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式 古 塔 在 欧 洲
司徒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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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晚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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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欧洲的许多
园林中都有仿建的中国式亭台楼阁，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仿照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宝塔
而建的多座宝塔。由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
生母贡妃而建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虽然
早在

!#$%

年就已毁于太平天国战火，但它
的不少海外“亲戚”至今依然存世，继续以
它们挺拔的身姿，见证着历史上中国园林
与建筑艺术在欧洲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最早向欧洲完整地介绍大报恩寺琉璃
宝塔的是荷兰人纽霍夫。他在

&"

世纪中叶
作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随员到中国生活过
一段时间，回国后将所见所闻写成《中国出
使记》一书，于

&%$#

年在荷兰出版。他在书
中特别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南京大
报恩寺琉璃宝塔，使其在欧洲声名远播，被
视为中国建筑的代表。但纽霍夫将

'

层的
宝塔错画成

&(

层，这一错误直接影响到后
来欧洲以此为蓝本设计的许多塔的层数。

欧洲第一座中国式塔于
&"%)

年在伦

敦西南部的丘园（现为英国皇家植物园）建
成。这座八角形的砖塔共

!(

层，高约
*(

米，由英国宫廷建筑师威廉·钱伯斯设计。
钱伯斯在

&"+,

至
&"--

年间曾到过广州。
他参观了当地岭南风格的园林和建筑，并
将一些庙宇和宝塔用素描的形式准确地记
录下来，回国后出版专著予以介绍。此塔是
当时欧洲仿建得最准确的中国式建筑，塔
身装饰彩色琉璃，五彩缤纷，曾在欧洲轰动
一时，成为其后许多地方中国式塔的模仿
对象。

英国皇家邮政曾于
&''(

年发行一套
-

枚邮票，纪念丘园正式交由国家管理
&*(

周年。邮票图案由园中的不同植物和著名
建筑物组成，其中面值

."

便士的“柏树与
宝塔”

&

枚描绘的就是此塔，它也是集邮爱
好者不可多得的表现中国题材的外国邮
票。

)((.

年，包括此塔在内的丘园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法国小城安布瓦斯附近的尚黛鲁普

府邸中，有一座全部用石材砌筑的中国式
塔，建于

&""*

至
&""#

年间。塔为八角形，
共

"

层，高约
."

米。其下粗上细的外形轮
廓、优雅上翘的屋檐、窗棂格图案的栏杆都
有大报恩寺琉璃宝塔的影子，特别是底层
一圈

&%

根柱子的外廊，与琉璃宝塔很相
像，不过它的细部都属西方古典主义的多
立克柱式。

中国式塔在德国至少有
.

座遗存。波茨
坦的无忧宫花园内有一座建于

&"%'

至
&""(

年间的“龙塔”，平面呈八边形，共
-

层，底层
封闭，上面

.

层开敞，每层的腰檐都是曲面
的，因为塔身每个戗脊上共装饰有

&%

条龙，
故而得名。德国的另一座中国式塔，是矗立
在奥哈尼恩包姆花园小山上的八角形钟塔，
于

&"'*

至
&"'"

年间建成。塔身以红砖砌
筑，共

*

层，每层有檐，檐角悬挂风铃，各面均
设一小窗，外形大致准确。

在德国慕尼黑的“英国园”中，也有一
座著名的“中国塔”。此塔仿照丘园塔设计，
建造年代与上述建塔时间相仿。塔高

)*

米，共
*

层，
&)

边形，木结构，每层均为全
开敞的阁楼，外檐装饰镂花木格，空灵通
透，出檐舒展。但在

&'--

年
"

月的大轰炸
中被烧毁，

&'*)

年按原样重建。现在塔的
周围是慕尼黑第二大啤酒园，看那三五成
群的游人围坐塔下，畅饮着著名的慕尼黑
啤酒，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知道身边的这
座塔与遥远的中国的历史渊源呢？

题图：创作于
&"%.

