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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家、北宋
文坛巨擘，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
多艺，在诗、文、词、书、画诸多方面有
着卓尔不群的成就，更是思想的智
者。尽管仕途多舛，但他却以其丰富
的著述和豁达的态度，教人们如何看
待荣辱得失。苏轼走过大江南北，巧
合的是，他曾几次到过不同地域的“西
湖”，似乎与“西湖”有着未了的情缘。
在“西湖”，无论是执政还是谪居，他都
能一如既往地心怀天下事，想人民之
所想，彰显了其博大的家国情怀。

风光秀美的杭州西湖之上，有座
近2.8公里长的长堤：苏堤，又称苏公
堤，南起南屏山麓，北达栖霞岭下，纵
贯西湖南北，堤上有六座石拱桥。从
地理位置讲，杭州属钱塘江冲击形成
的小平原，当时由于海水倒灌，这里
水质不好。唐朝宰相李泌在杭州任
刺史时，曾挖掘了六口井分布在城
中，将西湖的淡水引进其中供百姓饮
用。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来杭任刺
史，进一步疏浚了六口井，以解决百
姓的饮水问题。但因年代久远，六口
井逐渐淤积，以致近于荒废。苏轼第
一次来杭州任三年通判，到任后，便
与当时的知州陈襄通过考察民情，制
定了修复水井的方案，并请专业人员
组织实施，六口井遂焕发生机，杭州
百姓又饮到了甘甜的淡水。十几年
后的1089年，苏轼又被派往杭州任知
州两年。这次到杭州，眼前的西湖已
经风光不再，由于春涝秋旱，鱼米之
乡两季稻损失惨重。苏轼到任后，一
方面疏请朝廷减免税赋，拨米救灾，
另一方面组织群众抗灾自救。此间，

苏轼做的另一件大事即是疏浚西湖。
唐代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曾疏浚过西
湖，引湖水灌良田上千顷。但因年深日
久，湖水逐渐干涸，葑田已占湖面一
半。长此下去，如西湖一旦湮废，沿湖
千顷农田就将失去水源。面对这样严
重的威胁，苏轼决定对西湖进行全面整
治。在得到朝廷款项后，他带领二十万
百姓，只几个月时间，便除尽葑草，并将
葑草和淤泥堆积起来，填筑成一条南北
长堤，将湖一分为二，西为里湖，东为外
湖，堤上造六座孔桥通水利，以便舟舫
往来。长堤建成后，他又命人在堤上广
植柳树，在湖中种植莲藕。从此，西湖
不但重放光彩，而且愈加秀美。后人为
纪念苏轼，把长堤命名为“苏堤”，“苏堤
春晓”则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

颍州西湖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
区西郊。“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
雄雌。”这是苏轼对颍州西湖的赞誉。
公元1091年9月，苏轼任颍州知州。颍

州西湖属平原上的湖，远近均无遮挡，
是水患多发之地。苏轼到任后，照例经
常深入实地体察民情。为解除洪涝灾
害的威胁，他组织群众兴修水利，疏浚
西湖，并将挖出的淤泥堆成两公里长的
堤坝，人们将此堤坝亦称为“苏堤”。

宋绍圣元年，苏轼被贬惠州。苏轼
在惠州期间生活的艰难程度要远甚于
黄州，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言语
不畅，屡次申请的折色（俸禄）得不到批
准，经济拮据。身为犯官的苏轼虽不在
其位，仍谋“其政”，创造条件为群众排
忧解难，他很关心惠州的民间疾苦和地
方建设，特别关注兴修水利。惠州原有
一湖，谓之丰湖，湖堤早已损坏不堪。
苏轼极力倡导民众捐款修堤，并带头捐
出自己仅有的一点钱，还捐出自己官服
上的犀带，就连随他前往惠州的爱妾朝
云，也捐出了自己身藏的银两。湖堤修
成后，当地群众将湖的名字改为“西
湖”，称湖堤为“苏堤”。除此之外，苏轼

在惠州还为当地群众做了许多事情，包
括促农耕兴文教，并写下160首诗词和
几十篇散文，最著名的当数“日啖荔枝三
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早已被当作岭
南荔枝著名的广告词。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

