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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河畔赢得世界瞩目

斯特拉特福坐落于埃文河畔，位
于英国伦敦西北方向。小巧安静、风光
秀美的小镇见证了莎士比亚孩童与青
年时代的生活。在其蜚声社会各界之
时，莎士比亚重返故土，度过了人生最
后的时光。

如今，依旧保留着古典风格的市
镇街道已成为旅游圣地，每天有数千
游客前来拜访莎士比亚生活、工作和
安息的地方。

在英国访学期间，南京大学世界
史专业研究生钟毅对斯特拉特福印象
深刻。“小镇上有不少卖纪念品的小
店。在打扮成莎士比亚笔下人物的街
头艺人旁边，围着很多好奇的旅客。”
钟毅对本报记者表示，斯特拉特福洋
溢着历史和文化带来的活力，虽然游
客不少，但却是“恰到好处的热闹”。

在斯特拉特福浓郁的文化氛围
中，莎翁故居绝对是“必去的景点”。这
座二层带阁楼的房子位于哈利街上，
室内的装饰和物件尽可能按照17世纪
的风格摆放。故居展厅播放着莎翁戏
剧影像，其经典名句投射出来，声光电
的效果让文字凝固永恒。
“故居的一间屋子里有一本供旅

客填写感想的小册子。看到遍及世界
的人名、地名整整齐齐地出现在上面，
就突然明白了英国人为何如此爱莎
翁。”钟毅告诉记者，“能窥探人心的经
典作品，足以引发跨越时空的共鸣，让
全世界的游客相聚于此。”

在小镇上，莎士比亚是最耀眼的

文化旅游符号。在莎翁剧演出方面颇
具权威性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莎士
比亚妻子安妮?海瑟薇农舍、莎士比亚
受洗的圣三一教堂等，都吸引着全球
莎翁迷走上“朝圣之旅”。

每年 4月 23日莎翁生日当天，四
面八方涌入的庆祝者是小镇上一抹鲜
亮的色彩。
“我去的当天，斯特拉特福热闹非

凡。草坪上到处都是莎翁话剧表演和
音乐会。世界各地的游客带着志愿者
分发的莎翁面具，加入生日庆祝的盛
装大游行。”《英国侨报》记者王文硕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同国家
的人们来到埃文河畔，一齐带上面具
的时候，时光仿佛凝固，几万个面具
“复活了一个传奇”。

谈及斯特拉特福的旅行体验，王
文硕说，伟人的力量才能吸引大家在
400年后齐聚他的故乡，“就像今年庆
生大游行中，人们举着的标语写道‘有
些人注定不朽’。”

“才子之乡”浸润东方韵味

莎士比亚漫步埃文河畔的时候，
在遥远东方的中国抚州，也正书写另
一段传奇。

曾创作《临川四梦》（《牡丹亭》《邯
郸记》《南柯记》《紫钗记》）的明代伟大
戏剧家汤显祖，以其杰出的成就与才华
登上了中国古典戏曲创作的高峰。从34
岁中进士到48岁荣归故里，汤显祖人生
中有52年在家乡——江西抚州度过。

素有“才子之乡”美誉的抚州自古
名人辈出，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

灿烂的文化。走进抚州，汤显祖墓、王安
石纪念馆、曾巩读书岩、谭纶墓等文化
景观，凸显出这片土地深厚的人文底
蕴；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白居易、陆
游等到抚州为官或周游的历代文人墨
客，则留下大量字画诗词、石刻雕塑与
美好的历史传说；乐安流坑村、临川文
昌桥、临川万魁塔、金溪疏山寺等古村
古桥古塔古刹星罗棋布、点缀其间。
“这座城市丰富的人文景观刻画

出千年文脉流传的痕迹。”旅游达人张
萨告诉本报记者，在抚州的几天旅行
仿佛在历史中游走，“左脚一千年，右
脚一千年”。

与历史文化一样，抚州的秀美风
光也被世人所赞叹。素有“洞天福地”
盛名的麻姑山闻名天下，有9000米原
始石阶曲折而上的军峰山古木参天，
号称“百岛洞”的醉仙湖碧波荡漾。

