教授，开始专业的音乐学

习之路。1937年，由于国内局势动荡，周小燕

从上海回到武汉。为

了激发国民的爱国

情结，周小燕和弟

弟组织乐队在国

内巡演。那一段时间，她演唱的《长城谣》《最后

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等歌曲，激发了很多人的

爱国心，也让她有了一些小名气。

为了让女儿有安定的生活和更好的音乐造

诣，1938年年底，周苍柏把周小燕送到法国进

修。她在巴黎的俄罗斯学院跟随著名音乐教授

贝纳尔迪学习发声，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让周

小燕掌握了美声的技巧。她学会了大量意大利

和西班牙美声曲目之后，又跟随法国艺术指导

柏鲁加和玛尼两位老师学会了法国艺术歌曲和

法国歌剧咏叹调。

1945年，周小燕开始在巴黎

大剧院登台演出。随着

名气越来越大，周

小燕成了法国人口

中的“东方夜莺”。

然而，周小燕一直

挂念着祖国和亲

人，“我出来唱歌不

是为了出名和利益，我要回到我的祖国去，为祖

国的音乐事业做贡献。”1947年，周小燕放弃了

在国外发展的机会，历经险阻回到祖国。

出访途中遇见真爱
1949年之后，周小燕投身音乐教育事业。

与此同时，她还凭借优秀的唱功，多次代表祖国

到国外演出。1951年，在一次去往国外学习的

船上，她邂逅了与自己携手一生的丈夫——张

骏祥。

张骏祥比周小燕大7岁，他从清华大学毕

业后又到美国留学，回国后投身导演事业。张

骏祥1941年开始执掌导筒，曾导演《边城故事》

《蜕变》等多部优秀话剧，后来又开始执导电

影。1951年，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在前往孟

买的船上，张骏祥在甲板上偶遇吹海风的周小

燕，两人愉快地交谈起来。半年的出访旅途，让

周小燕与成熟稳重的张骏祥相知相爱。1952

年，周小燕与张骏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

不久，他们搬入位于上海复兴西路44弄的玫瑰

别墅7号2楼。

复兴西路，原名白赛仲路，东西走向，1914

年辟筑。最初市政规划此路段定为纯住宅区，

只允许建造西式房屋，不准设立甲类营业场所，

因此全路段多为花园洋房、新式里弄、公寓等。

1943年，白赛仲路改名为西大兴路，1945年改

名复兴西路。

复兴西路44弄玫瑰别墅内有7幢花园别

墅，建于1937至1945年间，由奚福泉、黄大猷、

赵涤和陈植4位著名建筑师设计，7幢房子风

格各异，用7种不同的颜色，十分别致。这7

幢花园别墅皆为砖木结构三层，平屋顶，水泥

砂浆外墙，建筑形体简洁，

体现现代建筑风格，屋前有

花园。建造时，弄口地面上

别出心裁地砌有“玫瑰”两

字，故被很多老上海人称为

“玫瑰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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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燕婚后住进玫瑰别墅
周小燕，歌唱家、音乐教育家，荣获中国音乐艺术最高荣誉奖“金钟奖”、

法国政府授予的“法国国家军官勋章”等。1952年，周小燕与著名导演张骏
祥在上海结婚，婚后搬入复兴西路44弄的玫瑰别墅7号2楼。

神州导览

岗峦陡险、深谷纵横、林木幽

谧的武隆位于重庆市东南，域内拥

有众多喀斯特地貌自然景观，其中

“天生三桥”景区是武隆风光的精

华所在。

自然造就的天龙桥、青龙桥、黑

龙桥雄峻宏阔、气势磅礴，并称为

“天生三桥”，是亚洲最大的天生桥

群，为罕见的喀斯特地质奇观，被列

为世界自然遗产。

天龙桥谷底天坑里林木葳蕤、

神秘阴森，葱笼掩映下，一座青瓦灰

墙、汉唐古风的驿站四合院横空出

世、遗世独立，院前书就“天福官驿”

四个大字，伴着山谷莺啼更显幽远

古意。伫立驿站，眼前恍若浮现黑

衣武士穿越天龙桥下迷魂洞，凌空

而降、刀光剑影，身轻如燕游走于驿

站翅角飞檐的屋瓦之上，是武隆旅

游的热门打卡点。

夏菁岑

重庆武隆
喀斯特奇境

位于泾县榔桥镇东南部、黄子

山西麓的黄田村古建筑群，是安徽

省保存完好的清代古民居建筑群之

一，共有古建筑56处、单体建筑135

栋，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

黄田村是以朱姓为主聚居的村

落，一条风子河由东向西穿村而过，

十余座石桥架于山溪之上，沟通两

岸往来。《泾县乡土记》记载：“山之

西南为朱氏村，山之正西为胡氏村，

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

余里，户口数万。”

作为皖南古民居的重要代表，

黄田村古建筑群始建于北宋嘉祐年

间，鼎盛于明清，建筑既有皖南建筑

的特色，又有苏州园林的精致、宫廷

建筑的恢宏。古民居从选址、规划

到建筑设计，均展现出古人“天人合

一”的理念与精神。

2006年，黄田村古建筑群被国

务院批准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现已建设成全国文物维修

保护样板工程。

沈琦华

黄田村古建筑
历经风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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