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苏东坡赞美杭州西湖最有名的诗
句。纵观苏轼的一生，曾几次到过不同地
域的“西湖”，或许这就是他与“西湖”的缘
分。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这样说，无论苏
轼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他心中的“西湖”，
都会留下他或诗或词或文的赞美，都有
他踏踏实实为当地百姓办实事的身影。
难怪杨万里诗云：“东坡原是西湖长。”清
代惠州诗人也有诗云：“北客几人谪南
粤，东坡到处有西湖。”东坡对所到之处湖
光山水之爱，是一种大爱，因为那里是他
的家，是他的国，这种大爱势必惠及当地
的黎民百姓。黄州、惠州、儋州时期，原本
是他一生中最苦难的时期，他却把苦难的
日子过得快活如意，有滋有味，过成自己
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并一如既往时时以
自己的残年余力，为百姓兴利除弊。

我蛰居的小城西郊，也有一处“西
湖”，闲暇时曾去游赏过，那是一方恬静
淡雅之地。湖面不很大，南北狭长，五六
艘游艇同时往来亦绰绰有余。湖边芳草
萋萋，绿树成荫，诸多不知名的水鸟往来
嬉戏，野趣十足，节假日常有年轻人到此
露营。虽然这里属退海之地，历史上与
东坡无缘，但窃以为，既称“西湖”，是否
也可以增加些东坡元素，如筑起几座石
碑，刻上东坡的诗词，或选空旷之地讲解
东坡的西湖情结……如此这般，也许会
为小城增加几分灵气呢！

2023年11月3日，孟京辉携《红与黑》
剧组在天津大剧院实现首演，算是天津文
化界的盛事，从三天的票房看，非常成
功。孟京辉多年来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
活力，特别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不断拓展
和大胆改编，尽管聚讼纷纭，但其拓展和
改编本身就是对人类精神产品的一种致
敬，值得所有人尊重！经典，不是用来封
存膜拜的，它就是在不断被重读、被再创
作中，以开放的姿态，持续增长和“生成”
的过去的一切总和。孟京辉的价值在于，
在看似先锋、荒诞的形式下，他的所有戏
剧都是要为人寻找定位，在与过去的经典
对话中，追问当代意义。他就是要在这个
历史长卷里“签名”，有着对历史大声喊出
“我也在这里”的雄心！在这一点上，孟京
辉和司汤达是精神相通的。《红与黑》的副
标题是“1830年纪事”，在此之前从没有一
部欧洲小说将目光聚焦在
同时代的人物和事件之
上，当时流行的若不是司
各特的历史小说，就是些
奇思妙想的浪漫传奇了。
司汤达将正在发生的社
会、政治和经济变迁，凝聚
在个人身上，去描绘“当代
的历史肖像”。因此，这部
戏在孟氏的戏剧中意义独
特。因为如果他不相信当
代人的价值，他就不需要
这么做。这是最古典的
“人文主义”，温暖又强烈。

孟京辉的《红与黑》不
仅在形式上使用了钢架、
影像、沉浸式表演等多样
形式，他还有大量的刻意
“错置”。戏剧一开始，于
连在市长的要求下背诵了
一段德语的《查拉图斯特
拉如是说》，事实上，尼采
出生的时候，司汤达已经
去世两年了，这一细节其
关键在于孟京辉想要把于
连处理成一个个人意志与
世界进程之间极度冲突的
战斗者，因此剧中于连独
白：“人类是一条系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
绳索，一条高悬于深渊的绳索。”这个把握
是非常准确的，你必须赞美孟氏戏剧的团
队，其剧本的深度和构作者的雄心。因为
在我看来，这里有个深深的“互文”，不是
于连会背尼采，而是晚生的尼采在他后来
的自传里，对司汤达曾激赏有加：“这个司
汤达完全不可估量，以他那心理学家的先
见之明，以他那对事实的把握能力，后者
能让人想到最伟大的时间的来临——根
据爪子认出了拿破仑。”他指的这个“爪
子”恰恰是于连，以此可以辨识出拿破仑
时代的精神气质，他个人命运的起伏，在
小说描述的不足三年里，浓缩了法国那风
起云涌的“最伟大的时间”。在一个戏剧
的想象的时空里，错置是有价值的，它其
实表达了一种观念：有时候，有些人与事
不是由当代人定义，而是由后人定义的，
比如，尼采重新定义的于连，错置在于连
自己的独白里。

