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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宛如仙境的香格里拉像是在遥远的
天边，不过，它会时常出现在我梦里……几年前，我
曾读过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创作于上世纪30年
代的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被里面所描述的情
景深深吸引，期待着有一天，能够来到滇西北这被
称作“世外桃源”的地方。
在书中，作家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离天堂和灵魂很

近的地方——香格里拉，藏语的意思是“心中的日
月”。这里有翠玉似的草甸，明镜般的湖泊，成群的牛
羊，丰富的金矿，漂亮的喇嘛庙，万物深深浸染在宁静
的喜悦中……不过作为“香格里拉”这个美丽词汇的
创始人詹姆斯，他并未到过这里，他的创作灵感来自
一位西方探险家在滇西北探险期间发在《国家地理杂
志》上的文章和图片，作家的想象力极强，书中绘声绘
色的描述，艺术地还原了这里最为原始的一切。《消失
的地平线》出版后，如凭空落下的巨大陨石，让沉寂多
年的云南中甸，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地方，世界各
地好奇的脚步纷至沓来。在当时西方刮起了一股“香
格里拉热”的旋风。此后，有许多地方抢先注册这个
地名。最后，经过专家们的认定，还是中甸县实至名
归，后改名为“香格里拉”，完成华丽的转身，这里也成
为许多人向往的地方……
“如果说人有一生必去的地方，那一定是香格里

拉。”朋友的这句话，一直在催促着我。不久前，我和
几位老友终于踏上了前往滇西北的旅途，去寻找心中
的香格里拉。以前，我虽到过西藏的林芝和新疆的喀
纳斯湖，但此次出行，仍让我无比激动……

经过辗转我们来到云南的丽江。那天早上，我
们从古城出发，一路向北，途径虎跳峡。峡谷中湍
急的金沙江是气势磅礴的长江上游，深邃的峡谷，
咆哮的江水，香格里拉一直以“秘境”的人设，存在
于许多人的脑海。我不由得想起作家詹姆斯笔下
主人公见到峡谷时的感受：“当他俯瞰峡谷时，他奇
怪地感觉到其中蕴含着一种精致……”为了寻觅这
种“精致”，我们沿着江边的小路，走进谷底的观景
平台，但见水流急促，涛声在峡谷里回荡。江中的

虎跳石，在江面的最窄处，传说猛虎就是借助于这
石头在两岸跳来跳去，往返于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
之间。这虎跳峡是走进香格里拉的必经之路，当年
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鬼斧神工的大自然，让我隐约
嗅到那神秘的“味道”。
沿着起伏的高速公路继续向北，车窗外湛蓝的天

空让人感到格外清爽，云彩显得很低，仿佛触手可及，
优美的图案，很像油画大师的杰作。难怪人们说，到
了云南就是要看千姿百态的云。一直在向上攀爬的
路让车速慢了下来，前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山势更
加险峻和粗犷。身边的朋友告诉我，这是著名的横断
山，属于南北走向的山脉，将东西的路“横断”了，因此
得名横断山。此时，我想起《长征组歌》里的那段歌
词：“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来水似银……”当年红
军翻越横断山一路北上，最终到达了陕北，后来又走
向全国……今天我们为了心中的梦想，一路前行。

下午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香格里拉市——一座
位于青藏高原边缘的小城。虽说是旅游旺季，但只
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依然很静，像是在“熟睡”。迎
面看到的是这座小城标志性建筑白塔，我们停下车
来，见到了早已等候在路旁的当地藏族朋友，他带
着我们住进了酒店。三千米以上的海拔，让来自平
原的我微微感到有些头晕，脚下轻飘飘的，但此时
心中的兴奋早已取代了“高原反应”。
第二天清晨，我们驱车来到了二十多公里以外的

普达措森林公园，都说这里清澈的湖水是香格里拉的
“眼泪”，太贴切了。走进这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
而来，环顾四周，绿油油的小草顶着露珠，格桑花微笑
地看着我们。乘坐公园里的环保车缓缓前行，凉爽而
又湿润的风拂面而来。这里是一片保存完好的高原
生态系统，森林灌木、高山草甸、湿地湖泊等错落有
致，显示出一种未经修饰的美。走在栈道上，一边是
清澈的湖水，一边是保持原始风貌的森林灌木丛。沿
着湖畔向前行走，偶尔可以看到调皮的小松鼠在草地
上玩耍，游客拿出坚果喂它，它毫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样子很可爱；湖水中那些生活在高原地区的冷水鱼，

