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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一个地方，最先见到的往往是独具
特色的当地建筑。每座建筑都像一本书，有
着自己独特的外在与内里。有许多建筑历经
千百年风雨，讲述着从古到今的故事。

前不久，上海在旅游节期间举办了“建
筑可阅读”的主题活动，市民和游客从更多
的建筑身上，读出了往日的历史与文化，品
到了上海的城市性格。

来到身边 走进心间

“上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建筑资
源尤其丰富，读懂上海建筑背后的故事，对
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大有裨益，也会因此而
更深沉地喜欢上这座城市。”上海市文物局
文物处副处长欧晓川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上海正朝着打造‘世界会客厅’的
方向努力，而建筑无疑是这会客厅中富有内
涵的一部分。”

建筑之于上海的意义毋庸赘述，但在传
统的建筑物游览形态中，游客无法便捷获取
建筑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等更多信息，也缺少
与建筑的互动，游览体验受到影响。

而“建筑可阅读”工作启动后，市民、
游客可以深入了解建筑，获得极具知识性、
趣味性、互动性的旅游新体验。

欧晓川告诉记者：“上海市‘建筑可阅
读’的相关工作已经实现了从1.0版本到2.0
版本的‘升级换代’。”

2018年，上海在全市 400多处建筑介绍
中增添了二维码，对这些建筑的介绍更加详
细，内容更加丰富。这是“建筑可阅读”的
1.0版本。

2.0 版本的工作主要是 2019 年进行的，
拥有二维码的建筑数量从2018年的400余处
增加到 1200 余处，不仅数量增多，而且二

维码所承载的信息量更加丰富，有的二维码
增添了英文介绍，还有的二维码中加入了视
频和音频等，小小的二维码连接起了建筑和
游客。

在上海，不仅拥有二维码的建筑多了起
来，也有越来越多的建筑向公众开放。

市民、游客可以亲历建筑现场感受“零
距离”阅读，走进那些有故事的老建筑。继
张乐平、柯灵故居建成开放后，2019年，上
海市徐汇区又相继开放了夏衍故居、草婴书
房、衡复风貌馆等名人故居和历史建筑，公
众可以更好地了解那些被历史尘封的故事，
聆听建筑的声音。

不只是多了一个二维码

为了让游客能有更多的方式与建筑对
话，上海着实下了一番功夫。

目前，上海推出了 80 余条建筑微旅行
的线路，根据不同的主题将不同的建筑穿成
一条线，如红色文化线路、名人故居线路
等，游客可以按图索骥，了解更加完整的历
史文化。

其中，徐汇区开发了近 20 条漫游、骑
游、定向、闯关、游学等多形式的阅读体验
线路。除此之外，徐汇区还和旅行社合作，
将“建筑可阅读”线路市场化运营，市民、
游客可直接在网上订购相关主题线路。

“微旅行线路受到大家的热捧，经常在
15分钟内就被预约一空，市民、游客在体验
后评价很高，大家认为线路的形式和内容都
具有很高的价值，让他们了解到徐汇区老建
筑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文化背景，这也激发
了更多人探索徐汇区老建筑的兴趣。”徐汇
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梧桐
掩映下的马路，当市民和游客走进建筑，回

到历史和记忆深处，能够更好地感受峥嵘岁
月里的波澜情怀，对上海的城市精神也能有
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除了设置二维码和开放更多的建筑，为
了让更多人了解上海的风情文化，上海也在
一些热门建筑的位置提供志愿者讲解服务。
每个周末，徐汇区通过“老洋房故事会”

“阅读徐家汇”等公益活动，邀请专家、学
者、闻人、亲历者等带领市民、游客漫游街
区，讲述建筑背后的人文历史。

不仅如此，与建筑对话之后，留存的美
好记忆也可以带回家。

徐汇区通过对区域内的历史建筑和街区
进行整理，出版了一系列书籍，为市民游客
提供了打开徐汇老房子的前世今生和名人轶
事的钥匙。

明信片、手机壳、冰箱贴……70多款文
创产品，游客可以在徐家汇源、宋庆龄故居
等地自行挑选，将美好的回忆带回家。

延续有灵魂的生命

如今，通过一部手机与老建筑来一场趣
味的互动对话，在上海已经不是一件难事。
而即将实现的二维码 3.0 版本，将结合正在
开发的智慧导览平台，通过 VR、AI等方式
实现与建筑的深度互动，给市民和游客带来
全新的智慧旅游体验。