年的水彩画，描绘

了英国伦敦丘园的中国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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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的
自
信

流

沙

艾格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室外墙体

绘画艺术家，在巴黎住了
&(

年，虽然他

非常热爱这座城市
/

可
.

年前，他还是

选择了离开。告别巴黎后，艾格来到伦

敦，他说在伦敦，有许多人找他创作墙

体画，而在巴黎，要揽到一笔活儿，需要

等上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有位专家对这类现象如此解读：伦

敦每天在变，而巴黎不是。一座不变的

城市，肯定不需要墙体绘画艺术家。

的确，巴黎老城近百年来，几乎没

有大的变动，城区保留了大量的老房

子、老街区、老店面。雨果小说《巴黎圣

母院》中描写的一些物件，在圣母院中

仍然可以找到。如果这一切换到中国去

试试，不要说百年前的建筑物，即使是

几十年前的建筑物，许多都在大规模的

拆迁工程中消失殆尽。而巴黎老城，在

&#-*

年之后，历经
&((

多年，几乎没有

大的变动。香榭丽舍大街、卢浮宫，这些

几百年以前的建筑物，像一座“中世纪

城市博物馆”，人们在那里感受到的是

“历史记忆”的厚重。这些都是文化自信

的表现，一座没有自信的城市，不可能

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把这些老古董保留

下来。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看似与时俱进，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缺乏文化自信

的表现。中国的许多城市觉得保留老街

区难以跟上时代步伐，于是纷纷推倒造

起高楼大厦，营造那种很现代、很时尚的

都市，而完全丢掉了自己的个性。

巴黎的自信让人肃然起敬。几十年

前，在巴黎的旧城区中，建成了蒙巴拿斯

大楼。大楼完工后，市民十分愤怒，因为

这座高达数十层的大厦，与周边的环境

怎么也协调不起来，色彩、相貌、高度都

完全不协调。本来巴黎还有改造老城区

的想法，但在市民如潮的批评声中，巴黎

再也没有了动老城区的念头，最后把新

区建到老城区外面去了。

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表

的研究报告指出，法国老房子价格在

&''#

年至
,((-

年间上涨了
"(0

，而同

期法国居民收入只增加了
,-0

。该调查

显示，巴黎的老房子房价蹿升尤其快，
%

年间上涨了
#.0

。而这一切，在中国的

城市中是不可想象的，老旧房子升值率

是不高的。

自信是一个人站立起来的支点，自

信也是一座城市矗立起来的支点。一个

人没有了自信，将一事无成。而一座城市

没有了自信，将会失去个性。我们的城市

经历了数千年华夏文明的熏陶，拥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人文精神，这是

我们的城市充满

自信的源泉，但

如何将这种自信

传承下去，或许

是历史留给我们

的一道考题。

头 颅 与 灵 魂
王兆贵

到德国的斯图加特，不能不去看席勒，因为这是他的故
乡。席勒虽然只活了

-*

岁，他身后留下的文化遗产却弥足珍
贵，人所共知的《强盗》、《阴谋与爱情》、《威廉·退尔》、《欢乐
颂》等，均出自席勒的手笔。我在年轻时曾看过他的《阴谋与
爱情》。这部名剧的人物，形象而又生动；语言，优雅而又犀
利。“即使品德穿着褴褛衣裳，也应该受到尊敬”，这句经典台
词，至今记忆犹新。

按理说，要拜谒这位文化前辈，应该去他的墓地，由于魏
玛不在我们的行程范围之内，只好作罢。我们来到席勒广场
时，灰蒙蒙的天空就像席勒雕像的表情一样，阴郁而又凝重。
选了半天角度，也未能拍出一张色调清晰的照片。好在这尊

雕像的目光朝向下方，使我们能够看清他的面容。雕塑上的
席勒侧身而立，抓拢风衣的右手紧贴胸前，捏住书本的左手
自然下垂，幽幽的眼神，似乎在思索一个萦绕在心头的问题，
又似乎有些怅然若失。

席勒去世后的一个夜晚，被草草地混葬在大众墓穴里，
没有牧师的祈祷，也没有墓碑。在那动荡的岁月里，席勒的遗
骨先后转移过

.