然而，最具动感与活力的，还是这
里积淀深厚的民间文化艺术。南丰、乐
安、广昌一带的傩舞，被誉为“中国舞
蹈艺术活化石”；多种多样的灯采、道
情、采茶戏源远流长。“口耳相传的民
间艺术最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有了烟
火气就有了生命力。”张萨说，这些文
化的传承便是抚州最动人的地方。

如今，这座东方古城仍以400年前
的巨匠为傲。兴建汤显祖纪念馆、举办
中国（抚州）汤显祖艺术节、设立抚州
国际汤显祖研究中心……“汤翁故里”
的“汤学情怀”，悠远醇香。

“故乡合作”促进文化交流

400年前文豪谢幕，400年后故乡

牵手。
今年4月22日，抚州文化活动周正

式来到埃文河畔。当天，斯特拉特福与
抚州缔结为“友好城市”。抚州赠送的一
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青铜塑像放置
在莎翁故居，而另一尊同样的塑像则存
放在抚州市汤显祖纪念馆，作为中英两
国文化交流的结晶和永久见证。

在现场欣赏完南丰傩舞、金溪手
摇狮后，英国的游客兴奋不已：“面具
很漂亮，服饰很鲜艳，很高兴看到这样
的传统文化保存下来。感谢抚州的演
员来到斯特拉特福给我们献上演出，
我也很想去中国看看。”

抚州的“东方旋风”仍洋溢在埃文
河畔，斯特拉特福迎来的中国游客已
络绎不绝。王文硕告诉记者，参观莎翁
故居的中国游客数量不少，其中年轻
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可观。
“我周围的英国朋友表示，没想到

这么多中国游客会对斯特拉特福抱有
如此深厚的兴趣，会专门赶来并仔细
观看文物介绍。”王文硕说，“以前，当
地媒体对中国游客可能有‘爱拍照、爱
热闹’等刻板印象。现在，越来越多来
英旅游的中国游客，往往对英国的景
点和历史人物做足功课、有备而来，令
很多当地人刮目相看。我相信，中国游
客热爱文化、尊重知识的态度给他们
带来惊喜。”

旅游交流的背后便是文化的互鉴
与欣赏。作为同一时代的两位伟大戏
剧家，其殊途同归的艺术魅力星光闪
耀。4个世纪后，“故乡的邂逅”再次拉
近两个民族的情感纽带，用文化旅游
参与并见证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

烟雨朦胧的下关，绝对是一幅充
满画意诗情的山水图卷。不论白天、
黑夜，也不论局部，还是整体，烟雨中
的下关，下关之上的烟雨，始终如梦
如幻，如影如画；清晰又模糊，真实又
缥缈。于是，在烟雨中看下关，在下关
看烟雨，时时处处，处处时时，诗意画
意，仙意醉意，始终让人生发出一种
感之不尽、叹之不绝的回味。

作为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府
所在地，下关极富山水情趣。每当雨

季到来，这里自然一派山苍水碧，满
目清新。雨水一降，山水下关就在这
漫天的雨幕中，时而清晰如画，时而
朦胧似影。此时，不论是在下关街头
看洱海，还是立身洱海看下关；也无
论是在下关远眺苍山，还是站在苍山
俯瞰下关，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
野，收获不同的心境，不同的品味。

对视洱海，很容易让人想起南
诏清平官杨奇鲲那首被收入《全唐
诗》的《游东洱河》：“风里浪花吹又
白，雨中岚影洗还清。江鸥聚处窗前
见，林狖啼时枕上听。”回过头来直
面苍山，亦会使人感叹明代著名诗
人杨士云的千古名句：“林端细雨浮
山黛，天际微风变水容。”吟哦之间，
留在心里的，就只有古人那些贴切
无比的诗意想象。

风景绝好的下关，不光有山有
海，更重要的是有河。一条西洱河，
在城市正中蜿蜒而过，不仅连通了
苍山洱海的山水灵气，更让这个高
原城市多了一番水乡泽国的秀致之
美。水平如镜的河面，浮山映柳，静
影沉璧。扁舟一晃，则水波四漾。

