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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
丁肇中与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教
授里希特几乎同时发现新的基本
粒子——J 粒子，即第四种夸克的
束缚态，因此同获 1976 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丁肇中等人的新发现，
改写了过去物理学界认为世界只由
3种夸克组成的理论，为人类重新
认识微观世界，开辟了新的境界。

今年夏天，我来到丁肇中的故
里山东省日照市涛雒镇，寻访这位
科学家留下的足迹。

一

小镇四周，一片片麦田里，麦
秆粗壮，麦穗饱满，好像正在等待
着成熟期里的最后几场暴晒；山野
上的茶园一片青翠，不时能看到一
些包着头巾的妇女，正在专心采摘
晚茶。有的茶园边还有一些小小的
果园，矮矮的杏树上挂满了即将黄
熟的杏子……

涛雒镇位于日照、岚山这两个
国家一类开放港口中间，是一个集
水产业、种植业、盐业以及工业、
旅游、商贸等产业于一身的小镇。
小镇新修的一条宽阔大道，一头连
通沿海公路，一头延伸至天台山脚
下，涛雒人把这条新修的大道视为
家门口的“旅游景观公路”。

涛雒镇是一个濒临黄海、拥有
悠久历史的古镇。镇名“涛雒”，
颇为古雅。涛，波涛、大波的意
思；雒，通“洛”，古人常用“洛
洛”形容流水状态。涛雒镇临海，
海潮涨时，波涛汹涌，潮水环绕；
退潮时则“流水洛洛”。涛雒镇大
约因此而得名。

因为濒海，涛雒镇自古就是一
处产盐地，商业隆盛，其鼎盛时
期，镇上有大小商号近百家，货
船、渔船数百艘，所以这个小镇还
有“涛雒口”之称。

丁肇中曾回忆说，第二次世界
大战初期，他出生在一个由教授和
革命志士组成的家庭里，父母希望
他出生在中国，但未及从美国回
国，他提早出世，成为美国公民，
这个意外影响了他的一生。

丁肇中出生后不久，母亲抱着
他回到了中国，与先期回国的丈夫
团聚。此时，日本侵略者已经入侵
中国，一家人为了躲避战火，四处
流离，居无定所，最后只好回到老
家日照。

在人情怡怡的涛雒小镇上，一
家的来客，往往也是全镇的来客，
更何况是从海外归来的远客。一时
间，族人邻居，妇孺老幼，笑语盈
门，喜气洋洋。有给襁褓里的婴儿
送来镇上有名的针线活儿虎头鞋、
虎头帽的，还有送来这里的孩童必
不可少的儿时玩具小泥老虎“泥叫
虎”的。丁肇中的祖母，含辛茹苦
大半生，自是打心底里疼爱这个躺
在襁褓里漂洋过海、回到涛雒来的
小孙子，真是“抱在怀里怕碰着，
含在嘴里怕化了”。

然而这一次返乡，父母亲带着
丁肇中并没住多久。由于时局紧
张，心里又惦记着工作去向，丁观
海夫妇在涛雒镇住了不足两个月，
又带着幼小的婴儿，恋恋不舍地离
开了故乡。

二

沿着 204国道一路向西，好像
是一幅青绿山水画轴缓缓展开……
麦田、茶园、桑园、菜园、桃林、
杏林，满目青绿，从眼前一直伸展
到远处的山脚，然后继续伸展再伸
展，一直伸展到了海边。点缀在青
绿画轴中的，是涛雒镇周边几个饶
有特色的村庄，如紧邻天台山风景
区的“民俗村”下元一村，位于国
道东侧的黄桃种植专业村小草坡
村。小镇在一片片青绿里旋转着身
子，让我们从她的后影看到了前
身。