在水中悠闲地游来游去，非常惬意；远处半山的草甸
上，牦牛在慢慢吃草，咀嚼着漫长的岁月。这里的一
切都是超脱自然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修饰。我想，其
实人也一样，简单一点，会让自己变得轻松起来，当你
毫无杂念，心无旁骛时，就会找到这种境界。这也许就
是作家詹姆斯在小说中所要告诉我们的。

离此不远的纳帕海，被称作香格里拉的“后花
园”。我们驱车赶到这里，但见远山空蒙，平静的湖水
泛着绿色，像一块镜子，映衬着头上的蓝天和白云。
当地的朋友说：一半草原一半湖水的纳帕海，属于季
节性的沼泽湿地，是一个草原湿地与高原湖泊共生的
生态系统。今年雨水大，湖泊的面积增大了许多。我
们站在高处，俯瞰着纳帕海和依拉草原的全景，惊喜
地看到湖泊与草原交织融合在一起的奇观。听说，到
了秋末，湖水开始下落，会出现大片的沼泽草甸，故而
有“湖在草原上，草原在湖中”的独特美景。

这片独特的美景中，自然少不了古寺，我们来到
有“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松赞林寺。从远处望去，但见
古寺依山而建，整个建筑金碧辉煌，气势恢宏。古寺
的前面，有一片澄澈湖水，依稀见到水中松赞林寺完
美的倒影。那是一种脱俗的美，令人沉醉。此时，我
不由得想起詹姆斯在《消失的地平线》中对喇嘛庙描
述的精彩文字：“一片色彩纷呈的亭堂楼阁，紧紧依偎
着山腰，以一种花瓣似的精美与雅致，巧妙地镶嵌于
悬崖之上。显得富丽而又高雅。”作者仿佛带着我们
走进一幅优美的图画，走进暮鼓晨钟的寺院中。

望着眼前的情景，我脑海里出现了被称作“雪山
之王”的梅里雪山，向往之情油然而生，但我知道它离
此十分遥远，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我想起头天晚上，
那位藏族老人给我描述梅里雪山时的那种虔诚。金
字塔形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是云南境内最高
的山峰，是藏民心中的圣地。想要目睹梅里雪山“日
照金山”的奇景，不仅需要时机，更需要运气。其实，
生命中的不期而遇，都是你努力后的惊喜。我在期待
这人生中最大的“惊喜”。作家詹姆斯在小说中，用一
段优美地文字，向我们描绘了主人公见到雪山的感
受，作者用单纯、亲切的词汇来叙述，让读者仿佛身临
其境。书中，这超凡脱俗的冰峰雪山，抚慰着主人公
几经磨难漂泊不定的心灵，细细品味，忽然明白了作
家的用意，香格里拉不仅是世界上难寻的人间天堂，
还是可以抚慰人们心灵的一剂良药。

不远处一位藏族女孩子唱起电视剧《香格里拉》
中的歌曲：“在遥远的地平线，有一片美丽的雪山，那
就是香格里拉……你是五彩的梦幻……我们绿色的
家园，心中的故乡……”我听得入神，此时，遥远的香
格里拉就在我的眼前，我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经受着
超凡脱俗的灵魂洗礼，当我回头遥望远处的雪山时，
香格里拉仿佛又一次走进我的梦里……

中共天津地委早期领导人于方舟烈士曾作《租界竹枝词》十首，里面有一首写道：
“儿女亲家金兰谱，银鱼紫蟹洋朋友。花旗汇丰老头票，天棚字画大狼狗。”其中“花旗汇
丰老头票”一句，反映出列强采取各种手段对天津进行的经济控制和掠夺。“花旗”“汇
丰”，是美国和英国的两家主要银行；而“老头票”则指的是日本所属朝鲜银行发行的纸
币，因其票面印有一老人像，故名。

美国花旗银行创立于1812年，总行设在纽约。花旗银行原系美国历史悠久的民营
商业银行，后来美国政府加入股本，改为官商合办，被指定为代理国库银行，并且成为美
国和全球最大的国际性银行。
花旗银行名称的由来，是人们非常感兴趣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涉及花旗

