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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海 南 之
前，有朋友告之，去海南
一定要去文昌，宋氏三姐妹老
家在文昌，一座新兴的航天城即将
诞生在文昌。

海南岛像一只向北爬行的大海龟，
海口处于“龟口”处，文昌则位于右前肢，东北
方向。

从海口去文昌就个把小时的车程。听说
我是第一次来文昌，那里的同志很热情，先就
给我“扫盲”，说文昌是文化之乡、华侨之乡、
椰子之乡、排球之乡。海南椰子最有名，故称
椰岛，而“海南椰子半文昌”，文昌道旁、路边、
村周围都是椰树。当然，百闻不如一见，市委
宣传部部长黎小红指派她的部属陈列丹先生
陪我转一转，还兼导游。

多功能的孔庙

文昌城不大，静静流淌的文昌河、古榕
树、高大的石牌坊、百年骑楼则告诉我，这是
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文昌汉时称紫贝县，隋
朝叫武德县，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才改名文
昌。“以文为昌”，文昌似乎找到了发展方向。

车一开动，老陈说，到文昌，不能不拜
孔庙，那是海南保存最完整的古建筑，被誉
为“海南第一庙”。孔庙的大牌坊就立在沿
江路街边，进去迎面是“双龙戏珠”的照
壁，沿墙往右拐走到墙角，见一小门，上书
“礼门”。从礼门进去就算登堂入室了。不走
大门走旁门，这就有点奇特。进去一看，规
模不大，但古色庄重，布局严谨，风格独
特，如果加上北边的文昌宫、蔚文书院，那
就更加气度不凡。别看这座小庙，却始建于
北宋庆历年间，与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同
时代。孔庙一直跟着县署迁移，明洪武八年
（公元 !"#$年）迁建在现在的地方。

文昌孔庙，又叫文昌学宫，除祭祀孔夫子
外，就是学子读书的地方，它是北宋以后历代
文昌县学所在地，说得直白点，就是文昌最早
的学校，文昌文化、文明的中心。有了这所中
心学校，带动文昌各地学宫、书院兴盛，再波
及海南其它地方，那历代培养的人才就层出
不穷了。文昌学宫成了文昌的文化符号。试
想，远在宋代，一座孤悬海外、远离中原的蛮
荒岛上，有这么一座灯塔似的文化殿堂，那意
味着什么？文化是一个地方、一座城市的血
脉，有了血脉的流动，不论它离得多远，它都
是整个肌体的一部分。老陈说，解放后相当一
个时期，广东的党政机关里，许多人都是我们
文昌人。那时流传一种说法：“没有文昌人不
成机关”。文昌出文人，如同绍兴出师爷一般。

过了龙门、棂星门，就是状元桥。这个状
元桥既是文昌人的期盼，也是文昌人的遗憾。
这里的馆长黄先生说，自科举考试以来，文昌
就没出过状元，所以没人堂堂正正从状元桥
上走出去，大门千年也就没有开———不出状
元不开大门，这是那时立下的规矩。文昌孔庙
坐西朝东是一独特，没有大门更独特。然而，
“无心插柳柳成荫”，小小文昌却出了 %&& 多
名将军。大革命时期，许多学子投笔从戎，驰
骋疆场，建功立业。走进南面偏殿里的“将军
展厅”，只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与邓小平一起
领导百色起义的开国大将张云逸，第二位是
少将符确坚，后边是“独腿将军”陈策，抗日名

将郑庭笈、叶佩高等等。黄先生说，为
了收集这些资料，他们费了九牛

二虎之力，因为时间久了，因
为许多人去了台湾，但他们

都是文昌出去的，历史
不应忘记他们。

庙里还设
有 乡 贤

室、名
官室。
更让人感慨
的是，不到 '& 万人
的文昌，遍布海外的
华侨竟有 !%&多万，他们最
乐于为家乡捐资办学，修桥铺
路；许多华侨还将先祖牌位安放
在文昌孔庙，让他们魂归故里，也便于
回乡祭拜———文昌孔庙已成一座多功能的
文化平台，香火能不旺盛？

逃过劫难的宋氏祖居

距文昌城北约 "& 公里处，有一个古路
园村。

清同治年间，一名姓韩的 !% 岁少年，
心怀忐忑，背井离乡，跟随姓宋的舅舅漂洋
过海去美国谋生，等他回国时已变成查理·
琼斯·宋了。他就是宋耀如，宋庆龄三姐妹
的父亲大人。从此，宋家两代人影响了中国
几十年。宋耀如回国传教，传了几年，觉得
与救国理想相去太远，改搞实业，很快成了
上海滩的大亨，但也救不了国；后遇孙中
山，就一心追随革命，以他在教会的声望加
上财力支持孙先生。他把自己的三男三女全
送到美国读书，决心把他们培养成林肯、华
盛顿那样的人物。这位辛亥革命的元老于
!(!)年去世，只有 $*岁。他生前嘱咐子女，
做不成人，不能回乡认祖、见父老。