下关风大，亦称“风城”。雨水降
至，风却不断，有时疾势若走，如跃
如纵。此时刮乱一天骤雨，飞花碎玉
一般斜插河面，激起一圈一圈的乱
雨涟漪，倒也多了一番优美情趣。烟
雨时疾时慢，时续时断，于是河边静

执垂杆的钓翁、水中游水的泳者以
及那些飞快舞动船桨把小艇驶得像
支离弦快箭的运动员，便也不管阴
雨无定的天象，或静或动地在烟雨
之下演绎城市万象。

因为有河，所以城市是有桥的。
几座大桥恰也高度浓缩了城市的千
年历史。从饱浸盛唐烽烟战火的黑龙
桥，到如今车水马龙的兴盛大桥，让
这座城市的脉落一下子清晰起来。从
1200年前南诏国的边关重镇，到兵家
必争之地；从清朝和民国时期商贾云
集的商业中心，到后来的滇西交通要
塞，烟雨之下的下关桥影，成了这片
土地千年沧桑的最好见证。

漫天的雨水依旧不断，一下子
让人感叹起这里不急不躁的矜持气
度。下关将上千年的浓缩历史，显现
于夜幕下烟雨茫茫的灯火璀璨之
间，也显落在老城区那些滴落雨水
的民宅老房之间。
“昆弥岛屿苍茫外，鹫岭云霞缥

缈间。”烟雨之下，照着明代诗人李
元阳描绘的诗意地图，举一把大伞，
行走在龙尾关老城光滑的石板街道
上，雨水之下的老城楼依旧巍然耸
立。玉龙书院旧址、明翰林赵雪屏故
居、清翰林马恩溥故居遗址、绍兴祥
侨商小院……面对街道两边旧式建
筑上接连显现的文物标识，我甚至
来不及细读下面的简略文字或细致
地追根溯源，心中已感慨不已。烟雨
之中，老街依旧游人如织，摆着姿式
拍照的游人男女，带走了风景里的
时光，最终也成为时光里的风景。

带着一腔敬畏回去，眼前还是
漫天烟雨。随着不紧不慢的步子，下
关的历史还生动地存活在这大街小
巷之中。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下关人，
喜欢在下关的老字号店铺里流连回
味。下关沱茶、凉鸡米线、李氏烤肉、
杜氏汤圆、黑龙桥包子、喜洲粑粑、
过桥米线、砂锅酸辣鱼……只有在
这漫天的雨水中，时光才又回到从
前的宁静与淡泊，无欲无求。
“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

翠屏。”烟雨下关，下关烟雨，这是一
种让无数文人骚客浓墨撰写的情
调，在漫漫的时光长河里，只给人留
下无尽的感叹与回味！

在中国生活了4年的穆罕默德?哈
比来自巴基斯坦，现在是华中科技大
学土木工程学博士研究生。由于专业
缘故，他对三峡大坝抱有浓厚的兴趣。
“作为一个专业的土木工程师，我在国
内时，就知道这个大坝。但当我亲眼见
到它时，其雄伟还是令我非常震惊。”
穆罕默德感叹道，三峡大坝是土木工
程的一个奇迹，因为它规模巨大，发电
量惊人，灌溉系统庞大。“高质量的洪
水控制是土木工程上的一大挑战，不
过，中国看来已经完成了这一挑战。”
穆罕默德说。

2013年9月，穆罕默德从三峡大坝
乘船到宜昌游玩，欣赏到了与巴基斯
坦迥然相异的美景。“在巴基斯坦，河
流大多在平原地区而非山区。我们无
法乘船穿山而行，因为水流湍急，河水
也没有那么深。我很喜欢自然，这里让
我感到清爽、兴奋。”他说。

穆罕默德认为，中国的庐山可称
为一个完美的游览地，在那里可以站
得高、看得远。“虽然整个旅程有点疲
劳，但是那里景色绝美，空气新鲜。三
叠泉的景色更是名扬天下。”

