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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名人故居

走入北京大学校园的南部，会发现一片由一堵短墙
围护着的特殊区域，地势比周围略微高出，占地 48 亩。
17栋灰砖砌就的历史建筑坐落于此，依次编号为50号到
66号，这便是燕南园。

燕南园建成于上世纪 20年代，曾是燕京大学的教员
住宅区。上世纪 50年代，中国高校院系调整，这里成为
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工住宅区。

近百年来，燕南园见证了太多大师的故事。冰心曾
在这里写下《南归》，冯友兰曾在这里编订《中国哲学史
新编》，侯仁之曾在这里完成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
践》，朱光潜曾在这里进行美学思考……

“燕南园身处校园的心脏位置，是北京大学的精神家
园。”“燕南园历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规划设计方案负责
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张剑葳向我们介绍。

细雨涂抹草色，微风卷裹花香，笔者踏入燕南园，
仿佛步入一片朦胧的春意之中。绿芽点缀的树枝掩映
下，可见十余座精致小楼闲居其中。园内建筑呈现两种
风格，其南部多为中式宅院，北部多为西式小楼。

在张剑葳和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教授李
迪华的带领下，我们由坡道进入园中。

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燕南园66号楼，这是园中最为典型
的西洋小楼，外墙由灰砖砌成，红色的窗框点缀其间。社
会学家吴文藻和文学家冰心夫妇曾居住于此。

20世纪70年代末，美学家朱光潜搬入此楼，整理了
《谈美书简》等作品。如今，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成了 66号楼的新主人。走进一楼大厅，只见正前方悬挂
着“冰心故居”的牌匾，两边墙壁也挂上了冰心、朱光
潜等人的历史照片，前辈们的故事仍历历在目。

顺着燕南园东部的小路向南走到尽头，坐落着最与
众不同的中式风格小院，这里是燕南园 57号院。映入眼
帘的是院门上的牌匾，牌匾上写着“冯友兰故居”，字体
苍劲有力，彰显屋主的儒雅风采，牌匾之下有两尊石狮
子静静地守护院门。

院内有三棵松树，冯老说：“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
渊明犹多其二焉。”故将这个小院命名为“三松堂”。在燕
南园，冯友兰把最后的时光留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

继续向西探寻，来到视野最为开阔的 61号楼。一座
西式的二层小楼掩映在树丛与翠竹间，一条幽静狭窄的
小径通向小楼。李迪华回忆，这里的主人曾是侯仁之先
生，1997 年，他曾到此与侯先生探讨北京大学东门的修
建工作。“侯先生对于燕园的建筑和道路变化如数家珍，
将纵横交错的燕园轴线讲得津津有味，很有侯老先生的
风格。”李迪华笑道。

侯仁之是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
一，一生做出了无数重大贡献。在静谧的燕南园内，枝
叶扶疏之下，侯仁之先生完成了 《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
实践》 等重要学术著作，在他的研究与呼吁下，许多北
京城的旧址得以保存和恢复。

守护自然风貌

3月，枝头吐绿、万物复苏，一场春日游园会正在举
行。学生们的热情没有被春雨减弱，他们身着各式朝代
服饰，衣袂飘飘，在燕南园的小径上轻盈穿梭，与花神
庙碑合影打卡。

“这里的小路看似寻常，实则经过精心修缮。”负责
燕南园主干道路保护和修复的李迪华介绍道，两条花神
庙碑间的小径，铺设了北大材料学院研发的生态透水
砖，虽外观与旧路无异，却巧妙根治了积水之患。

岁月流转，更新改造前，这座百年老园还面临着更
多问题。曾经的洋灰路面渐失承重之力，院内土石杂物
堆积成山，私自搭建的围挡参差不齐，空中线路杂乱无
章，地下管线设施老旧不堪……

2022 年 2 月，为守护燕南园的自然风貌、传承其历
史价值、回应校园社区发展诉求，由北京大学房产部
牵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
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联合启动“燕南园历史
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规划项目”。历经八个月的精心修
缮，多方共同努力，成功实现了遗产保护与场地提升
的协同推进。

“我们的重点在于环境整理、整治与提升。” 张剑葳
说，他们拔除杂乱的篱笆围墙；迁移影响风貌的公厕，种
植鲜花绿植，巧妙绿化裸露地面；禁止车辆通行，打造无车
园区；优化解说导视系统，使之与场地环境相融合……

如今，漫步燕南园小径，仍可见那罕见的洋灰路，
石子裸露，大小、色泽各异，与现代道路截然不同。这
便是依古法重塑的新洋灰路，承载着历史的印记。

在修复时，项目组采用了难度和造价更高的方法：
将旧洋灰路面打碎，原骨料被融入新的水泥，并添加原

洋灰调色，既使老的材料得到循环利用，又借此将历史
道路的价值凝固到更新后的路面中，使之成为连接过去
与现在的纽带。

洋灰路旁，静谧的 52号楼掩映于翠竹之中。小楼墙
面上，青藤缠绕，一块仿古门牌“52”引人注目。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艺术家朱青生认为，燕南园的
历史与传统，是特别值得欣赏和铭记的。门牌和园子是
同时设计的，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对于整栋楼的修
缮都坚持“修旧如旧”的原则，因此门牌也如旧制作，
传承历史风貌。