其实如果重新思考历史的线性进步
主义的局限性，那么每一个时间点都是互
相定义的，这正是司汤达被低估的部分：
他不只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他其实也是浪
漫主义的轻骑兵、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
拥护者。在他笔下，每一个人都是环境和
条件下的特定产物，并非一成不变。比如
在巨大舞台上三层的钢架结构，将小说里
暗流涌动的阶层性流动外化出来，于连在
小镇市长家里时，从一层想要爬到市长夫
人的二层，那些独白、手持横梯前进又后
退、爬上一半又左闪右挪的夸张肢体动
作，目的不是让观众发笑，而是让我们体
味一个木匠的儿子，社会的最底层，想要
跃升到上一层的犹疑、艰难和恐惧。而下

半场，于连去了巴黎侯爵府，梅婷扮演的市
长夫人虽则依旧美丽动人，但是已经处在
舞台的左下角，钢架结构的最下层。因为
和巴黎的贵族相比，处于外省小镇的市长
夫人，虽然富有，但是被巴黎侯爵重新定义
之后，在阶层和地理位置上，既是下层的也
是边缘的。当环境和条件改变，一切都成
了特定产物，他们又定义了历史的特殊时
刻，成为历史的画像，这就是斯宾格勒在
《西方的没落》里所说的“历史观相学”。

戏剧下半部是从一个着现代服装的女
歌手上台哼唱开始的，之后也有两位现代
女歌手各坐舞台两端弹唱异域风情的歌
曲。看似是拼贴的错置，但请注意这正发
生在从外省小城到巴黎的场景之中，如果
观众细心，上半部小城故事时的后背景一
直有一个贝多芬的破碎头像，戏剧用这个
方式表达于连不同的生命乐章。在小城

里，他孕育着的英雄主义
是浪漫的，别忘了贝多芬
的《英雄交响曲》本来是以
拿破仑命名的，这首曲子
的独特在于没有故事性的
展开，而是强烈表达了英
雄的意志和革命的激情，
这都是于连形象的重要
核心。来到巴黎以后的
于连，处在巨大的政治漩
涡之中，他成了马基雅维
利主义者：为了看似良善
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戏剧中间题引了马基雅
维利的话其意义正在于
此。于连虽然在不得已
自我“进化”，但仍然难逃
厄运，他只能自我分裂最
终做出疯狂举动，如同跳
脱的现代音乐在一个旧
的故事里嵌入。

或许你也会注意到
戏剧下半场于连和马蒂
尔德小姐交往时出现的
打字机以及两个冒着雪
花的小小电视屏幕，无
疑，不要说它们的量化生
产、即使是被发明出来的

时间都晚于司汤达这部小说，我认为导演
是用打字机一方面形式化了那些鸿雁传
书，另一方面呼应了用互相扔书的肢体动
作表达的于连与小姐你来我往的思想交
锋与“掉书袋”，最终小姐爱上于连正是因
为这些智识性交流。于连作为一个下层
人的儿子，如此博学，正是拜民主所赐：这
是法国启蒙运动以后，依靠那些“生产知
识的机器”：印刷机（以及后来的打字机）
来实现的。而电视机作为上世纪20年代
才发明的媒介，它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不仅
比印刷机更为深入，同时象征着由传播媒
介带来的不可阻挡的大众化时代的来
临。在这出戏里，它一直被摆在远景，暗
示着舞台上爱情故事以外，法国大革命以
后被释放出来的民众的喧嚣，因此当舞台
上一众人马分成两部分，左右对峙谈判，
高谈阔论普法战争时，其实就表现了两派
政治势力争执不下时，只能让外省来的木
匠的儿子做牺牲品。

司汤达年轻时很想做剧作家，可惜他
恨大革命以后剧院里都是不解深意的庸俗
大众，于是他说，“小说是19世纪的喜剧”，
别忘了喜剧关键在讽刺和批判。现在孟京
辉把这个小说改为戏剧，他用大量的错置，
高度浓缩了500页的小说，并且符号性地
暗示了大量背景材料。由于叙述的不完整
性，因此看戏是有门槛的：你必须对小说情
节熟悉；由于其大量错置带来的冲击，你也
必须带着审美的惊奇去玩味其深意。所
以，孟氏戏剧看似调侃、热闹，实则有深度、
有要求，如果观众无法克服那些刻意设置
的障碍，你很可能就成为司汤达讨厌的庸
众，孟京辉调侃的对象。当然你也可以说，
敢于自嘲是当代人的美德。