银行创立与发展的整个历程。创立于1812年的花旗银行，初期的名字为“纽约城市银行”
（City Bank of New York），1865年，从州立银行改为国民银行，故更名为“纽约国民城市
银行”（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1955年，纽约国民城市银行与“第一国民银
行”（First National Bank）合并，新银行定名为“纽约第一国民城市银行”（The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1962年，在银行的国际业务和海外网络有了很大发
展之后，银行去掉了名称上的“纽约”和前面的“The”，更名为“第一国民城市银行”（First
National City Bank）。1968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变成当时成立不久的单一银行持股公
司“第一国民城市公司”（First National City Corporation）的子公司。1974年，持股公司的
名称改为“花旗公司”（Citicorp）。1976年，“第一国民城市银行”正式更名为“Citibank”，即
“花旗银行”。1998年，花旗公司（Citicorp）与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合并之后，改称
“花旗集团”（Citigroup），但其全资的子公司和核心企业花旗银行仍保留原名（Citibank）。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花旗银行因经营庚子赔款而在中国广设分行。20世纪初，
花旗银行由瑞记洋行代理其天津业务。1916年，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开业。该行除办理
存放款、汇兑业务外，还发行钞票。
为何将“Citibank”译作中文“花旗银行”，是人们更加感兴趣的问题。说到这个掌故，

要追溯到20世纪初。1901年，美国康涅狄格州实业家马莎尔斯·哈特利为了开发远东贸
易，联合当时已经是商人和律师的托马斯·H·侯伯德将军及其他几个合伙人联合创办了“国
际银行公司”（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poration——IBC），并从康涅狄格州政府拿到了特
许状。当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美国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宾，从而使美国在
远东的利益机会大增，国际银行就成了美国人实现其利益的一个有效工具。国际银行公司
的业务和机构都发展得很快，1902年4月在伦敦建立了它的第一个分行后，5月便在上海建
立了分行。正是有了上海分行的成立，才使得它有了“花旗银行”这么漂亮的中文名字。
美国人习惯在公司正门前悬挂国旗，在中国上海的国际银行公司也是如此，而美国

的国旗是红、白、蓝三色，并由星和条组成，对中国人而言有些“花花绿绿”的感觉，同时，
这又是第一家美国银行在中国开设的机构，所以，中国人便很自然地把“国际银行公司”
形象地称为“花旗银行”。
这就是说，中国人讲的“花旗银行”最早是指美国的“国际银行公司”，在纽约国民城

市银行1915年收购了国际银行公司之后，人们也就自然地把“花旗银行”的称呼从“国际
银行公司”移到“纽约国民城市银行”。1919年花旗银行发行的分别印有上海、天津、汉口
等地名的纸币，发行单位中文为“美商花旗银行”，英文即为International Banking Cor-
poration。在香港，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Citibank译作“万国宝通银行”。20世纪末，
Citigroup统一全球中文译名为“花旗集团”，把Citibank统一译为“花旗银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花旗银行资产随即被侵华日军没收。1945年抗战胜利

后，该行在天津恢复营业，并依靠其政治优势取代英国汇丰银行而成为天津外国银行中的霸
主。1948年12月，该行停止营业。2003年，美国花旗集团在天津重新设立花旗银行分行。
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大楼1918年动工兴建，建成于1921年。它位于英租界中街，今大

同道与大连道之间的解放北路西侧。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地上三层，地下一层。该
建筑为庄严、稳重的西洋古典风格。立面整体为石材饰面，由一组厚重的水平檐线划分
为上下两部分。正面大门前由四根爱奥尼克式立柱支撑，构成对称的开放式柱廊。顶部
雕饰有椭圆形的花旗银行徽帜。厅内立有七根方柱，内墙面有壁柱。这座大楼目前由中
国农业银行天津分行使用。此楼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笔者很早就发现，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大楼的外观和体量，与坐落在北京东交民
巷、建于1914年的花旗银行北京分行大楼（现为中国警察博物馆，系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几乎一模一样，好似“孪生”。2007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拙著
《七十二沽花共水》中即提出过这个问题。以往介绍花旗银行天津分行大楼的文章都
说，它是美国著名建筑师、后来曾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建筑顾问的亨利·墨菲“精心设
计”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它与比它早建成七年的花旗银行北京分
行大楼竟然几乎一模一样？花旗银行北京分行大楼又是谁设计的？是
墨菲一稿两用还是他抄袭了其他建筑师的设计稿？2020年，我以《花
旗银行“孪生”楼》为题，在天津报刊上发表专文，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引
起建筑界、文史界进一步关注与探究。