张剑葳说：“我们把这个项目当作遗产教育，而非普
通工程来做。”李迪华期待，人们走入园子，看到这座

“活的博物馆”，会追问和探究建筑背后的故事，在这方
空间里感受到人文的力量。

燕南园承载着深厚的集体记忆和文化遗产，成为文
化精神的象征，而这一精神将随着燕南园代代相传、生
生不息。

完美登上“云端”

“园子里被爬墙虎拥抱的斑驳外墙，无不述说着那沧

桑岁月，驻足其中，能够细细品味这百年文化”“与大师跨
越时间，站在一片净土，心中满是宁静与庄严”……在社交
媒体上，网友们纷纷诉说着有关燕南园的记忆。借助互联
网和先进的科技手段，这些记忆以新的形式被延续下去。

张剑葳带领学生参与到燕南园历史建筑的数字化
工作坊中，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摄影建模、全景拍摄
等一系列科技手段，对燕南园 65 号建筑进行精确的数
字化建模。

数字化建模这一创新技术，将燕南园的建筑完美地
搬上了“云端”。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便能轻松游览燕
南园的每一处风景，无论风吹雨打还是四季更迭，都能
尽收眼底。人们可以细致地观赏建筑的每一个细节，从
草木的繁茂到砖瓦的纹理，都能细细品味。

在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VR教室，还
能够身临其境地漫游整治后的燕南园。先进的虚拟仿真
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每一位探访者都能
深切领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独特的园林风情。

北大国土空间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
的规划设计师宋伊琳认为：“燕南园保护项目，为今后的
遗产保护工作探索了一种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燕南园：一方空间，感受人文力量
严 冰 朱嘉乐 刘雨馨

▼▼ 燕 南 园燕 南 园 6666 号号
楼楼，，冰心冰心、、朱光潜等文朱光潜等文
化名人曾在此居住化名人曾在此居住。。

宋伊琳宋伊琳摄摄

“老年人，笑呵呵，拍手齐
唱幸福歌……”在山东省日照市
岚山区岚山头街道金牛岭社区，
一场“阳光宣讲”正在进行。宣讲
员庄傲轩和王洁生动演绎小品《夕
阳无限好》，赢得观众阵阵掌声。

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日照市推出“阳光
宣讲”工程，并不断擦亮这个特
色宣讲品牌。“阳光宣讲”讲述百
姓身边人、身边事，使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采取口头讲述、曲艺
说唱、视频再现等形式，弘扬红
色文化和时代精神。

组建宣讲专家库

为 增 强 宣 讲 的 思 想 理 论 深
度，宣讲团组织专家学者、领导
干部、一线工作者和百姓名家，
组建市级宣讲专家库。去年以来
共举办宣讲活动近 5 万场，实现
了市县镇村四级宣讲全覆盖。

阳光宣讲团成员于文龙是山
东外国语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在日照市
五莲县北京路小学，他声情并茂
地向师生宣讲伟大建党精神。“我
希望通过本次宣讲，把我们党伟
大的理论传承下去、弘扬下去，
通过宣讲红色故事凝聚奋进力

量。”于文龙说。宣讲结束后，广
大师生感触颇深，表示“要以革
命先辈为榜样，把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的情感转化为实际行动。”

感人故事引发共鸣

为讲好新时代的故事，阳光
宣讲团通过集中巡讲和“点单
式”宣讲相结合的方式，面向机
关、企事业单位、城乡社区、校
园、各类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
织等广泛开展宣讲。感人的故
事、朴实的语言，引发广大干部
群众共鸣。

“我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爱着
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岚山区虎
山镇张家结庄村党支部书记陈
花，屡次走进社区宣讲自己的故
事。在任职期间，她排除困难、
勤勉力行，带领全村清理河道、
恢复生态，建设党群服务中心、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养老服务中
心，几年间将张家结庄村打造成
为五星级红旗村，绘就美丽山村
的新画卷。

“听了宣讲我深受鼓舞、倍感
振奋。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干着
平凡的事，感动、影响着身边的
人。他们的奉献精神、拼搏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宣讲会上，日照

高新区河山镇屯岭村妇联主任安
百娟感慨不已。

培养“宣讲轻骑兵”

为发挥“阳光宣讲”名师的
辐射带动、示范引领作用，日照
市部分区县还探索建立了名师宣
讲工作室。岚山区理论宣讲员赵
为高是山东省基层理论宣讲表现
突出个人，他带头成立了“赵为
高宣讲工作室”，按照“有工作场
地、有宣讲队伍、有专题清单、
有宣讲计划、有宣讲产品”的要
求，集宣讲员培训、宣讲稿打
造、宣讲活动组织等多功能于一
体，为基层群众提供宣讲服务。
10 余年来，赵为高奋战在基层理
论宣讲一线，开展理论宣讲 2200
余场次，组织培训 65场次，培养
带动了一批常驻群众身边的“宣
讲轻骑兵”。