今年上半年，扫描二维码“阅读”及参
观上海建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 1000 万。这
足以见证上海建筑的生命力之强大，以及人
们对它的喜爱。

一直以来，古建筑的活化与利用是世界
性难题，为此，上海也一直在探索。

欧晓川表示：“以前，上海在开发中对
古建筑的态度是‘拆、改、留’，如今变成
了‘留、改、拆’，虽然只是顺序的简单调
换，却正是反映出来我们在文物保护方面的
理念与技术的更新。”

上海的上生·新所位于新华路历史风貌
区，由3处历史建筑、11栋贯穿新中国成长
史的工业改造建筑和3幢风格鲜明的当代建
筑共同组成，新老建筑在这里对话，历史与
现代在这里碰撞，让这片土地拥有了独特的
魅力。在欧晓川看来：“古建筑保护并不是
要将古建筑与周围环境孤立起来，恰恰相
反，真正好的保护是让古建筑与新的建筑融
合共生，这样一来，才能既传承了文化，又
提升了社区的生活品质。”

目前，徐汇区开放的建筑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全开放，如名人故居等，一种是半开
放，如交响音乐博物馆等，每周定时开放。
由于一些老建筑的容纳空间较小，还有一些
建筑自身涉及到一些学校、单位，因此，部
分建筑通过预约开放的形式，平衡了老建筑
承载量和游客参观需求的问题。

建筑不是冷冰冰的空壳，而是有生命、
有灵魂、有温度的。通过“建筑可阅读”，
市民、游客能够聆听建筑的声音，读懂它们
的故事。“阅读”这些上海的建筑，对这座
城市也就会多一分了解。

上图：中共一大会址参观者如潮。
周东潮摄 （人民图片）

左图：上海外滩百年建筑群灯光璀璨。
王 冈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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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诗 人 刘
禹 锡 在 《 陋 室
铭》 中说：“山不
在 高 ， 有 仙 则
名 。 水 不 在 深 ，
有 龙 则 灵 。 斯 是
陋 室 ， 惟 吾 德
馨。”如果用这几
句话来描述碧泉
潭，再贴切不过
了。碧泉潭附近
没 有 名 山 大 川 ，
没 有 宏 大 建 筑 ，
却小有名气。

碧 泉 潭 位 于
湖南省湘潭县锦
石乡碧泉村，因
一股清泉从山边
石岩下涌出，聚
集成潭，其水清
澈见底，澄碧如
玉 ， 故 有 此 名 。
南宋之前这里还
名 不 见 经 传 ，
1129 年，福建人
氏、学者胡安国
携家南归，后因故定居于此。

胡安国为宋代理学大家，上承程颢、
程颐“二程”之学，下启湖湘学术经世致
用传统之端。胡氏隐居碧泉，建立书堂，
潜心讲学。但自始至终，他身隐而心未全
隐，将忧国忧民之心通过讲学、著述传承
下去。比如他讲《春秋》，呼吁实现国家的
大一统，所以 《宋史》 说他“忧国之心远
而弥笃”，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碧泉一方，从此有朗朗书
声，有天地正气。

碧泉潭所处位置，在宋代并不算热
闹，交通也不方便。不像今天，你若想来
一趟文化之旅，可以沿许广高速而行，在
锦石乡附近的枢纽下去即可到达。诚然，
碧泉潭及碧泉书堂在宋代虽偏远，但因为
有了胡安国、有了书堂“陋室”、有了道德
文章，开始进入世人视野。

几年后，胡安国去世，其子胡宏继承
父志，扩大碧泉书堂的规模，更名为“碧
泉书院”。从此以后，他就在碧泉书院、南
岳衡山之间往返，诲人不倦，开创了理学
中的湖湘学派。胡宏及湖湘学派后人，秉
持胡安国“强学力行，以圣人为标的，志
于康济时艰”的思想，不仅发扬远古圣王
之学，更强调经世致用。

碧泉书院既是一大学派的发源地，也
是家国情怀的温床，比如，胡宏的得意门
生张栻以“收复神州为己任”，屡次上奏，
要求朝廷“专务自强”。不久，张栻离开碧
泉，前往岳麓书院讲学，将湖湘学派的精
神发扬光大。后来的湖湘学子的确如此，
不少人“留心经济之学”。他们的爱国精神
影响深远，泽被后人。