第一层面，非遗要有中国风情，民族特色。非遗
天生就有民族民间特色，中国人对审美的感觉是很具
独特性的，尤其对于自身有着谦虚、内敛、致和的追
求，和合共生。这种“和”的元素让我们的艺术有一种
稳定、圆润、含蓄的特质。我们要创作具有东方美的
东西，一定要保持中国风情、民族民间特色。

第二层面，要传承有序。非遗一定讲究传承。制
作人的工艺、演员表演是怎么样的？从哪儿传过来？
其手艺传的是什么特点和韵致？要把它弄清楚，弄不
清楚，就把握不稳，作品就会走味儿，就弄得哪儿都不
是哪儿了。天津三绝：包子、炸糕、麻花。笔者比较推
崇的是麻花。为什么？制作者在揉面的这个环节上，
宁可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要坚持自己原有的特
色。无论成品市场需要的数量有多大，在搓条、拧花
的工序上，这两处工艺依然坚持手工制作，绝不含
糊。当然在流程的某一环节也有大的革新，比如炸制
麻花。早先的炸制工序是架一口大锅，有七八个师傅
边炸边把炸好的麻花捞出来，师傅虽有经验，但仍会
有火候不够或是炸得过火的现象。后来制作者与高
校有关实验室合作搞了一个恒温炸制麻花的大型不
锈钢装置，而且油温数控自动化，油渣每次按程序过
滤，工艺上更洁净，炸出的麻花更香脆。现在的十八
街麻花，不仅保持了原有的手工技艺，它的工业生产
线也成了参观项目。传统食品进入现代化生产，展示

非遗工艺的手工部分仍然要坚持传统。即使麻花的
炸制环节“现代”了，但依旧是按照麻花的传统标准，
多大直径的麻花需要如何搓条，需要多大的火候，一
丝不苟。非遗的制作生产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该坚持
的要坚持。

第三层面，是技艺独具，制作工具独创。比如说
面塑，制作过程中从选面揉面、捏制到着色，到最后成
型、晾干，是有着固定程序的。木雕也是一样，怎么选
材，使用什么木质，怎么借助自然纹理，那
是有一套功夫的，不能瞎折腾。还有就是
非遗人手中的技术，甚至包括产品的流程
一定要按照传统，把独特的东西坚持住。
传承人心里要有数，哪几个环节是有特色
的，其中也包含制作工具。评审非遗项目
的时候，特别是对技术比较突出的传承人，都会要求
他们拿出工具给专家组成员看看。

第四层面，是产品一定要有社区的影响，有好的
口碑。在相应区域内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绝对
不能用“山寨”去傍名牌。历史流变要遵循，技艺传
承要尊重。在天津有两个泥人张，研讨的时候就
说，这两个泥人张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是家族的，已
经传到第6代；还有一个就是泥人张工作室从20世
纪 50年代至今，这反映着特殊的国情。20世纪 50
年代，党和国家对一些几乎失传的民间工艺、民间
艺术，通过政府指导集体协力，推动民间文化恢复
活力、推陈出新。那时，泥人张家族传承有困难，
需要建立泥人张工作室予以发扬光大。“泥人张”
这一从衰到盛的过程，既是一段难忘的历史，也为
后来的申遗打下基础。泥人张有两个发展体系，
而它的技艺在工作室体系内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不
能只强调家族传承，排斥专有的社会传承，或是二者
反过来。要承认天津泥人张工作室的历史过程，它
也是“泥人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在城镇里，手工业
集体化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发展，非遗也在其中。只要
坚持传统的工艺和流程，是独特的东西，社会都是欢
迎的。家族传承，到一定程度由于种种原因收徒了，
师徒传承也是传承。非遗项目看的是传承有序，是把
产品制作技艺重视起来，让产品不断产生社区影响，
产品才有口碑。

最后一层，某些项目亟待抢救，其紧迫性要被认
识到。有些非遗项目社会认知度低，不少人尤其是青
年人感觉这些东西没什么价值。中国的各种非遗项
目从萌生时，就有着“中国心”和“民族风”，我们不能
忽视这一点。所以，一些濒临衰落的非遗项目，要积
极抢救、挖掘、保护，要扶植身怀技艺的年长的传承人
和他的团队及其制作、表演流程。收集资料，记录传
承口述史，恢复传统工艺，鼓励生产，即使进入市场经
营，不同的非遗产品也应该在一个良好的环境当中合
理竞争，凭本事赚钱。同时非遗项目要与时俱进，在
保持传统的同时适度发展。此外，乡间村镇里的表演