在“阳光宣讲”品牌的带动
下，日照基层宣讲子品牌竞相争
艳：东港区“海曲新声”、岚山区

“红辉新语”、莒县“莒理宣讲”、
五莲县“红杜鹃”等区县宣讲品
牌日益兴起，“‘阎’之有理”

“宣讲‘陵’距离”“花岩里大
嫂”“红色松柏”等乡镇宣讲品牌
受到欢迎。

山东省日照市：

擦亮“阳光宣讲”品牌
陶玉亮

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潞田
镇下石村，地处偏远山区。近
日，这里的“童伴之家”举行
了一场防拐骗主题活动，孩子
们分别扮演问路的陌生人和
村 里 的 儿 童 。稚嫩的表演过
后，“童伴妈妈”王满香开始向
孩子们授课。

在贵州省遵义市习水县，
耿雪娥的日常工作也是一名

“童伴妈妈”。她对记者这样描
述自己的工作：“我主要是维护
村里童伴之家的日常秩序，组
织全村儿童尤其是留守儿童开
展一些活动，让他们通过做手
工、读书和游戏感受到温暖的
陪伴。”

“童伴妈妈”，是她们共同
的身份。项目的基本模式是，
在留守儿童比例高的欠发达地
区，以村为单位，聘请一名

“童伴妈妈”，守护全村的孩
子。当地给孩子搭建“童伴
之家”，用于开展日常和主题
活动。

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支
持下，从 2015 年以来，在四
川、贵州、江西、云南、湖
北、安徽、河南、河北、陕
西、湖南、山西 11 省 121 个县

（市区） 的 1583 个村子里，许
多“童伴妈妈”给予孩子们安
全、性格、心理健康等方面的
关爱。

做好这个工作，光有热情
还不够。近年来，中国乡村发

展基金会持续为这些“童伴妈
妈”打造专属的培训课程，还
邀请多名儿童教育领域的专家
通过名为“童伴名师课堂”的
直播活动进行授课。这一培训
课程根据乡村儿童成长过程中
出现的普遍问题，从心理、健
康、阅读和艺术等多方面展开
讲解和分析，并在线为参加培
训的人员答疑解惑。

“童伴名师课堂”自 2023
年 3 月上线以来，取得了良好
的成果和影响。截至目前，这
一课程已开展12期，先后有10
余位专家授课，近2万人次参与
线上培训。课程为“童伴妈妈”
群体提供了优质的儿童教育知
识和资源，为乡村儿童成长提供
了多维度、系统性的指导。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童伴
名师课堂”发起人、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秦伟说，
童伴妈妈项目在创立初期主要
是为了解决留守儿童因监护缺
位而面临的成长问题。随着项
目的深入开展、童伴妈妈群体
的扩大和家长需求的提升，开
始考虑如何为“童伴妈妈”提
供更多专业培训，让国内知名
儿童教育专家为她们授课并进
行互动。

秦伟说，一年实践下来，
这个课程切实弥补了童伴妈妈
的知识空白，帮助她们从很多
方面建立了专业的认知，并能
够将学到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

日常实践中去。“这不仅提升了
她们自身的综合能力，也有效
地促进了孩子和家长的沟通和
信任，加强了彼此的情感连
接。可以说，这一课程是为乡
村振兴提供知识动力的良好
案例。”

“童伴名师课堂”的受邀老
师之一，儿童心理学家、畅销
童书作者孙瑞雪说：“我参加了
很多线上课程，像‘童伴名师
课堂’这样为乡村女性直接授
课的机会不可多得。她们代表
着重要的基层女性力量，帮助
她们获得儿童教育方面的知
识，对乡村儿童尤其是留守
儿童的健康成长将会产生重
要影响。我愿意继续用我的
专业知识和经验为这个课程贡
献力量。”

承担“童伴名师课堂”项
目执行工作的北京单向街公益
基金会创办人许楠说：“我们希
望通过这一线上课程让童伴妈
妈和更多乡村儿童的母亲们感
受到一种持久的关注，希望她
们在主题丰富的课程中获得知
识和力量，帮助她们更好地引
导孩子成长的同时，也能够完
成自我的成长和强大。”

据介绍，未来，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将继续深化线上培
训项目，整合更多教育资源、
拓展培训内容、提升培训质
量，助力更多乡村女性成长，
让更多乡村儿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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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南园，是坐落在北京大学中的“园中之园”，更是百余年来留下多位巨擘
足迹的“大师之园”。

日前，北京大学多部门联合推进的燕南园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燕南园历
史地段景观保护与展示规划项目”从亚太地区48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202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被誉为“重视集体记忆，传承了
辉煌的学术历史和精神遗产，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发展的成功结合”。

隐匿在喧闹之中的燕南园，静静地讲述着属于它的故事。这里不仅是学术的
殿堂，更是心灵的港湾。请跟随笔者，走进燕南园，穿梭于历史与现代之间。

▼▼燕南园更新改造前 （图①、图③） 后 （图②、图④） 对比图。 燕南园保护项目组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