次。当战乱结束，人们打开他的棺木时，却发
现里边竟然有两颗头骨。直到今天人们都不敢肯定，究竟那
颗头骨是席勒的。波恩市的考古学家已经从当地公墓中挖掘
出了席勒妻子夏洛特和他们第二个儿子威廉的遗骨，德国和
奥地利的考古学家将对这些遗骸进行

123

检测，再将检测
结果和两个席勒头骨的

123

进行比较，希望能一举解开真
假头骨之谜。

其实，究竟哪一颗才是席勒的头颅并不重要。墓地也好，
遗体也好，雕像也好，这些都是留给后人祭奠与缅怀的仪征
和表象，真正令人景仰的并不是大师埋在地下的枯骨，而是
他留给世人的不朽文化遗产，是那颗平凡的头颅升华而出的
高贵灵魂。

#

透过市中心一处街边咖啡馆

的拱形门，可望见利比亚最著名的

经学院。

的 黎 波 里 ———

“ 沙 漠 中 的 旅 游 城 ”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地处撒哈

拉沙漠北部边缘，是地中海南岸的

一片绿洲，市区树木繁茂，花草竞

生，气候宜人，因此被誉为“沙漠中

的旅游城”。

的黎波里是一座拥有
)"((

多

年历史的古城。公元前
"

世纪，腓尼

基人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建起
.

座城

市，统称“的黎波里斯”，意为“三

市”。后来其中两市在公元
.%*

年毁

于大地震，唯有居中的奥耶市独存，

历经沧桑，发展成为今天的的黎波

里。

的黎波里曾被罗马人占领达

%((

年之久，但至今一直保持着浓

厚的阿拉伯传统风格，其旧城区被

称为“红堡”，靠近该国最大的港

口。城内古色古香的街道、繁华喧

嚣的集市、精雕细刻的古寺，呈现

出典型的阿拉伯古城风韵，令人流

连忘返。

王 芳 廖政军 焦 翔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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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听到一些喜欢中国的外国人这样说：“我
是一个比中国人还要地道的中国人。”在这里，我
不想这样讲，因为我更愿意将我的所感付诸于笔
端，与大家分享。

&''#

年夏天，我从伊拉克来到北京，开始了
全新的生活。

&(

年间，中国带着无限的活力，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即使时光悠悠，人们也
不会感到丝毫的倦怠。

由于从事新闻工作，我有机会结识了许多普
通的中国人，从他们身上

/

从中国日新月异的现代
化建设中

/

我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
巨变。

生活在中国，我看到了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
有了明显提高，感受到中国领导层对于在人民中
间公平分配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视，特别是对于贫
困农村的重视。

我到过中国的农村，在那里，农民们的辛勤耕
作和幸福生活让我震撼。而最吸引我、最让我赞叹
的还是那广阔的农田和那绵延不绝的绿色，因为
是它养育了地球上

&4*

的人口。不仅如此，中国在
很多时候，还向许多国家提供粮食援助，为世界粮

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也看到中国正努力成为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国家。不仅许多企业正在大

步走向世界，而且一些高新技术领域的成果也令世界钦羡
/

不久前神舟七号载人
航天飞船的成功发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我在中国亲历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十年，这是我们一家与中国社会亲密
接触相互融合的

&(

年。
&''#

年，我携全家来到北京时，
.