镇上的传统民居，建筑材料以
青砖、灰瓦为主，外墙多为白色，
看上去稳重、敞亮而又透着古雅。
丁肇中祖居，也是以青砖、灰瓦、
白墙为主。这方院落建于清光绪二
十四年 （公元1898年），初建时由
种德堂、慎德堂、观兰堂、古梅
轩、同生堂5个庭院组成，共有各
种不同类型和功能的房屋 140 间，
是当时日照具有代表性的一组“大
户人家”的建筑群落。后来由于战
乱等原因，“五宅”的大部分建筑
遭到损坏和拆除，只剩下“五宅”
主建筑外的两处学屋。

从 2002 年冬天开始，日照市
和涛雒镇政府，对丁肇中祖居实施
修葺和复建工程。今天的丁肇中祖
居，是按照相关历史资料和丁氏家
族后人的回忆修葺复建而成。整个
院落有大门、二门、三门，正院为
取自“天圆地方”的方形。

约翰·罗斯金在 《建筑的七盏
明灯》 里说过一句话，“毫无疑
问，那些带有历史传说或记录着真

实事件的老屋旧宅，比所有富丽堂
皇但却毫无意义的宅第更有保护和
考察的价值。”盘桓在丁肇中祖居
的老屋里，我伸出手，轻轻抚摸着
它的青砖白墙和刻凿着岁月痕迹的
门扉，凝望着屋顶上那些静静生长
在瓦缝间的矮松，仿佛是要从这些
细枝末节里，侧耳听到一些过往的
风雨声……

其实，涛雒镇上“有故事”的
老屋，又岂止丁肇中祖居一处。穿
行在小镇老街上，一些隐藏在昔日
街巷深处的老房子、老祠堂、老铺
面，随处可见。哪一处老建筑的背
后，又没有故事的来龙去脉和人物
的命运遭际？没有一些家族盛衰的
秘密？正是这些老街、老屋及其背
后的人与事，构成了一座古镇生生
不息的前世今生，也给今人探究与
追问它的兴衰变迁以契机。

三

当地人无不以家乡出了一位享
誉世界的科学家而感到自豪。因
此，丁肇中回涛雒访祖寻根，成为
当地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1985 年 6 月 28 日，丁肇中同
夫人苏珊博士回到阔别 47 年的故
乡寻根祭祖。丁肇中写道：“欣见
故乡进步，深觉快慰，感念各位辛
劳，书此谨表敬意。”这次回故
乡，开启了他此后数次访祖寻根、
回馈故乡之旅。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夏
天，丁肇中回到日照。一次是出席
日照市科技馆的开工奠基仪式，颁
发“丁肇中奖学金”，一次是出席
日照市科技馆展出陈列方案评审会
和主体竣工仪式。

位于日照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西
岸的日照市科技馆，占地 160 亩，
建筑面积 2 万平方米，展陈面积
1.2 万平方米。这座科技馆一直让
丁肇中心心念念，即使身在大洋彼
岸，也时刻牵挂着它的建设进度。
科技馆以“探索、发现、实验、求
真”为理念，收藏并展示了丁肇中
及相关科学家的科学文献和研究成
果。丁肇中不仅把全球唯一一个全
尺寸的“黑洞上的磁谱仪”模型赠
送给了科技馆，他所领导开展的

“测量电子半径实验”“发现 J粒子
实验”等著名实验的内容，大部分
都按 1:1 尺寸复原，在展厅里向世
人展示。

矗立在故乡大地上的这座美丽
的现代化建筑，是日照市的地标建
筑之一。自 2017 年 7 月 21 日开工
奠基，到 2019 年 10 月部分对外开
放，再到2020年6月全面开放，它
的设计与建成的每一步，都凝聚着
丁肇中的心血。

