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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春秋》解说词：●

北方的原野，秋季五颜六色，最为夺目
的是金黄色，汝水两岸的玉米、花生、大豆、
高粱都闪烁着光芒，耀人眼目，渐次步入了
收获时节。农人少闲，此时更为忙碌，处处
洋溢着岁月如水的平静，还有隐隐约约的莫
名兴奋。此时，靠近汝水与沙河汇流处河湾
一隅的无名水塘也跃跃欲试起来。这一水塘
静养了一年多的鱼儿也要出水面市奔向四方
去了。鱼儿成熟出水，已经远非当年的驾
一小舟，撒网捕鱼，居然用上了桥梁工地
之上的摇臂起吊机，阵仗很是壮观呢。

汝水边的这一水塘，说不上壮阔浩
渺，浮光跃金，甚至可以说是简陋非常，近
乎荒芜一片，也就是随形就势，简单围堰，
引入汝水，成一大一小两个子母水塘。水
塘边，有一简易平板房，堆放养鱼饲料等，
也供养鱼人在此偶尔栖身，稍作休憩，或
聊避风雨，遮阳乘凉。围绕这一方水塘，
有些鸡、鸭、鹅、羊等，碧草杂树，河水潺
潺，自由散养，无拘无束。最为费心劳神
的，自然还是水塘里的鱼儿。

鱼苗远道而来至汝水安身，颇费一番
周折呢。这些鱼苗，或从浙江湖州而来，
或从湖北襄阳而至，千里迢迢，少小离家，
起初还很不适应此地环境，情绪黯然。过
些时日，方才不再想家，在此开启新的生
活。但鱼儿到此，适应这一方水土，要想
茁壮成长一路坦途，也并不太容易呢。有
水鸟经常来袭扰，有习焉不察的虫害来进

攻，事非经过不知难，一条鱼儿从幼小鱼苗
能够长大成鱼，畅游水中，还是要经历不少
的曲折坎坷艰难险阻。除了水鸟、虫害，还
有就是气温的变化，当然也不排除有不可抗
力的更大的灾害。以前，一直觉得，气候变
化似乎是很大的词儿，很遥远的事儿，不，鱼
儿很敏感，很警觉，汝水岸边小小鱼塘里的
鱼儿虽然不是北极的抹香鲸，南极的企鹅，
但它对中原腹地的气温变化却也是明察秋
毫很有发言权的，一旦气温变化幅度过大，
鱼儿就会神情落寞，不饮不食，任你软磨硬
泡，依旧很是倔强，令人抓耳挠腮，无计可
施。鱼儿彼此抱团，也会情绪感染，一鱼向
隅，举座不欢。这一番折腾对抗与罢工，就

有不少鱼儿就此夭折了。
鱼塘还要经常清扫，保持水质，水不能

太深，也不能太浅，不能至清，也不能放任自
流。氧气缺乏不行，氧气过多，也是麻烦。
养鱼的大哥说，陆游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真是一点儿不错，平时只
是看人钓鱼潇洒吃鱼痛快，非躬身养鱼，哪
里知道这其中还有如此之多的幽微与曲
折？鱼儿成长，不能指望速成，也不能仅凭
老经验靠望天收，细节决定成败，每一步都
不能大意。此间甘苦，唯有自知。