个孩子都还小，大女儿
刚上小学。中国人的热情友好，让我们很快地融入他们中间。语言的差异没有成
为沟通的障碍，微笑化解了所有难题。孩子们自己乘公共汽车去上学。在他们的
成长过程中，得到了那么多中国朋友的关心。多年之后，我的儿女都进入了中国
一所著名大学深造。在中国，我们从没有陌生感。

当然，在中国的生活有乐也有苦，我们见证了中国在极为艰难时期的团结和力
量。

)((.

年，非典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肆虐，中国也成为主要疫区。然而，中国人
民以他们的努力和坚韧，最终取得了抗击非典的胜利，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

我也见证了中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勇气与信心。
)((#

年初
/

中国南方遭遇雨
雪冰冻灾害，此后又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但是每一次灾难的降临，都没有压垮
中国人民，他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排除万难，始终不放弃创造美好生活的努力。

&(

年中，我见证了中国的发展，目睹了街头、工厂、田间、学校的种种变化，
也感受着社会建设方面的显著进步。

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第三个十年里，我亲历了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华
民族终于实现了百年梦想。

我有不止一个理由从心底里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里的人民，这不仅仅因为
它在我的祖国伊拉克最危难的时期，以友爱和宽容的姿态包容了我和我的家人，
更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友善、严谨和崇高的品格。

我生活在中国，为它经济发展的成就而高兴。然而，从内心来说，我更希望中
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发展也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我热爱这里的人民，
他们勤劳、善良。但是，我也注意到，仍然有一些瑕疵在他们的生活中存在。所以
我对这里友好的人们寄予殷切的希望。我希望中国人民的整体素质能够得到更
快的提高，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

/

让他们在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同
时，不要丢弃中国的传统文化

/

并使之发扬光大。
我的脑海里有一幅美好的画面，它将保持到永远。我不会忘记中国改革开放

的伟大成就，因为它也与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相偕相伴，在我和孩子们的人生道路
上，我们会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讲述中国这个神奇而古老的东方国度里的故
事。我们会将这份属于我们和这个美丽国家之间的友谊，永远珍藏在心里。

（叶欣华译）

作者简介：阿巴斯·杰瓦德·卡迪米
/

伊拉克籍，
&'#"

年毕业于巴格达大学文

学系，
&''#

年来到中国，曾被聘为新华

社国际部外籍专家，后到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阿拉伯语部工作，负责阿语翻译稿

件的编审，并为恢复重建伊中友好协会

发挥了积极作用。

雨 伞 下 的
人 文 情 致

高秋福

雨伞———作为日常的防雨用具，在文化背景各异
的两个岛国英国和日本，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内涵和
韵味。

英国地处大西洋东侧，受海洋暖流影响，终年温润
多雨。入春以后，雨就开始连绵不断。到夏天，雨水更多，
且总是来得快，去得也快。因此，人们出门，即使是晴天
也带着伞，雨一来就撑起，雨一过就收起。

据说，英国人打伞始于
&"

世纪。传说中伞的发明者
是丹尼尔·笛福所著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主人公鲁滨
逊·克鲁索。他因船只在大海失事而幸
存，流落到荒岛上，用树枝叶制作了一
个遮风挡雨的伞状物。到

&#

世纪晚
期，读过这部小说的人纷纷仿效。因
此，英国最早的雨伞被人们称为“鲁滨
逊之伞”。起始，打伞颇遭非议，认为
“苍天降雨就是为了让人淋湿”，打伞
是“藐视天意”。后来，打伞的人渐多，
一些达官贵人仍不肯随俗，认为雨伞
是穷人的遮蔽工具，乘马车才是高贵
身份的象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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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据说英国著名将领威灵顿公
爵上战场时都打伞，而维多利亚女王则几次将装潢华贵
的雨伞作为外交礼品赠人，同时也接受他人更加豪华的
雨伞馈赠，雨伞由此在英国流行起来。