浓密的椰子树、龙眼树、牛酸树掩映中
的宋氏祖居，坐西南，向东北，比我想象的
小得多，就是一座普通的平房农居，两进房
加一个天井，建于清嘉庆年间，已有 %&& 余
年。进院左边是正屋，三开间，中间是厅，
右居室就是宋耀如诞生的房间。出了正屋，
穿过前庭到天井，左边是厨房，右边是农具
房和便门。就是这样一座小农居，却漫过
“辛亥风云”、“抗战烽火”。!(*! 年，日本
兵侵占海南岛后一路烧杀抢，杀到古路园村
这座农舍前停住了，在墙上用石灰粉写上
“宋子文之家”几个字，宋氏祖居因此逃过
一劫。老陈还讲了一个插曲，!(*(年国民党
溃败即将撤离大陆时，宋子文动用海南守军
用军车押送上好木材到老家，他坐飞机在天
上监督。这些木材后来用来整修了韩氏祠
堂。当地人民政府重修老屋后，!())年邓小
平亲书“宋氏祖居”的匾额———一处老屋，
就是一部历史。

祖居后面是宋庆龄纪念馆，文物、照片
很丰富，浓缩了宋氏家族史。宋家三姐妹，
均受过西方教育，似乎大姐宋霭龄爱钱，看
上了会赚钱的孔祥熙；小妹宋美龄爱权，嫁
给了蒋总司令；唯有二姐宋庆龄是个理想主
义者，不顾家人反对追随革命先行者孙中
山。因道不同，三姐妹之间不算亲密，但抗
战时共同的敌人却把三姐妹团结在一起，三
人经常出入后方医院、福利院，积极参与募
捐活动。虽政见不一，却姐妹情在。蒋介石
深恨二姐宋庆龄高举新三民主义旗帜，反对
独裁，同情支持共产党，国民党特务多次准
备对她下手，但均因蒋夫人宋美龄态度坚
决，一再警告特务头子戴笠，所以直到国民
党败退台湾特务也没敢动手。研究宋氏三姐
妹，特别是宋庆龄美丽光辉的一生，那就是
一部大书！

龙楼航天城初探

海南多庙，以伏波庙最有名，许多地方
都有伏波庙。

公元 !!&& 年 ' 月，一
位两鬓斑白的老人面对

风高浪急的琼州
海峡，一

脸 愁
云 ：
如何才能安
全 渡 过 去
呢？谪居海南儋
州 " 年的苏东坡遇
赦北归碰到了难
题。当地人告诉他，伏波
庙很灵，能保平安。老先
生于是去了铺前镇龙岐村伏波
庙，结果也真顺利过海到达雷
州，'$岁的苏居士心情开朗了，挥毫
写下了 《伏波庙记》，颂扬两伏波功
在国家，有利于庶民。后被贬海南的南宋宰
相、抗金英雄李纲也去龙岐村伏波庙拜祭
过，还手书苏东坡的 《伏波庙记》，刻石立
碑。我去铺前镇参观那里保存完好的骑楼和
著名的北溪书院时，耳闻这些历史掌故，深
为前汉后汉两位名将感到欣慰。伏波将军路
博德、马援先后率大军南下平定南疆，他们
当时的视野还只是陆地的边界，但南疆人却
把他们当保护神、海神祭祀。伏波，降伏波
涛，可保他们海上平安。这一延伸，意义不
凡，已隐含海上疆域了。

从铺前镇回来的第二天下午，汽车出了
市区，上了渡船，过了海湾，上岸朝东奔向
龙楼镇———我国新一座航天之城即将在那里
诞生，古老的文昌将又多一张科技城的新名
片，跃上一个新台阶。车窗外，田野、山峦
向后飞去。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 年代，
这里就曾是最佳卫星发射场的选址之一，但
那时国际形势严峻，我海防薄弱，还是内地
深处的西昌等地妥当些。现在不同了，中国
底气、自信又提高一大截，龙楼不能再等，
继酒泉、太原、西昌之后，%&&(年我国第四
个卫星发射中心在这里破土动工了。“飞龙
在天”，文昌人提起这件事就一脸的自豪。