类非遗，原本发生发展在同一村落、相近街
区，尤其演出者的居住地相互之间距离不
远，现在乡镇和社区建设变化很大，相聚不
容易，非遗活动面临着组织困难，这也极大
影响了非遗的传承。需要以文化场站、活
动中心等为纽带，让非遗表演进入新的环

境生态继续发展。
非遗是一种文化，绝不能因为小制作、小作坊就

自我弱化或甘愿被边缘。各行各业各项非遗都有各
自的位置，这样才能使社会生活多彩多元，充满活
力。过去有大粮行，也有小面铺。老天津的胡同面
铺，门脸儿不大，还要适应老百姓吃多少买多少的习
惯。蒸一屉棒子面窝头，老板给你称一二两豆面，然
后是二三两的细棒子面，再盛十几两的粗棒子面，三
种面给你凑二斤，这样蒸出的窝头最好吃，粗细得当
还有股子豆香气。买卖这么去做，也是天津特色，是
一种地方风情。非遗与其也有相似之处，既有大制
作，也有小作坊。非遗和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环境密切
相关，不能脱离群众。很怕非遗产品嬗变成高高在上
的收藏品，待价而沽，远离大众，那也许会使非遗变成
“孤家寡人”，乃至束之高阁断了人间烟火气。高端可
以有，不要成为孤独的主打。比如说制作年画，还是
要多对应春节习俗。年画是一种过节时候的吉祥艺
术载体，非把它弄得过分高端，未必是正确的，低高端
结合可能更会保有生命活力。

在天津“五大道”风景区靠近小白楼一侧，与天津音乐厅
仅一路之隔，即湖北路与郑州道交口，原英租界怡丰道与都柏
林道的转弯处，坐落着以“立德立功 明达明辨”为校训的天津
市第二十中学。该校的校徽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
标识该校历史可追溯到1938年，而更为醒目的则是该校教学
大楼那形如飞机的俯瞰简略图形。

二十中学之所以将校史溯源到1938年，是因为其前身乃
是当年创办的“私立浙江中学”。上世纪50年代初期，该校合
并了“私立津华女子中学”，改为公立学校，更名为“天津市第
二十中学”。1955年搬入现址，沿袭至今。而在该校搬入之
前，那座标志性的“飞机楼”已经保存了比较丰厚的历史记忆。

早在1905年，在安立甘教会学校基础上，英国侨民捐款
兴办了天津英租界第一所公立学校，即天津高等小学，这是天
津最早的英侨子弟学校。学校的地基由当时的英国工部局赠
予。1918年，该校彻底转交英国工部局管理。1926年，该局
在原址重建教学大楼，于1928年正式交付使用。从此，这座
遐迩闻名的“飞机楼”昂然屹立，见证了近百年风云变幻中的
教育历程。该楼由英商永固工程司建筑工程师库克和安德森
设计。该司在当时享有盛誉，设计过很多知名建筑，如1886
年在原英租界维多利亚路（今解放北路）建造的天津印字馆，
上世纪30年代初在南京路建造的天津公学（现耀华中学）等。

该楼整体坐北朝南，主楼全部建筑面积4967平方米，教
学大楼总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平面布局对称，俯瞰呈飞机
形状，造型十分独特，建筑内外装饰考究，其立面造型既有西
洋古典主义风格，又有英国地方传统建筑特点，兼而体现了英
国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和军事为其强国主题的新的建筑设
计思路。大楼气势恢宏，外檐为红瓦坡顶，混水墙面，开放的
主入口为仿希腊神庙式开放前廊，门廊和高耸的屋顶对应，使
建筑虚实变化强烈。首层窗户为拱券形，二层以上的窗户为
矩形。底部为基座，采用仿青石的斩假石，显得坚实稳重。基
座之上外檐是仿花岗石的水刷石大块分格，质感突出。钢筋
混凝土檐口，饰以水平线脚。外檐四周两种不同形式的壁柱

相间排列。人们站在地面直接面对其正面主体，虽然未必能
如俯瞰时领略其独具匠心的飞机形设计，但仍能体会到一种
雄浑的建筑气息扑面而来，用作学校建筑，尤其能够体现学校
教育严肃博大的气象。

