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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开普敦就没到过南非，

不到好望角就没到过开普敦。”这

句话在南非广为流传，没有哪个游

客听后不惦记着去看一看，唯恐留

下遗憾。

来到好望角，山顶坐落着一座

早已废弃的灯塔，塔身黑白相间，

塔顶一个“红帽”。新灯塔位于山

腰，通体纯白，颇有现代感。

在山间拐一个大弯，只见山峰

露出花岗石肌肉，巨大的石块连片

静卧。低头远眺，海风狂啸，礁石

之间，海带像伐倒的树林，重重叠

叠浸泡在海水中。

风，把山头吹得长不了树木；

风，把岸上的巨石吹得如面团一样

光圆；风，把海浪抬得老高又飞溅

出粉末般的水花！

这来自天涯海角的风，把所有

人体内的激情都吹了出来。风自

己 更 为 亢 奋 ，一 刻 不 停 ，常 年 劲

吹！在风里，即使是腼腆内敛的

人，此刻也都跳上礁石，挥舞双臂，

向大海呼喊，头发飞扬了起来。

桌山的云，与好望角的风异曲

同工，都是大自然的神奇手笔。距

好望角约 50 公里的桌山是“大自

然的餐桌”。庞大的山体，顶部被

“一刀切”，远远望去，异常平坦。

即使是晴空万里的日子，山顶也常

年笼罩着一层厚厚的云雾，这层云

雾被当地人称为桌山的“桌布”。

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好。清晨

下了几滴雨，随后转晴，桌山的索

道竟然开放了。平日即使天晴，受

云雾影响，索道也常常关闭。来自

世界各地的游客，能不能上桌山，

全凭天公作不作美。

行至半山腰，视野开阔，开普

敦全貌尽收眼底。大家心想，到了

山顶，必会大饱眼福。很快到达桌

山的“桌面”，一行人置身云里雾

里，若隐若现，相互之间都看不清

楚。看来，天公还是不够盛情，客

人来了，仍不肯掀开桌布，恶作剧

似的把我们罩在里面。

朦胧间，我们不知不觉走到悬

崖边上，赶忙止步。这时，云雾忽

然散去，开普敦的城市面貌清晰显

现。众人手忙脚乱，赶紧拍照。不

一会儿，云雾又铺天盖地笼罩过

来。我们庆幸，天公掀开餐布的一

条小缝儿，让我们一饱眼福。

桌山向前不断延伸，从正面看

去，它是长方形的平顶山，在少女

湾看它，则与后面的山排列出 12
座雄伟的山峰，被称为十二门徒

峰。雾霭漫漫，宛如仙境，这正是

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所描述的

境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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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从化，凤凰山麓，流溪河畔，中