序章

燕山山脉从云中来，吐出千年
古都恢宏的文明气象。

北京城，因为一条纵贯南北 7.8
公里的中轴线，成为“中国理想都
城秩序的杰作”。

中轴线上，以国家礼仪文化为
主线串起的 15 处遗产构成要素景
观，以“居中”和“对称”的布局
方式与形制设计，营造出深入人心
的景观秩序和不同凡响的审美意趣。

从元大都开始，700余年间，中
轴线始终处于北京城的中心，犹如
脊梁一般支撑着这座城市独有的壮
美秩序和发展格局。

北京中轴线上深厚的历史和文
化积淀，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它承
载着丰厚的意蕴和飞扬的想象，演
绎出一部民族传统和城市文明的传
奇，镌刻下最有质感的社会气象和
情感记忆。

钟鼓楼

北京城的每一天，曾经是从中
轴线北端的钟鼓楼开始的。

“瘦”的叫钟楼，“胖”的叫鼓
楼，是古代北京的报时台。时辰更
替之际，人们总是先闻鼓声，绵延
108响的钟声随后被撞了出来。

钟声撞出井然的社会秩序。从
西北方向入城而来的驼队和驴车，
渐次向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中轴线
汇聚。沿街商铺林立，布幌招展。
古代都城的建筑规制是“前朝后
市”，身处故宫背后的这条街道，成
为北京古城民生和商业聚集的中心。

万宁桥

从鼓楼往地安门方向，赶街人
的双脚，总是要踏过已经建成700多
年的万宁桥。万宁桥是中轴线上最
古老的桥，桥下流淌着的大运河
水，在西侧屯居成为一个叫什刹海
的湖，这个湖，赋予一座伟大城市
生息起居的灵动之气，滋养着中轴
线上的灵秀之美。

景山

有水必然有山。山水之间的诗
意组合，昭示出北京中轴线对大自
然的谦恭情怀。

从地安门往南走，是皇家御苑
景山。从山脚到山顶，有庄严的殿、
闲适的阁、飞动的亭、静心的庙。

站 在 山 顶 上 的 万 春 亭 ， 中 轴
线 上 的 制 高 点 呈 现 的 北 京 之 美 ，
尽收眼底。半城宫墙半城树，一
色江山满人间。中轴线上一脉相
连、左右对称的各类建筑，高低
起伏、错落有致。许多挺拔的城
楼 ， 相 互 瞭 望 地 矗 立 在 苍 穹 之
下，即便穿越过历史的风烟，仍旧
那样安详、稳重。这大概就是北京
城独特的“壮美秩序”。

故宫

走 下 景 山 ， 迎 面 便 是 故 宫 后
门，叫神武门。

故宫旧称“紫禁城”，是中轴线
上集中体现皇权威仪的最大建筑
群。按礼仪等级精心排列组合的宫
门、宫楼、宫墙、宫院、宫殿，整
体庄重而又均衡错落，是那样气势
磅礴又富有节奏和韵律。

北京中轴线的起源颇具浪漫意
味。古人在“仰望星空”的过程
中，形成“居中而治、以中为尊”
的理念，还追求中正中和、向心凝
聚和多元一体。故宫的前朝三大
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殿
殿有“和”字。中央统辖、正道而
行、幸福安康、和谐一家，是历史
大势，是世道人心，也是故宫呈现
的中和之美、大同之美。

在 故 宫 徜 徉 ， 颇 费 时 间 。 如
今 ， 8700 多 间 宫 殿 、 180 余 万 件

（套） 文物，陆续以“虚拟现实”的
方式呈现在网络上面。古代工匠们
肯定想不到，后人会以现代数字技
术，同他们的卓越智慧和工艺，进

行一场超越时空的竞赛。

太庙

对称与平衡，是符合世间万物
生存和发展规律的大美。

坐落在故宫东南侧的太庙，与
社稷坛沿中轴线东西对称布局，彰
显出“左祖右社”的都城建筑规
制，也是国家政权样式和民族礼仪
文化的均衡表达。

太庙是明清两代的皇家祖庙，
体现了中国人祖先崇拜的传统。皇
帝每年都会来这里祭祀祖宗，实际上
是昭示皇权在家族内传递的合法性。

江山终归是人民，人民是江山
的主人。如今的太庙，早已作为北
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对外开放，是
普通百姓游园和观看演出、展览的
文化空间。