今天的碧泉潭泉水清澈，流经千年而
不息。虽然与之相邻的碧泉书院的恢复、
完善工作还在继续，但若方便，不妨来走
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汩汩不断以及湖
湘学派绵延至今的家国情怀。

碧
泉
潭
的
情
怀

蒋

波

“ 榈 庭 多 落 叶 ， 慨 然 知 已
秋。”读到陶渊明的 《酬刘柴桑》
时，窗外正好片片落叶。于是，
约上几个好友，去浙江天台山寻
找那迷人的秋。

在天台山迎秋，自然要从赤
城山登高赏月开始。

是夜，数对男女相约爬山，
不敢高声喧哗，“恐惊天上人”。
少顷，至山顶，清风徐来，明月
照在松间，分外洁白，方圆一片
寂寥。此时，有人在塔下轻语：
我要那颗星星。秋，就这样在月
下的呢喃中渐渐浓了。

到天台山定要去国清寺。天
台宗鼻祖智者大师当年踏遍山
水，拣尽寒枝，选中此处。这里
三面环山少风，草木繁茂，易于
修行。漫步寺外，皆是常年葱郁
的苍柏劲松。

秋，被挡在丰干桥，在此季
节失去了概念，你感受不到秋天
的萧索。高耸的树木压抑着你一
直处在肃穆中，逼迫你沉淀下浮
躁的心，只有放下一切才能过
桥，才能跨过凡界的四季。到国
清寺赏秋，不如讲是留恋夏。那
棵空空如也的千年隋梅，最终会
挣脱秋的束缚勇敢入冬，凌寒开
花来报俏春天。

郁达夫说：江南，秋当然也
是有的。到了霞客古道便是到了
秋的天堂。夕阳照射下，早已被
踩踏得光亮的圆石上，片片落地
枫叶格外红艳。漫步古道上，想
象着先民在赶脚，樵夫在担柴，
更有不绝于耳的驼铃声，仿若在
诉说千年古道的兴衰。此刻，你
我便是徐霞客。《天净沙·秋思》
脱口而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流水人家。

到古道赶秋，一定要选早晨
来，你不必背着行囊杖藜前行，
那草木上尚未褪尽的露珠，薄薄
如纱的晨雾，远观炊烟袅袅，近
听几声山鸟脆鸣，时不时看到留
宿山中的老牛，偶尔还能碰到一
两个问路的驴友。我们就这样慵

懒随心地走着，贪婪地吸着新雨
后的山气，惬意的人生自然而然
来了。秋日的天台山是那么的诗
情画意。

秋天，历来是中国人勤劳的
代名词。秋的到来，意味着收获
到了，节日便饱满了。

你看，石浪滚滚的苍山脚下
梯田里，正在举行割香米比赛，
谁获胜将是“山里好镰刀”。挥汗
如雨的汉子们，构成了秋天里最
美的风景线。末了，他们在田里
搭起台，穿上蓑衣，扛起犁耙，
向世人述说着山民们在自然轮回
中的辛苦劳作，传达着秋日里丰
收的喜悦。

天台山甚少层林尽染，万山
红遍，有的是万绿丛中点点红。
这不，大同山里慈圣村的柿子红
了，村里阿公阿婆伸着长长的竹
叉，娴熟地摘下一颗颗秋日的小
灯笼。阿婆毫不吝啬地挑出最红
的柿子让你尝，那与生俱来的热
情加上红色诱人的视觉，马上刺
激了你的味蕾。

树荫下，年轻母亲边教孩子

摘柿子边讲述千年柿王的沧桑。
头顶着湛蓝的天空，顺着村

里的石子路，看青砖、灰瓦、麻
石组成的山居和串串高高挂起的
红柿子干，冷不丁蹿出一只黄狗
在追几只老母鸡，刚才那摘柿的
阿婆端着粗大碗笑呵呵地叫我们
吃饭。

多么温馨的一幕。此时天台
山的秋是属于阿婆的，更是属于
你我的万家灯火。

历史上有许多文人来到天台
山，留下或浓或淡的笔墨。秋
天正是感怀忧伤的才子佳人的天
堂，包容宽怀的天台山成了这些
失意落魄的文人魂牵梦绕之处，
一次次地坚持“早晚向天台”，期
待到“天台访石桥”。秋日的天台
山便是游子们的治愈之所。