近代以来，一些英国男士总爱携带黑色长把伞。黑色
代表庄重，长把则隐含风采。他们把伞或挎在左臂弯上，
或倒提于右手之中。这手中伞，与其说是防雨，不如说是
为了展示一种风度。这时的雨伞已失去了它原本的功能，
而成为高贵的标识。在狄更斯、萨克雷、哈代等经典小说
家的笔下，在《笨伯》等漫画杂志中，都不乏这样的人物形

象。久而久之，头戴礼帽、手执雨伞就成为英国绅士的传
统装束和经典派头。

当然，任何传统都会随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如今
的英国人也在不自觉中赋予雨伞以新的人文情致。细雨
霏霏中，伦敦泰晤士河畔或海德公园的草坪上，经常可
以看到少男少女们偎依着，相拥在一顶雨伞下，或喁喁
情话，或接吻拥抱……如果说雨伞过去是用来装点或衬
托某些人的绅士风度，而今则成为许多人宣泄浪漫情怀
的工具。

同英国相比，雨伞在日本则大相异趣。
地处太平洋西侧的日本，每年

%

月进入梅雨季节。
由细雨连绵到瓢泼大雨，一般会延续四五个月之久。这
样，雨伞就成为日本人日常生活的必备之物。

日本人使用雨伞完全从需要出发。那些来去匆匆的
上班族，无论男女，经常是将雨伞提在手中，或夹在腋
下。无论走到哪里，大小商店都有雨伞出售。二三百日元
一把，对月薪至少二三十万日元的日本人来说，就好像
国人随手买根冰棍。在旅馆，旅客出门可随时从服务台
借用雨伞，往往是比较简易的塑料雨伞，借出去就不期

望归还。
日本人很少将湿淋淋的雨伞携带入室内。这不是什

么规定，而是人们为了清洁长期养成的习惯。在几乎所
有机构的大门口，常年摆放着一两个木箱或铁桶。人们
上班时把雨伞扔到里面，长把露在外边，下班时无需分
辨，随手抄一把就走。而在商店门口，最常见的是放置一
个或几个木架，架上有带锁钥的孔洞。顾客进门后把雨
伞往孔洞内一插，钥匙一转就上锁了。离开时，顾客开锁

取走自己的雨伞，钥匙自动留在锁孔中。有时
发现顾客留下的雨伞几日不取，店主就在
伞架子上贴一告示：

*

日内不取，店家就
自行处理。有的商店在门口摆放着打
套机和放套桶。顾客入店，将雨伞往
机器中一插，雨伞就自动裹上一
个塑料套。这样，顾客就可以携带
雨伞入店。离店时，如无须打伞可
把套子与雨伞一起带走，如仍下
雨，退下的套子可弃置桶中，防止
造成白色污染。

日本人做事细致认真，一把小小雨伞的使用竟有如
此多的讲究就是明证。日本的基础科学很发达，实用科
技也很发达。一项基础研究成果出来，就迅速转化为实
用技术，转化为产品，推向市场。这体现在电器的研制、
汽车新型号的开发、新干线电气列车的运行等大项目
上，也体现在像雨伞这样一件小小的生活用具上。

仔细想来，看似不起眼的雨伞，在英日两国却有如
此大的差异，英国人看重其装饰性，尽力用来展现人的
精神气质；日本人则讲究实用性，极力开掘其优质生活
的功能。

$

坐落于地中海海滨的利比亚最大的国家博物馆———“红堡”

博物馆。

$

位于旧城区的阿拉伯集市里最具民族风格的一家手工艺品

店。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
!

号 电子信箱：
"#"$%&'(&)'*+,)-./(0./1

邮政编码：
233455

电话查号台：
6789:;;<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
3;3

）
9=59:>3;

、
9=59:>35

广告部电话：（
3;3

）
9=59:?=>

、
9=59:?93

定价每月
@A.33

元 零售每份
3.>3

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
335

号 昨日本报（北京）开印：
5

时
@3

分 印完：
=

时
<3

分

!""!

年
""

月
#$

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