路右边看见哨兵了。横杆竖起，车进建
设工地，那是一条被载重运输车轧得坑坑洼
洼的土路，车慢牛似的颠簸前行，沿途田里
坡上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黄牛在漫不经心地啃
草，偶尔抬头看一眼。它们哪里知道过不了
多久，自个儿的领地就变成“飞龙”的地
盘。走了几百米才见到尚在“铁笼子”中拔
地而起的楼群。等再左拐时，两座高耸入云
的塔楼就映入眼帘，老陈说，那就是发射场
了。

这发射场与别处的建筑工地也没什么两
样，很平静也很平常。但当你站在现场经人一
指点，那浑身热血就开始涌动：高高的组装
楼，火箭、卫星将在这里组装完成，然后通过
轨道运送到前方千米之外的发射架，点火升
空，火箭分离，卫星入轨……发射架的前方
就是南海，“飞龙在天”，卫星第一眼看到
的就是我们辽阔的领海，海上变幻的风云！

龙楼在海边，有不受重量、体积限制的
海运便利；离赤道近，尽可能地利用地球自
转的离心力，耗能低，飞行速度更快，相比西
昌，火箭运载能力可提高 !&+至 !$+，卫星寿
命可延长 %年以上；发射方向 !&&&公里范围
内是汪洋大海，坠落残骸不易造成意外伤害
……不久，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各种后勤
保障人员将陆续入驻，生活区、服务区，各种
配套工程即将展开，一座新兴的航天之城就
这样横空出世———沉睡千年的龙楼，一个翻
身就如巨龙腾空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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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在外地来京的游客中广为流行：“在北京，
你只有览皇城、逛胡同、住四合院酒店，才能真正体验到古
老北京城的原汁原味。”不久前，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整
合 !%家具有传统北京特色的四合院酒店资源，作为第二批
“北京人家”打包向市场推广。这其中既有曾经的达官贵人
旧居，也有百年的寺庙，各有各的文化底蕴。北京旅居华侨
饭店即为其中一家。

转过北二环小街桥，拐进北新桥三条胡同，很快便能看
到旅居华侨饭店的 $层灰色小楼。楼顶覆着绿色的琉璃瓦，
显出老北京的古朴风情。走进大堂，不觉眼前一亮。整个大

堂仿颐和园长廊设计，屋顶的
绿色木梁和红色的廊柱对比
鲜明，而长廊上一幅幅斑斓的
彩画，更显得绚丽多彩。大堂
西侧的长廊下挂着几个精致
的鸟笼，阳光下不时传出“叽
叽喳喳”的叫声，鸟笼下方摆

着一口大大的石头鱼缸，两尾
红色的金鱼在水里来回游动。

据饭店总经理程立为介
绍，这家饭店的前身北京华侨

饭店，是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领导设计建造的中式
风格庭院酒店。“酒店坐北朝南，主楼和两侧的副楼形似坐
着的弥勒佛。”程立为说，三合院式的格局，在风水上都是有
讲究的。

谈起此次入选“北京人家”，程立为直言除了建筑上的
中式风格以外，旅居华侨饭店还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以‘华
侨’为名，即可见饭店与华侨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程立为介
绍说，饭店是在爱国侨领何香凝女士关怀倡议下建立的，
!($%年动工，!($*年开业，其时名为“北京华侨服务社”，主
要面向华侨开放。程立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年一个旅

日华侨来到饭店，进了大堂之后四处走走看看，直呼“有种
回家的感觉”。原来，"$年前当他还是个 !&多岁的孩子时，
就曾和母亲一同来过这家饭店。重回故地，感受分外强烈。
“直到现在，华侨饭店还是许多华侨回国后的第一站。”程立
为自豪地说。而距离饭店不远处，正在筹备中的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也必将吸引更多的华侨和游客走进这条胡同。

为了了解胡同的历史，程立为曾专门留意过胡同里的

碑记。饭店所在的北新桥三条胡同已有 "&&多年历史，明朝
属北居贤坊，明朝太监王承恩的宅邸就在胡同内，因而这条
胡同也被称为“王大人胡同”。王承恩跟随崇祯在景山自缢，
以死效主，不仅南明为之立祠，清朝也为之建祠立碑，将他
陪葬崇祯陵侧。有关这条胡同的掌故，酒店的一线服务人员
基本都能了然于心。“很多住店的客人选择我们饭店，看重
的就是‘胡同里’这样独特的历史文化空间。”程立为说。