国国家版本馆广州分馆坐落在青山绿水

间。在这座藏有 400 多万册（件）各类珍

贵版本的文化殿堂中，“互鉴千年   融通

未来——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版本展”（图

①）设于二楼展厅。

展厅中陈列着一本彩色印刷本西文

古籍，精美的装帧和生动的插图吸引参

观者驻足端详。这是欧洲首部关于中国

动植物的文献——17 世纪波兰传教士

卜弥格撰写的珍贵著作《中国植物志》。

畅览华南风物之作

卜弥格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

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汉学家，被誉为“波

兰的马可·波罗”。他原名米歇尔·博伊

姆，是波兰耶稣会传教士，生于 1612 年。

1643 年，他由葡萄牙里斯本出发前往中

国。时值明清易代，卜弥格的活动范围

主要在海南、两广一带。 1650 年，他作

为使臣被南明朝廷派往欧洲，9 年后在

返华途中去世。在欧洲期间，卜弥格大

量传播关于中国的知识，《中国植物志》

《中国事物概述》《中国地图册》《医学的

钥匙》等著作广泛涉及中国地理、科学、

医学、哲学等领域。

《中 国 植 物 志》由 拉 丁 文 写 成 ，于

1656 年在维也纳出版。在这本著作中，

卜弥格介绍了生长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

一带的 21 种植物和 8 种动物，对每一种

动植物都给出中文、拉丁文和葡萄牙文

名称，并配以短文，讲解其外形特征、生

长区域、药性等。例如，在介绍胡椒（图

②）时，就描述胡椒种子的外形像红松树

的种子，又介绍它的药性是利尿、助消

化、明目等，若分别与蜂蜜、桂叶、醋等一

起服用，还能治疗其他疾病。更为难得

的是，卜弥格还为书中的动植物绘制了

23 幅生动详尽的插图，荔枝（图③）、木

瓜等植物的插图不仅绘出了植物和果实

的外形，还提供了果肉和果实的剖面形

态。此书最初为黑白印刷，也有少量珍

稀的手工上色本，中国国家版本馆广州

分馆所藏即为上色版本。

卜弥格对书中许多动植物的了解来

自直观感受和切身经验。他主要在

华南一带生活，动植物的中文名

及注音往往带有当地方言色

彩。例如，“柿饼树”应为

柿 子 树 ，这 种 误 称

或 源 于 对 广

西一带月柿果和

月柿饼的称谓混淆；对松

鼠的注音“Sum Xu”，就与今

天的粤语读音基本一致。与此同

时，卜弥格也广泛参考中国的文献资料，

书中许多关于植物药性及炮制方法的介

绍，就取自当时的医学书籍。近年有研

究指出，书中部分动物插图可能取材于

明代木版画集《图绘宗彝》。从这个意义

上说，卜弥格眼中的华南风物本身就染

上了中外文化交流的色彩。

启蒙西方专业汉学

在 17 世纪的欧洲，“中国”仍是带有

神秘色彩的字眼。《中国植物志》一经出

版就受到广泛关注。书中对土茯苓、大

黄、荔枝等中国植物的介绍，为当时西方

世界了解中国物产和医学提供了难能可

贵的直观资料。例如，中国的大黄是当

时欧洲急需进口的药物，卜弥格是最早

研究大黄植物学性状的欧洲人，他在《中

国植物志》中对大黄及其加工过程的描

述，在其后近 200 年间成为西方对大黄

的标准介绍，经常被欧洲植物学及药物

学著作引用。

《中国植物志》出版后被多次翻印、

译 介 。 德 国

汉 学 家 基 歇 尔

的《 中 国 图 说 》

（1667 年）、意大利天

文学家利奇奥尼的《地

理和水文改革》（1661 年）

等许多影响后世的著作都

引用了卜弥格的成果。直到

1813 年，法国还在出版该书的

编译本。

此外，卜弥格还著有《医学的

钥匙》《单味药》等关于中医的著

作或论文，并通过书信等方式，向

西方首次介绍《黄帝内经》、阴阳五

行学说、中医脉诊、针灸穴位图解等

中医理论和实践。

1814 年，法兰西学院正式设立汉

学讲席，法国汉学家雷慕沙成为首位

教授，欧洲的传教士汉学自此发展为专

业汉学。正是一个世纪前卜弥格的研

究，为“西方专业汉学第一人”雷慕沙打

开学术之门：图文并茂的《中国植物志》

对于他学习汉字很有帮助，卜弥格对中

医的介绍则促使雷慕沙写下关于中医的

博 士 论 文 。 由 此 ，西 方 汉 学 拉 开 新 的

一幕。

除《中国植物志》外，中国国家版本

馆广州分馆目前在展的重点西文古籍

还有 20 余件，其中包括欧洲首部全面

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

济概况的意大利语译本《中华大帝

国史》（1586 年），以及首部全译性

质的《红楼梦》英语译本（1892 年）

等。它们与主题展厅中的 270 多

件典籍、绘画、瓷器、照片等实物

版本一起，共同讲述着波澜壮

阔的文明交流互鉴史。

（作者为中国国家版本

馆广州分馆馆长，黄真、

钱 国 富 对 此 文 亦 有

贡献）

本文图片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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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 13 个小时的飞行，从