该楼是砖木结构二层楼房，局部三层，部分带半地下室。
建筑由砖墙和柱子承重，现浇钢筋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小肋
空心砖复合楼板，木屋架，多坡筒瓦屋顶，雨水暗排。其各部
位各具功能。

主楼共设有5个出入口，在各出入口附近设置了大台阶
和不同形式的楼梯，东西“两翼”的门厅分别为女生和男生的
出入口，上下楼极为方便。“机尾”左右各设柱式门厅，既是一
楼的次要出入口，又通往楼梯间到达二层，作为礼堂的辅助楼
梯和安全疏散口。“飞机楼”的“机头”即正中门厅，为主入口，
内部设有八根双排塔司干式圆柱支撑上层平台，形成门廊，大
厅内两侧采用爱奥尼克式列柱，形成富于变化的空间。

首层房间沿丁字形内长廊设置，腹部有校长室、接待
室、工作间、物理和化学实验室、阶梯形讲堂及光学室等。
东西“两翼”南向是八间教室，向阳面外檐窗采用深绿色玻
璃，室内宽敞明亮，光线柔和。外檐窗底部设小活扇，以利
通风。北向是助理校长室、男教师办公室、女教师办公室、

医务室、衣帽间以及男、女卫生间等。二层中间为门厅和大
厅，大厅内高台阶，水磨石地面，门厅上层的阅览室设有大
开间、大型的拱券窗，阅览室正面还装饰有大型柱券、山
花。“机身”和“机尾”为大礼堂，设两层看台，600多个座位。
前设舞台，后有放映室，舞台两侧设有上下台口，可不经过
礼堂到达舞台，设台口楼梯直达三层演员化妆室。舞台上
配有钢板制作的安全防火幕，由两台卷扬机带动，这些设施
在当时相当先进。
“飞机楼”建成后，英国公学（即英国文法学校）迁入使用，

所以，人们习惯将此地称为英国公学旧址，或英国文法学校旧
址。该校以服务英国侨民为宗旨，所以只招收外国人子女，极
个别情况下招收中国富人子女。在实际教育中，该校以移植
纯正英伦风格、培养英国绅士著称，所有基础课程的教授都采
用英式英语，据说，其教学水平之高，可与世界名校接轨，该校
参加剑桥大学的统一考试，试卷直接从英国寄来，在同一时
间，全球所有的英国文法学校同时考试，通过者可以直接进入
剑桥大学学习。

从该校杰出校友的成就，可窥见其当年教育成效之一
斑。例如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
党员，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国际著名记者、作家，是为数不多

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裔人士之一。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
庭，于1920年开始居住在天津。当时的天津有大量犹太人居
住，主要集中在“五大道”和小白楼地区。爱泼斯坦曾在英国公
学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自幼就有当记者的梦想，在该校就读期
间，曾在纽约《前进报》的“儿童专栏”上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第一
篇文章。

此外，美国著名作家约翰·赫塞、英国著名画家默文·皮克、
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齐啸云等也是英国公学优秀校友。齐
啸云是我国用英语演唱京剧的第一人，她曾用英语演唱根据莎士
比亚名剧改编的原创京剧《奥赛罗》以及中国传统名剧《赤桑镇》
《铡美案》《除三害》等，并将希腊名剧《巴凯》翻译、改编成京剧。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国公学的办学面临巨大挑战。1941年，
驻扎在天津的日本军队开始驱逐和逮捕租界内的英美籍侨民，强
行进驻英国公学，驱赶师生，将其改为日本宫津
女子学校。抗战胜利后，英国政府试图复建学校
未果，其后，校址被改为天津训练团。天津解放
后，天津市民政局曾使用该建筑，直到二十中学
正式入驻。

如今，在承载着百年天津沧桑文化的和平区
繁华地段，作为市级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的“飞机楼”，正在二十中学师生的琅琅书声中，以
全新的教育面貌开启不断腾飞的教育航程。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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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非遗那些事儿（九）

五个层面看非遗
张春生

英国公学的“飞机楼”
魏暑临

走上通往二楼阅览室的走廊，高高的拱顶、幽深的楼梯，

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的魔法学校，当年在这里读书的外国孩

子，从五六岁入幼稚园一直读到中学毕业，之后参加统一考

试，试卷从英国寄来，全世界所有的英国文法学校，同一天同

一时间开考，考试通过就可以升入剑桥大学深造。（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