如今，在饭店周边共有 * 条地铁线，程立为说，饭店方
面专门统计过，从不同的地铁站下车，可以有 (条路线抵达
饭店。交通的便利成为旅居华侨饭店的一大优势。这也是此
次入选“北京人家”的酒店的共性。正如北京市旅游委副主
任于德斌所言，游客入住“北京人家”后，不仅有住宿的需
求，还有美食、购物、周边游览的需要，这样才算是全方位的
北京体验。 题图为酒店大堂

本报记者 尹 婕文/图

1月4日，300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游客来到内蒙古

根河这个号称“中国冷极”的地方，亲身体验了冰雪带

来的快乐。当天早晨7点50分，由北京直达根河的“呼

伦贝尔号”冬季旅游专列准时到达火车站。本次活动由

中国旅行社、呼伦贝尔市旅游局、根河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旨在推动呼伦贝尔旅游产业向纵深发展。

在密林深处的布冬霞猎民点，游客们品尝着雪地

烤肉、列巴果酱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吃，兴致勃勃地和

驯鹿拍照。在“冷极村”，男人们尝试体验着锯木头、劈

柴火、抬木头等林区生活，妇女和孩子们玩起了溜冰

车、打冰尜等冰雪游戏。在敖鲁古雅乡，游客们还和猎

民一起围在篝火旁跳起了舞。

近年来，根河旅游产业发展迅猛，每年都有大批游

客慕名而来，但这些游客多集中在夏季。而根河冬长夏

短，气候严寒，年平均气温零下 5.3摄氏度，极端最低

气温零下58摄氏度，全年取暖期长达9个月。境内遍

布永冻层，个别地段30厘米以下即为永冻层。近年来，

该市在“冷”字上大做文章，打造了“中国冷极”，推出了

冰雪旅游文化节等系列冬季旅游项目，使这里的“冷资

源”逐渐产生了“热效应”。去年，该市冬季游客不断，第

一次实现了“全年旅游”，全年共接待游客 52万人次，

实现收入8.5亿元，创历史新高。上图为游客欢聚在敖

鲁古雅乡。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偏岩古镇坐落在华蓥山脉西南面的两支余脉之
间, 地处丘陵，呈东北高、西南低之势。清代属江北
厅礼里六甲，乾隆二十四年始在此建场为镇。因镇北
处有一岩壁倾斜高耸，悬空陡峭，故名偏岩镇。这里
是一个木板房群落，是旧时山地民居传统建筑的绝
唱，也是重庆传统民居的典型式样之一。

蜿蜒曲折的黑水滩河紧紧环抱着木板房群落，缓
缓流动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岸高大粗壮的黄桷树疏密
相间。走近小镇，整个木板房群落依山就势，与自然
环境有机结合，巷道宅院的空间一半公开一半私有，
是一种极佳的传统社会组织模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高度和谐。

靠山而临水，水是古镇人民的生命线，与水近，
便于取水用水之方便；近水而避低洼，使古镇与江河
保持适当的距离，是为了避免洪涝灾害对古镇的危
害。偏岩古镇临街而筑的小楼，底层空间开敞，多为
店堂；上层宅楼呈吊脚楼式，建筑多悬空依柱而建，
既节省了街道路面，又达到了“让出三尺地，多占一

份天”的设计效果。依山而建的吊脚楼，在平地上用
木柱撑起，分上下两层，上层通风、干燥、防潮，是
居室；下层是猪牛栏圈或用来堆放杂物。
《管子》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

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廊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
绳”。管子所提倡的这种尊重自然的选址营建思想，
在偏岩古镇街巷格局中得到了较好的印证。木板房群
落民居还有一些与中原文化共有的元素，如“间”、
“天井”、“院落”、“回廊”、“楼梯”等，但同时也
具有其地域化、民族化的构成元素，如“堂屋”、
“火塘”、“木板房群落”、“凉亭”、“晒台”、“挑
廊”、“入户大门及围墙”等。

虽然今天这些木板房群落看起来略显陈旧，比不
了现代高楼大厦的宏伟壮观，但那木板房飞檐的下方
多是砖雕做成的门额，还有这里的石桥、牌坊与点缀
在木板房群落之中的亭台，显得典雅、庄重，每一幢
建筑都充溢着无法描摹的生活气息。

如今，偏岩古镇窄长的巷子里，经常挤满了天南
地北的游客，他们走在那磨得光滑的青石板路上，欣
赏着木门上的雕刻。随处可见的商铺，展示着民众的
智慧和结晶：蜀绣针线细密，片线光亮；木料雕刻的
花鸟虫鱼，活灵活现。还有一些商铺里出售上了年头
的商品，如蚕丝、棉衣、刺绣、剪纸等，让人容易想
起过去的岁月……

“中国冷极”
“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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