北京抵达炎热的澳大利亚城市墨

尔本。南半球的骄阳下，2025 年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迎来 120 周

年。机场的海报 、城市中的指示

牌、电车上的涂装，让人不由感受

到网球热浪无处不在。

电车一趟趟将乘客送抵澳网

举办地——墨尔本公园。雅拉河绕

着公园缓缓流淌，沿河火车不时低

鸣而过，似乎为这里的节日氛围伴

奏。公园入口处总是排着长长的队

伍。各国助威团披着国旗，唱着歌

曲，兴奋地涌入这场网球狂欢。当

地人延续家族传统，扶老携幼地加

入这场嘉年华。广场上，汩汩的喷

泉旁边的躺椅五彩缤纷，周边环绕

着各位网球名宿的雕像，球迷们晒

着太阳观看大屏幕上的比赛，沉浸

在澳大利亚辉煌的网球历史中。

自 1905 年首届比赛举办以来，

澳网在墨尔本、悉尼、阿德莱德、布

里斯班、珀斯这 5 座澳大利亚城市

和新西兰主要城市举办。1968 年，

随着网球职业化进入公开赛年代，

澳网正式被列为四大网球公开赛

（四大满贯）之一。考虑到固定比

赛地点有利于打造赛事品牌，从而

更持久地吸引观众和赞助商，澳网

于 1972年永久落户墨尔本。

从 1987 年开始，澳网赛事在

每年 1 月举办。这一时间常与中

国的春节重合。随着近年来中国

球员在澳网表现出色、中国赞助商

加入，以及中国品牌需要推广等因

素，澳网的中国元素日益凸显。比

赛局间休息时，场内时常播放广告

视频，伴随着喜庆的丝竹声祝福观

众春节快乐。

与遵循传统的温布尔登网球

公开赛不同，澳网一直在改变中革

新，在开拓中进取。变化、多彩、娱

乐、激情，是澳网的独特名片。

1988 年 ，澳 网 赛 事 从 库 扬 草

地网球俱乐部搬迁到新建的费林

德斯公园网球中心，观众人数几乎

翻倍，场地也从草地改为硬地，并

延续至今。 1996 年，比赛场地继

续扩建，更名为墨尔本公园。2008
年，澳网重新铺设场地，将沿用多

年的绿色换为亮眼的蓝色，“澳网

蓝”成为赛事经典色彩。2017 年，

赛事标识告别夕阳下发球的球员

剪影，将英文名称首写字母“AO”

作为主体元素进行变形，以代表网

球拍和网球。全新形象更加简洁

前卫，同时顺应互联网时代的设计

趋势，更易于传播推广。

第一个为球场安装可伸缩顶

棚避免雨水干扰，第一个采用电子

司线来提高执裁效率……澳网在

四大满贯赛事中一直走在改革最

前线，为球迷提供源源不断的新

鲜感。

“ 快 乐 大 满 贯 ”是 澳 网 的 定

位。顶尖选手之间的对决让场内

比赛精彩纷呈，球迷们的参与互动

让场外风景同样动人。休闲区歌

手现场弹唱，让球迷过起了音乐

节；乒乓球、匹克球、网球体验区人

潮涌动，充满孩子们的欢声笑语；

餐饮区食物丰富多样，不同肤色的

人们谈笑风生；赞助商展台各具特

色，免费发送的防晒霜为球迷送上

暖心防护；纪念品商店更是大排长

龙，可爱的考拉元素广泛运用在纪

念品中，冠军奖杯造型的钥匙扣和

冰箱贴颇受欢迎……

作为最年轻的大满贯赛事，澳

网从百年历史中走来，依然具有创

新的勇气，不断挖掘赛事特色，不

断追求卓越成绩。墨尔本公园里，

人们在日光下休憩，在小雨中漫

步，笑容绽放在每个人的脸上。在

这里，网球是通用的语言，快乐的

分子在空气中飘散。

下图：1 月 21 日，2025 年澳网

女单 1/4 决赛正在进行。

李建艺摄   

看澳网“快乐大满贯”
李   硕

①①

②②

③③

从美国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坐小

火车往西北约 30 公里，半个多小时就可

抵 达 美 国 历 史 发 祥 地 之 一 的 小 镇 康 科

德。康科德现为波士顿的住宅卫星城，

人口只万余，素以自然、人文景观著称。

康科德站只有一个简单的月台，供

列车停靠。从月台下来，就是小镇的街

道。沿梭罗街向北，走一会儿就到窄桥。

窄桥横跨一条寂静流淌的小河。窄

桥南望，是梭罗街，蜿蜒伸展；西望，近处

是静静的河水，远处是蓊郁的大树 ；东

望，是一片湿地。窄桥周围的树木、土

地，连同桥下的小河及荒草，见证过曾经

在河两岸发生的激烈战役。那是在美国

独立战争时期，当地民兵在此遭遇了英

军。故此地受到特别保护，不得开发使

用，完全保留了当年遭遇战时的样子。

康科德从 1635 年始建小镇，至 1776
年 7 月 4 日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美国历史