近年见有建筑专家说，北京、天津的两座花旗银行大楼都是由墨菲
一人设计的，并由此认为美国花旗银行对于海外分行的建筑拥有统一的
设计标准。现在，京津这一对少见的“孪生”楼，已经成为爱好建筑和文
史的旅游者的网红打卡之地。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应该说，没有石库门就没有海派家具。
建筑的形态形式决定家具的类别式样以及工艺，这个规律在中国近代城市发

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海派家具是和本地的石库门、花园洋房同步发展起来的，
当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时候，海派家具也名扬全国，知名度不逊于欧美家具。

上海开埠，洋人来到这块土地上，形成租界，于是大批周边的人涌来了。为
了容纳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需要节省土地资源，于是中西合璧的里弄住宅在
这一时期建成。

石库门最明显的特征是“门”，一借江南民居式样，再借欧洲石质门券理念，出
现以石为框、以乌漆实木为门扇的里弄建筑。石库门采用联排式布局，外墙细部
有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多为西式图案。中国
传统院落的天井厅堂建筑方式，发展成洋场风情。庭院式大家庭传统生活模式被
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门弄堂文化。

海派家具就是在这样的建筑背景、住房格局下，走出来的一条与石库门中
西合璧相同的路径。石库门借鉴了许多西洋代表性符号，而海派家具又借鉴了
许多石库门的符号。如石库门外墙细部有西洋建筑的雕花图案，门上的三角形
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多为西式图案；海派家具中的大衣橱檐顶、梳妆台上面的
雕花帽饰，常常与之如出一辙。

一说到石库门、海派家具，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中西合璧”。“合璧”是
两个美好合在一起，而且结合得自然贴切、天衣无缝。

门道是西方建筑的十大要素之一，构成建筑外观最显著的部分。门道的装
饰决定这个建筑的立面式样。许多石库门门道的设计，体现了当年英国别墅的
简约之风。首先运用了砖墙的缝隙，形成视觉变化。重要的是与中国建筑的青
砖清水墙理念一样，将高大的墙体立面切割成弧形、三角形，以及利用砖立面的
宽窄形成各种拼接变化。当时的建筑师、工人大都是中国人，他们身上的中国
砖木结构建筑理念依然牢固，所以说其外观亦有诸多的中国元素，这砖砌清水
墙也是很自然的“合璧”。

海派家具的中西合璧理念也体现在门券拱柱的纹饰上。譬如大衣橱，柱是
这些家具不可或缺的要素，为显示门的高大、轩敞，大都将门的外延部分设计成
上有拱券、两边有柱。许多家具的门由柱础、柱身、柱头组成，就是一个活脱脱

的石库门。其柱头多呈方形，有罗马柱的风范，其花纹多
是欧洲常见的卷花纹。

任何建筑和家具的风格、时代特点都体现在细节上，
石库门是这样，天津洋家具、海派家具也是这样。这些不
是欧式建筑的克隆，而是那个时期比较成熟的中西合璧理
念，把西洋“拿来”，把“东方”放进去。

孔子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因此后人建孔庙祭祀。第一
座孔庙建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的曲阜。作为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
建筑，孔庙亦称文庙，承载着我国古代教育的崇文传统。明代正统元年
（1436），天津始建文庙，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它始终是天津教育文化的中心。
百花文艺出版社日前推出青年学者罗丹所著《天津文庙古今谭》，这是天津文
史界很有意义的事情。此书寻溯源流，挖掘底蕴，通过历史、人文、建筑等方
面的解读，展示了文庙对天津城市发展和文教兴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由罗丹的专著，笔者连类而及考察了文庙与天津的早期教育问题。在
《雍正十三年乙卯科顺天乡试录》的记载中，发现了一条与天津文庙及清代
教育相关的珍贵史料：
“第一百五十六名，曹炳，正白旗汉军都统祖鲁佐领下，副榜贡生。”
汉军曹炳中举后，于清代乾隆六年（1741）至十七年（1752）任天津县学