社稷坛

江山还是大地和丰收。太庙西
边的社稷坛，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
对国土的认识和崇拜，以及国家政
权永固、疆土完整统一、大地五谷
丰收的愿望。除了春秋两季，凡遇
大事或异常年景，皇帝都要率领群
臣前来告祭和祈谢。

大美江山，虽不靠祭祀得来，
却终归缘自大地的滋养和恩赐，所
以人们常常把“江山”“社稷”并列
连用。

端门

让我们回到太庙和社稷坛中间
的故宫轴线上来。

端门，是进出宫城的前导性建
筑。皇帝进出在这里整顿仪仗，还
要擂鼓撞钟。端门两侧的朝房，是
大臣们上朝时休息和等待的地方。
高大端庄的城台和城楼，烘托出皇
城的威严和神圣。站在城楼看故宫
内外，红墙绿瓦，碧水石桥，又是
那样余韵悠长。

天安门

出端门往南，便是皇城的正门
天安门了。

这里是明清时期颁布诏令的地
方，也是新中国举行重大国事活动
最权威和隆重的场所。天安门之
美，美在城楼的宽阔、厚实和挺
拔，还有蓝天、黄瓦、红墙、汉白

玉多彩对比的绚烂。天安门之美，
更美在它拥有特殊的历史文化分
量，它见证了 2000 余年王朝统治的
终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
典。为此，它被比喻为一个国家的
心脏。

外金水桥

走出天安门算是出了皇城，迎
面踏上的，是外金水桥。

横贯东西的金水河，流经7座桥
体，最中间的那座，曾经是皇帝行
走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俯瞰中轴线
上的金水桥，就像是一条玉带，把
故宫和天安门广场连在了一起。中
轴线积淀的历史和文明，在汉白玉
桥面上闪闪发光，营造出有形和无
形的审美意境。

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

天安门是国家的“心脏”，罕见
宽阔的天安门广场则是国家的“心
房”。心房之美，在于它的舒展大
气，也在于它作为新中国举行大规
模政治和文化活动的公共空间，延
续了中轴线历史上所承载的国家礼
仪传统。

在从北向南的广场中轴线上，
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主席纪念堂两
座纪念性建筑，已经成为中国人情
感寄托的标志性场所。广场东西两
侧，是按“左祖右社”规制建立起
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
堂。东面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呈现
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历史；西面
的人民大会堂，装满了整个国家的
现在和未来。

到北京旅游，在天安门广场拍
照留念，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文化传
统，为的是让专属自己的情感在这
里凝固和永恒。

正阳门

位 于 天 安 门 广 场 南 端 的 正 阳
门，俗称前门、前门楼子或大前
门，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这座北
京内、外城城门中规模最大、形制
等级最高的建筑，由两座纵置的城
楼和箭楼组成。它是连接内城和外
城的前沿关节点，因而兼具防御和
城市管理职能。防御和管理，说到
底，是向往和追求稳定的社会秩序。

正阳门见证了古都沟通外埠的
现代化进程。作为中轴线上的地标

性建筑，正阳门脚下设置有中国公
路零公里点，是中国公路象征性起
点。最早通往北京的火车，终点也
在前门。前门火车站，如今已改成
了中国铁道博物馆。

天坛

走出正阳门，位于中轴线东南
部的天坛，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的
地方。天坛的主体建筑都是圆形
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
的宇宙观。密植的参天古树，不仅
营造出肃穆的祭祀氛围，还突出了
天空的辽阔高远和至高无上。圆形
建筑向上伸首挺拔，意在与天接近
和沟通，实现天与人的感应。