出鱼了。鱼贩前来，查看鱼的斤两体
重，张网来捕，锱铢必较。这网，不是电影
《洪湖赤卫队》中的渔网，也不是《海岛女民

兵》中的海网，是机械控制的一种拉网，有点
儿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意思。声音轰鸣，震
耳欲聋，长臂摇动，直接装车，一条龙作业，很
快就能完成。但是，问题来了，这样的大动干
戈，这样的动众兴师，鱼贩们对鱼的大小是很
在意的，不符合要求的鱼儿就被无情地淘汰，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一番鱼跃水面
惊动恐惧，这一番生离死别惨惨戚戚，鱼塘里
的鱼儿被打破了平常有规律的生活节奏，不
淡定了，不优哉游哉了，情绪波动很大，还有
点儿近乎失控的状态。这一场出鱼之后，剩
下的鱼儿几乎要绝食了，几天不吃不喝，照旧
按时喂鱼，鱼儿几无动静，脾气很大嘛。大哥
说，这样不行，要改变捕鱼方式，要有点儿人
情味儿，把鱼送走，还是讲究一点儿方法的
好。于是乎，又去买来一种网，被称作抬网。
东西南北几重围，围形渐缩如小池。这种网，
围成四方形，沉于鱼塘之底，待鱼贩前来，再
慢慢起网，收拢，舒缓，平静，鱼儿受不到太大
惊吓，鱼塘边还播放着一些悦耳的音乐，不是
高亢嘹亮的豫剧，而是选择一些苍凉深邃的
流行歌曲，如刀郎的《罗刹海市》《花妖》等。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情景之中，鱼儿出水了，装
车了，沿着汝河大堤就此远去了。

秋水长天，碧空如洗。“风色萧萧生麦陇，
车声碌碌满鱼塘。”大哥说，新的鱼苗也要到
了，先用小网沉入水塘静养一段时间，让它们
先适应一下环境，不能心急，从容而来，又是
一个秋去春来的四季了。

20世纪初期，飞机发明出来并被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受此影
响，中国加快了军事航空业建设与发展的步伐，成立专门机构，组建
海军航空兵。1929年初，为进一步加强海军航空兵建设，时任海军
厦门航空处筹备员、曾先后毕业于德国陆军学校和航空学校的陈文
麟奉命奔赴欧洲选购飞机。在从英国爱弗罗公司购得4架阿维安式
双翼二座飞机，并分别命名为“厦门号”“江鹈号”“江鹞号”和“江鹕
号”之后，陈文麟亲自驾驶着其中的“厦门号”与丹麦飞行员约翰逊一
起于当年3月13日从英国出发，启程回国。5月12日，历经一万多公
里跨越欧亚大陆的艰难飞行，“厦门号”成功飞抵厦门，受到来自社会
各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关注。借欧亚长途飞行这一“中国航空界破
天荒的壮举”，陈文麟一时间名声大噪，被誉为“成功完成国际长途飞
行的第一个中国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为抵御外敌入侵，增强军事国防
力量，国内加强空军建设的呼声日益高涨，“航空救国”运动再次在全
国各地如火如荼展开。为积极响应和进一步宣传“航空救国”主张，
1933年7月25日，陈文麟携潘鼎新驾驶着有“国产第一号”之称的
“江鹊号”飞机从厦门起飞，正式开启
“经福州、温州、杭州、南京、上海往北
平、天津、济南”的环飞中国之旅。一
路上，陈文麟一行公开发表演说，进
行飞行表演，宣传“航空救国”思想，
所到之处无不掀起航空救国的热潮。

1933年9月26日上午11时10分，
陈文麟与潘鼎新驾驶飞机从济南飞
赴天津。途中，因受风暴影响，原计
划两个小时的航程足足延迟了1个小
时，直到当天下午2时左右，“江鹊号”
才终于飞抵天津东局子机场上空。
此时的东局子机场，已聚集了来自各
界百余人的欢迎团队，他们高举着欢
迎旗帜，翘首以盼。在飞机的轰鸣声
中，银灰色的“江鹊号”在机场上空盘
旋片刻后平稳降落在机场跑道，陈文
麟与潘鼎新相继下机，现场顿时掌声
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下午6时，当
时的天津市政府在六国饭店设宴款
待陈文麟与潘鼎新二人。在宴席上，
陈文麟致辞表达谢意，并表述此次环
飞全国之旅的目的乃是“使国人知吾
国已能自造飞机，以唤起国民对航空
之兴趣”。其后，陈文麟又代潘鼎新讲演“江鹊号”的自主研制过程，
引得众口称赞。