教谕。县学设在文庙内，曹炳在天津文庙工作长达12个年头之久。
天津作为明代设的军卫之城，若想发展为

繁华都市，就必须重视教育。面向大众春风化
雨般的崇文宣示，是设在文庙内的县学职责
所系。曹炳任职期间，积极倡导儒学教化，勉
励符合忠孝节义价值观的人物。如天津县民
殷凤娘，遭逼良为娼的厄运，但她宁死不从，
秉持了节义。时人广泛征集表彰殷凤娘的
诗文，由章天垣汇编成《彤管流芳》一书，其中
也收录了曹炳《邢烈妇殷凤娘诗四章》。

值得深究的是，诗作者曹炳自署祖籍为
“三韩”。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释“三韩”条
目：“今人谓辽东为三韩。”清代康熙年间礼部
尚书韩菼撰《织造曹使君寿序》云：“以余所
见，三韩曹使君子清，乃诚善读书者。”曹子清
即曹寅，系《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辈。《五
庆堂重修曹氏宗谱》载，曹寅是辽东曹氏四房
的直系后裔。据此可知，“三韩”是辽东的别
称，曹寅、曹雪芹的祖籍为“三韩”，就是辽
东。《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五庆堂重修辽
东曹氏宗谱》中没有曹雪芹的名字。笔者查
《钦定八旗通志·选举志》，发现雍正元年至乾
隆三十年间，汉军旗人（包括包衣）中举人的

有四位曹氏，分别是雍正十三年正白旗举人曹炳、乾隆元年镶蓝旗举人曹秉
顺、乾隆十七年正红旗包衣举人曹世德、乾隆二十四年正红旗举人曹世顕。
曹秉顺、曹世德、曹世顕三人与曹雪芹均无涉，但曹雪芹既然属于辽东江宁
织造的曹家后裔，他与同来自“三韩”江宁织造曹家的曹炳究竟是什么关系，
有必要结合相关文献进一步探索。需要说明的是，《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
中记载了两个曹炳，一个是辽东三房曹桂芳之子，另一个是辽东五房曹秉桓
之子，其实他俩为同一人。因过继导致曹炳的旗籍隶属发生微妙的变化，由
原来的正白旗包衣人变成了汉军正白旗人。
据《雍正十三年乙卯科顺天乡试录》可知，曹炳是举人，并且中举后还出

任过天津县学教谕。那么曹雪芹是否中过举？这不仅是对其生平事迹的空
白点研究，还涉及《红楼梦》作者如何对待功名的问题，非常值得做深入的研
究。清代毛庆臻著《一亭考古杂记》，提到曹雪芹时称“汉军举人”。清代叶
德辉著《书林清话》，提到曹雪芹时称“孝廉”。汉武帝设立的察举制考试“孝
廉”，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意思，系任用官员的一种科目。称某人为
“孝廉”，与举人或功名相关。当代学者王利器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
谱》载“天佑（颙子，官州同）”，认为曹天佑就是曹雪芹。但我们知道，按照传
统的说法，曹雪芹是蔑视功名利禄的，与他在《红楼梦》中塑造的贾宝玉形象
差不多。当然，研究这个问题时要撇开先入之见，不能以作品中主人公的思
想倾向去机械地类比作者。如参加科举考试屡战屡败的吴敬梓，并没影响
他创作揭露科举制度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祖辈曹寅到父辈曹顒、曹頫
等，其家族都是走入仕途的人，他不可能完全摆脱自己家族的影响，甚至也
不可能太背离家庭安排的生活道路。只不过后来随着曹家的败落，曹雪芹
可能失去了科考的机会。雍正六年(1728)，曹頫因骚扰驿站、经济亏空等罪
革职抄家，举家迁回北京。从“秦淮旧梦”到“燕市哭歌”，曹雪芹由南京迁到
北京后的踪迹，与创作《红楼梦》直接相关。可惜许多问题红学领域至今并
未弄清，如有研究者认为曹頫是曹雪芹生父，有的认为是曹顒，也有的认为
与这二人均无涉。曹雪芹身世的扑朔迷离为研究者解读《红楼梦》带来了障
碍，“诗书家计俱冰雪，何处飘零有子孙”？清代诗人屈复怀念曹寅的诗句不
幸成为谶语，无根的漂泊是曹雪芹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他在失衡的生存
环境中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最佳方式就是在《红楼梦》这部作品
中对自己及家族命运进行“天问”式的思考。