如今的天坛公园，游人们最喜
欢的去处，是皇穹宇的围墙回音
壁，在这里可以与自己“对话”。

先农坛

正阳门外的中轴线上，与天坛
对称而立的是西南部的先农坛，这
里是明清皇帝祭祀先农诸神的地
方。其方形的祭坛，与天坛的圆形
祭坛，形成强烈的对比关系。

先农坛祭祀的对象是上古神农
炎帝，据说他最早教给中国先民开
垦土地、种植谷物。祭祀先农，是
中国农耕文明的礼仪规范，为的是
向大地致敬，祈愿农业丰饶。先农
坛的祭祀活动一直延续到 1911 年。
祭祀的时候，皇帝还要亲自犁地耕
田，以示重农、劝农之心。

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

为了方便皇帝出内城往南到天
坛和先农坛祭祀，从正阳门到永定
门的中轴线上，还形成了一条很有
气派的御道，由石路及其两侧的护
牙灰土组成。沿道发散而建的民居四
合院，使生活在灰瓦波峰下的黎民百
姓，紧密地簇拥在大城的中轴两侧。

岁月冲刷去御道的风采，从正
阳门到天桥一带，逐渐演变成繁华
的商业街道。家喻户晓的前门大栅
栏，聚集着各种百年以上的中华老
字号商铺；南端的天桥，则是老百
姓的市井娱乐中心。

岁月终究留住了北京城市文明
的底色，留住了市民的烟火气息，
无尽地演绎着北京城最真实的春夏
秋冬。

永定门

沿着御道，我们终于走到了中
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这里是明清北京老城外城的正
南门，在北京7座外城城门中，它的
建制规格最高，与内城的正南门大
前门遥遥相望。在明朝初建的时
候，便取名永定，显然是希望“天
下一统，江山永定”。在民间，它又
有永安门、永昌门这样一些名号，
传达出永远安详稳定的社会愿望。

“永远安定”，正是中轴线设计
师们的城市理想和审美价值追求。

尾声

走出永定门，在老北京，就算
是出城了。

现在，当我们回过身来，再从
南往北巡看一下中轴线，会蓦然发
现，它宛若一部大气磅礴的交响
乐：从永定门到正阳门，节奏和
缓；从正阳门到景山，贯穿天安门
广场和整个紫禁城，旋律激昂；从
景山到钟鼓楼，是高潮后的收束。

大美中轴，美在何处？美在建
筑，美在景观；美在布局，美在节
奏；美在历史，美在文化；美在城
市的品格，美在人间的秩序，美在
人与自然的互动和谐。

中轴线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它的生命，不断地
延伸；它的气象，不断地扩大。往
北，它延展到北京奥运会主场馆

“鸟巢”；往南，它延展到几十公里
外的大兴机场。它向现代潮流延
伸，向世界文明开放，向未来空间
拓展着自己的生命和气象。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本版特推出“河山
锦绣”栏目，约请创作者以报告文学、散文等形式书写时代
之变、中国之进，彰显文化自信。首篇推出陈晋散文 《北京

中轴线组曲》，作者以时空漫游的方式体验北京中轴线历史文
化的深邃，表达申遗成功的喜悦之情。

——开栏的话

北京中轴线组曲
陈 晋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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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印度新德里
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
决议，将“北京中轴线——
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北京中轴线”纵贯北
京老城南北，始建于13世
纪，形成于16世纪。不断
演进发展至今的北京中轴
线，是中国传统都城中轴
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
范例，是中华文明的历史
见证。包括天安门广场及

建筑群在内的全部15个遗
产构成要素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和

“中”“和”哲学思想在全
球范围的重要价值，让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
命力得到世界广泛认可。

腾退整治、修缮利用、
考古发掘、环境保护……走
过12年申遗保护之路，如
今的北京中轴线绽放新
颜，一幅古今辉映的城市
画卷正徐徐展开。

今年7月，北京中轴线北端的钟楼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美
景如画。 宋家儒摄 （人民图片）

◎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河山锦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