西安是穆罕默德另一个游览目的
地。他去了大雁塔、西安博物院、回民

街等地图攻略上各种景点，还骑着车
绕了西安古城墙整整一圈。在回民街，
穆罕默德品尝了牛肉饺子、牛肉串等
很多美食，还去了当地颇具历史韵味
的清真寺，“那里内部是木制而成，很
值得一看。”

在中国，穆罕默德喜欢中国的大部
分菜肴，尤其喜欢牛肉面，“它的酱汁和
汤水，味道极棒。我通常在冬天吃牛肉
面，热烘烘的面汤让我感到暖和。”

在旅行中，穆罕默德与一些中国
人成了好朋友。“我对中国的印象非常
好，大部分中国人都很谦虚。”他说。

穆罕默德从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事
情入手来感知、学习中国文化。他坦言，
自己的第一个春节体验并不算温馨。
“我们根本不知道有春节这个节日，所
以也没有准备任何东西。记得那年春
节，外面很冷，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在
我的第一个春节里，只能吃米饭和面
条。”穆罕默德说，虽然如此，他还是很
喜欢过节前后外面放的烟花。“现在，我
已经了解了一些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所以我知道得还不算多。”

在中国生活，语言是穆罕默德接
触中国人的最大障碍。“在中国学习很
不错，但我的母语是普什图语，我们国

家的官方语言是乌尔都语。我会说英
语和一点点中文。”他说。

此外，时间安排和经济状况有时
也会制约他的出游计划。因此，穆罕默
德经常去的地方，与他所在的城市距
离不远。虽然如此，谈及这些年在中国
的生活，穆罕默德评价说：“在这里感
觉很好，我喜欢中国。”

本报电（记者刘华新、庞革平、谢
振华）10月19日，广西贺州市通过“世
界长寿市”认证。国际人口老龄化长寿
化专家委员会副主席邹平和国际地理
联合会健康与环境委员会主席汤马
斯?克拉福特向贺州市颁发“贺州世界
长寿市”证书、牌匾。

贺州市市长李宏庆介绍，目前，贺
州市有60周岁以上老年人33.4万人，
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为6.2万人，占老
年人口总比例的 18.5%；有百岁老人

458 人；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78.01 岁。
2011年7月，贺州市下辖的昭平县被授
予“中国长寿之乡”称号；2014年 6月，
富川瑶族自治县被授予“中国长寿之
乡”称号；2015年 7月，钟山县被授予
“中国长寿之乡”称号，贺州市成为目
前全国唯一一个“中国长寿之乡”县域
全覆盖的地级市。

2015年，为了探索生态环境与健
康长寿的关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国际地理联合会健康与环

境委员会专家组专门到贺州进行科学
考察。专家组研究发现，贺州市监测样
品中，有92.13%的监测点位空气清洁
度指数达到“最清洁”，堪称“天然氧
吧”；饮用水中富含多种生命必需微量
元素和矿物质营养素；土壤硒含量达
到高（富）硒等级，特别发现贺州百岁
老人头发中铜、铁、硒、锌等生命必需
微量元素含量较高，并含痕量稀土元
素。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长寿贺州的
促进因子和长寿奥秘。

斯特拉特福牵手江西抚州

“文豪故乡”添彩中英交流
本报记者 高 炳

1616年，莎士比亚、汤显祖两位戏剧大家在地

球两端相继陨落。400年后，世殊时异，大师重逢。

“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

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去年10

月，习近平主席在伦敦的演讲，连接起东西方两位

伟大的灵魂。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

乡”。英国斯特拉特福与中国抚州，在这场时隔数

百年的“双城记”中隔空牵手，以“文豪故乡”的

独特身份，将文化传统与大美自然展现给世界，共

同分享其荣光与不朽。
左图是斯特拉特福，右图是抚州市文昌里。通过影像拼接，“文豪故乡”跨越时空相遇。 新华社发

在斯特拉特福小镇，一名戴着莎士比亚肖像面具的妇

女从窗户往外看。 图片来源：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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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工程师的中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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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贺州被认证为世界长寿市

苍山洱海风光壮美 资料图片

穆罕默德和女儿在庐山合影

旅游感知美丽中国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