的开端与它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康科德

和距其 10 公里的莱克星顿的第一声枪

响，美国独立战争不会发端。 19、20 世

纪，康科德逐渐转型为美国人文中心，焕

发出别样的生机。从 19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众多文人先后聚居于此，对国民

性的改造和影响，堪比美国独立战争：一

个是人格的独立，一个是国家的独立。

美国超验主义的鼎盛时期，爱默生、

梭罗、霍桑、玛格丽特·富勒、路易莎·梅·

奥尔科特先后在这里工作、生活，往来于

此的还有诗人惠特曼，小说家麦尔维尔、

亨利·詹姆斯和哲学家皮尔士等等。一

大批美国文学经典在这里诞生：《论自

然》《瓦尔登湖》《红字》《小妇人》《白鲸》

《草叶集》等，还有难以计数的随笔、演讲

稿、回忆录和日记。亨利·詹姆斯说，康

科德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小地方”。

复向东行不远，是康科德的中心，这

里显然热闹了许多，车辆穿行，也有了人

气。虽然人口只有万余，小镇却很富生

机：各种风情的商店鳞次栉比，依次排

开；康科德的植被绝佳，每幢房子前后都

簇拥着各种花草树木，连同悠久的历史，

真让人感到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魅力

无限。

从镇中心继续向东行约 1 公里，就是

爱默生的故居（见右下图，蒋童摄）了。

华盛顿·欧文开创的浪漫主义由爱

默生推向顶峰，其中蕴含的超验主义思

想 在 他 笔 下 发 扬 光 大 。 北 美 的 超 验 主

义，可以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爱默生

出生在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1834 年

起就住在康科德。其父本想让他在波士

顿做牧师，但已过而立之年的爱默生人

生观、世界观早已定型，无法接受宗教束

缚，很快就从波士顿退出，用微薄的收入

买下康科德河畔的一座小房子，后来成

为他的住所。

故居周围是松树和冷杉，树下是康

科德河，河畔就是花园。故居书房西窗

前摆放着一架竖琴，琴声与林间小鸟和

声 歌 唱 。 在 这 样 的 环 境 中 ，爱 默 生 于

1836 年、1837 年写出了被誉为美国超验

主义宣言的《论自然》及美国知识分子独

立宣言的《美国学者》。美国自此有了自

己的文学。他继承了亡妻财产，摆脱生

计的劳碌，可以自由自在地思考关于人

生和宇宙的大问题，也能用这笔财产帮

助霍桑、奥尔科特、梭罗这样的朋友。从

此，新英格兰以其秋天的颜色和深厚的

历史，孕育出一个文学的、人文的美国。

爱默生写散文，写随笔，写诗。他心

怀远大理想，却没有野心。他生来就对

一 切 怪 癖 和 极 端 都 报 以 宽 厚 仁 慈 的 理

解，这让他成为新英格兰乃至全美的精

神领袖。

爱默生常去波士顿讲学。他身形消

瘦，脸庞清癯。在别人眼里，爱默生放弃

了目标，割舍了名利。但是，他有自己的

追求，追求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

原路返回月台，向南迤逦行进约 3 公

里，便是大名鼎鼎的瓦尔登湖。这里名扬

天下，得益于散文集《瓦尔登湖》（初版名

为《瓦尔登湖，或林中生活》），作者是与爱

默生情同父子的梭罗。可以这样概括梭

罗短暂的一生：屋一椽，足矣；衣避寒，可

也；学问饱，无涯。

梭罗家境贫寒，由于刻苦努力，20 岁

就从哈佛毕业。之后，他做过一段时间

的中学教师，因不满僵化的教学模式和

体罚学生的制度，愤而辞职。学生时代，

梭罗就与爱默生相识，一见如故。受其

影响，梭罗阅读英国诗人柯勒律治、苏格

兰哲学家卡莱尔，研究东方哲学思想，并

以爱默生倡导的“自助”精神进行思考，

形成一套独立见解。爱默生是温和的长

者，预言梭罗只要持之以恒，一定能有所

成，并建议他记日记。果然，200 余万字

的《梭罗日记》也成为美国文学的瑰宝。

1845 年 7 月 4 日，28 岁的梭罗独自来

到瓦尔登湖畔，搭建一个小木屋住了下

来。在此之后的 2 年里，他根据自己在瓦

尔登湖的生活、观察与思考，整理出版了

《瓦尔登湖》，这是美国文学与思想史上

的不朽名篇。可惜的是，梭罗因肺病发

作，在穷困潦倒中去世，年仅 45 岁。爱默

生在他的追悼会上说，要等到很多年后，

美国人才会意识到失去的是一个何等优

秀的儿子。更可惜的是，梭罗的小屋，现

已无处可觅，只剩下一堆乱石。人们在

一处公路旁复原了一个小屋，以纪念这

位英年早逝的天才。

离开瓦尔登湖后，梭罗曾一再反对

别人的模仿：在瓦尔登湖的生活经历完

全是他个人的志趣爱好。若一个人向往

简朴的生活，身处哪里都能实现。“简化，

简化，再简化！”这是梭罗的座右铭。对

他来说，生活再艰难不易，也要追寻简

朴，这样的生活，才会更安稳、更恬静。

（作者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翻译

学院教授）

康 科 德 ，小 镇 不 小
蒋   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