今年6月，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毕业
季。因为，我们一家四口，各自面临着不同的“毕业”。

女儿6周岁，即将结束三年的幼儿园生活。就在昨天
幼儿园的升旗仪式上，她代表全班小朋友对老师致词，她
说，“我们舍不得像妈妈一样爱护关心我们的老师，也舍

不得离开幼儿园这个快乐的大家庭”，视频发到班级群
里，许多家长表示看哭了。是啊，孩子在幼儿园的三年是
童年时最幸福的时光，女儿所在班级的老师，个个都属德
才兼备的类型，她们对孩子的关爱和细心，有时真的超过
了妈妈，让我不由一次次感叹“感恩相遇”！如今，女儿即
将离开幼儿园，就像小鸟长大了必会飞向蓝天，我祝福亲
爱的宝贝，愿她在新的世界里能够茁壮成长。

儿子22岁，今年大学毕业。四年前，他考入一所离家
几百公里的大学。我和爱人抱着女儿送他入学，办妥一

切手续之后，我依然舍不得离开，总是不放心把儿子独自
丢在那个陌生的城市。儿子像个男子汉一样拍着我的肩
膀说：“妈，放心吧，我能行！”转眼之间，四年过去，儿子不
仅早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还曾利用暑假策划了好几次
全家游。他提前上网安排好路线、食宿，我们全程只需要
跟着他走，一切琐碎的小事都不用操心，那种畅游的感觉
真是潇洒。毕业前夕，校园里有招聘单位前来招工，儿子
经过认真思考，又征求了我们的意见，最终应聘了一家国
有企业，经过笔试和面试层层筛选，已经正式和公司签
约，只等领到大学毕业证书之后，就可以到公司去报到。
我对儿子应聘这家公司没有意见，唯一有点失落的是，工
作地点又在离家几百里之外，太远了！不过，我相信儿子
已经成熟，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新的挑战！

接下来，该说说我和爱人了。我们都属于平时工作
非常忙碌的类型，有时聊天说起往事，他说自己从少年时
代就想学吹笛子，可那时家里没有钱，一直未能实现这个
愿望。如今虽然经济条件好了，却又总是没有时间。我
则是从小就迷恋画画，也是因为那时家在农村，没有好的
学习条件，慢慢就把这个爱好放弃了，如今想起来也很遗
憾。有一天，我陪女儿上美术培训班时，跟学校的老师说
起这件事，她鼓励我说：“有梦想什么时候也不晚，我们这

里也有成人学习班，你不只可以送女儿画画，自己也可以
来画画啊。”我一听就动了心，试听了两节课，觉得很有兴
趣，于是就正式报了一个国画初级班。同时，也给爱人报
了一个笛子学习班。每周抽出半天的时间，去实现少年时
未圆的梦，对于人到中年、杂事缠身的我们来说，是一种难
得的奢侈。如今，我们各自学习了两年，也到了该“毕业”
的时候。虽然不再跟着老师学，但我和爱人已经养成了学
习的习惯，在家里也常常是他吹我画，乐在其中。

一家四口，面对的是不同的毕业季，有对过去的留
恋，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时间就像一条河，我们一同荡起
梦想的小舟，向着梦中的地方前行。我相信因为有爱陪
伴，远方不会太远……

遥远的香格里拉
张景云

原花旗银行大楼：

京津一对“孪生”楼

罗文华

1917年，墨菲接到IBC设计北京分行的任务，却因产权等纠纷，到1919年7月才正

式开始建造。1918年，他又接到了天津分行的设计任务。也许是担心为北京分行设计

的大楼无法建成，才将这份图纸用在了天津分行。墨菲一共设计了6家花旗银行分行，

而它们无一例外采用了爱奥尼克柱廊这个标志性的设计元素。几乎同时，纽约城市银

行在美国本土逐步发展，它兼并了IBC，将自己的海外分支网络扩大近一倍。这栋大楼

中的天津分行更在动乱中成为巨额资产的庇护所。（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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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海华洋说家具（二）

没石库门就没海派家具
姜维群

我们家的毕业季
张军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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