生活若没有了美，错的一定
是你的眼睛。此时，很难说是秋
迷上了天台山，还是天台山迷住
了秋，或是我们被这两者迷了。
只要我们的心没被尘封，秋一直
都在，美早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上图：天台山 来自网络

寻秋天台山
范伟锋

雾卷龙飞，弥漫着大地的气息；
松涛声声，讲述着天地遗玉的故事。
云开雾散，龙身现形，一条蜿蜒的山
路，仿佛把时光咬开了一道口子，凝
练成五光七色彩带。随着云海波澜悠
然若醉，一路舒展着杨柳身姿，时而
粗犷豪放，时而婉约缠绵，仙灵般从
怀玉山梦境中走来。

秋日周末，我随成群结队的游人
来到江西的怀玉山，想借红色高原这
方宝地放飞心情。

与我邻座的是退休教师罗金满，
身体硬朗，健谈。老罗说，自从拓改
了环山公路，当地民众搭上了旅游发
展快车道，红色、绿色和古色文化交
相辉映，四方游客纷至沓来，世代种
地的山民开始学做生意。

乘车由盘旋的公路“天梯”上
山，大有“飞身入天门”之感。车至
葛岭头山关隘口，云烟缠绕，大有

“万壑泉声天外来，白云深处隐蓬莱”
之感。

又一道山弯路，车里人却稳稳当
当。老罗斜靠在车窗边，他开嘴吟唱
一首明代文学家李梦阳的词作 《怀玉
山歌》。大团云雾涌进车窗，将老罗整
个人拥进梦幻般意境里。几位倒歪着
身子似睡非睡的山民，一听吟唱来了
精神，跟着老罗哼唱起来，车厢里顿
时成了欢乐的海洋。他们几乎每天都
要坐一趟车出门，大多是为自家客栈
或小店采办点什么。用他们自己的话
说，以前路窄又陡，坐车出趟山是活

遭罪，现在坐车穿云驾雾赛神仙。
车过山关，离玉峰村近在咫尺，

我和老罗一前一后下了车。迎面不时
看到三三两两游客走过，他们落叶般
散落在路边，有的倚着路边护拦拍风
景，有的围着观景平台坐一圈，在明
朗的秋阳下开始一天的旅游生活。盘
踞在山腰间的天路像被溪涧瀑布洗过
一样洁浄，仿佛带着神女般的温柔，
守候着云层覆盖的大山。

走着走着，老罗突然止了步，神
情有些暗伤。1950年2月，7岁的罗金
满目送父亲挑着一担干柴到山下去兑
换日用品，回来的路上，父亲低着头
只管赶路，全然不知一条饿狼正悄悄
尾随身后。行至一转弯处，狼突然一
跃而起，叼住父亲的衣角，把他抛下
了山崖……

野狼出没，山高坡陡，山民祖祖
辈辈被牢牢别在崇山峻岭的“腰腿”
上，过着与山石相伴、以野菜度荒的
日子，有的人甚至一生都没出过大山。

面对起伏的群山，在这条黑白相
间的旅游公路上，醒目的路标以及灿
烂的花朵，无不牵动着我万千思绪。

弯弯曲曲的天路近看似女子舞
蹈，远观如腾龙，一路逶迤。二叠
瀑、双帘瀑……这些倒挂天路腰间的
瀑布，仿如一台古琴，铙钹敲击，八
音齐奏。

万物自在，流水可爱，天路像个
调皮的精灵，当我拐过一道山弯时，
它却轻盈地飘到远处，在回首的那一
刹那，它满眼秋波，向我嫣然一笑。
我就这样被它牵引着来到了玉峰村。
蓝天下的青山绿水、绿荫间的粉墙黛
瓦，无处不是水墨画。一垄垄的高山
蔬菜与中草药基地交相辉映。空气是
甜的，风是香的，山村处处弥漫着幸
福气息。

热情好客的老罗邀我到他家去喝
酒，我嘴里应答，双脚却一动不动地
站立原地。薄雾淡去，山岩上，几棵
苍劲的古松罩在一片瓦蓝的天宇之
中，显示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沧桑。
路边一处观景台，几位朋友踮着脚，
举着镜头对准山下的天路。“咔嚓咔
嚓”，一条巨龙灵光乍现，在云端深处
舞动着腰身，秋阳照着它的背影，暖
暖的，传递出一抹浓郁而柔和的光亮。

下图：怀玉山公路 来自网络

云端起祥龙
王耀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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