在津停留期间，陈文麟与潘鼎新接受各界邀请，发表了数次讲
演。27日上午，陈文麟一行前往大礼堂出席欢迎大会并进行讲演，宣
称“航空救国实为目前切要之图”“航空不仅在军事上占重要地位，于
民众之关系亦极端重要”，因此，“欲图航空救国，必须航空民众化”“提
倡人民自造飞机”，号召“民众方面自起倡办，如全国每人年出一元，即
可购置飞机四千架，遇有需要，自可贡献国防；即在承平时代，亦可便
利交通，调剂文化科学，提高内地智识”。下午，在张伯苓先生的引领
下，陈文麟和潘鼎新二人参观了南开大学及男女中学并发表演说。在
赴南开讲演中，陈文麟继续阐述“提倡航空事业缘起及兴趣，与目前飞
机救国之切要”，倡导民众“组织起来，从事研讨，努力自造”，特别强调
“在求学时代，尤应获得航空知识”，并希望南开能开此教育之先河，
成为全国典范。晚上，在青年会大礼堂进行的公开讲演中，陈文麟总
结了欧洲各国航空事业发展的先进经验，提出“吾国急宜仿行”，主张
“国民倡办航空学校”“提倡国内自造飞机，奖励航空学术，发展航空
工业，普及航空效用”，突出强调了“航空民众化”的重要性。

9月29日下午，陈文麟一行结束在天津的行程飞赴北平。行前，
数千人前往东局子机场为他们送行，“当日12时起，由万国桥赴飞机
场道上，即车辆衔接，行人摩肩。各学校大都放假半日，学生列队而
往，路远者雇载重汽车，持各该校旗帜及书有欢送陈文麟潘鼎新两先
生之旗帜。热烈情形，为本市所仅见”。下午2时，东局子机场已经
聚集了大量民众，“广大之机场，已被观众占满北半部；汽车排列场
中，约长半里”。2时许，陈文麟和潘鼎新离津前的飞行技术表演正
式开始。在近一个小时的表演中，陈文麟驾驶着“江鹊号”飞机在机
场上空时而急升而上，时而急速下降，时而急剧回旋，时而加速直航，
时而掠地飞行，时而倾侧前进，高难度动作不断，引发现场观众惊呼
感叹，热烈赞美，掌声不绝于耳。3时左右，在结束了这场精彩绝伦
的飞行表演后，“江鹊号”载着陈文麟与潘鼎新向北平飞去，继续完成
他们的环飞中国之旅。
“陈潘所驾飞机为吾国自制之飞机中比较成功之第一个，树吾国

自制飞机之楷模，作航国之倡导，饶有深长之用意，非普通游历飞航
可比。”正因为如此，陈文麟与潘鼎新的这一次天津之行，在当地引起
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他们慷慨激昂的讲演和精彩纷呈的飞行特
技，给广大民众带来直观上的感受、视听上的冲击，进一步提升了民
众对航空救国思想的认知，增强了民众对国产飞机的信心，由此掀起
天津捐机献机运动热潮，推动了“天津”号飞机捐献筹委会的成立，实
现在天津“提倡航空事业之声浪，更引起民众对自造飞机运动之兴
趣”。当时有媒体不禁赞道：“因为‘航空救国’运动这样深入民间，民
族的生机来了！”

汤玉麟旧居位于河北区民主道38号，为天津
市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这是一座石基
楼，具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府邸风格。底层为
深宽缝的仿花岗岩砌块，入口大门为圆拱券门。
二层中央有三个连拱券门，用类似混合式的柱子
支撑着。前面是带有瓶饰栏杆的阳台。檐口出
檐较大，用檐托支撑，檐壁上局部用了洛可可的
雕饰。主楼西侧还有舞厅，造型瑰丽而富有特
色，彩色的穹顶使室内的光线五光十色。其院墙
嵌白色大理石标志牌一块，上有“天津市文物保
护单位汤玉麟旧宅”等字样。

汤玉麟（1871—1949），字阁臣，原籍山东掖
县，生于奉天（今辽宁）阜新。出身绿林，被收编
后任奉天巡防营哨官、帮带。1912年后任陆军第
二十七师骑兵团团长、第五十三旅旅长。1917年
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逃回阜新隐居。1919年又
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使署中将顾问。1921年5
月任奉军第十一混成旅旅长兼东边镇守使和剿
匪司令。1923年任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第二
次直奉战争后任第十一师师长。1926年4月任
热河都统。1928年东北易帜后，由国民政府任命
为热河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六师师长。

据说汤玉麟爱虎成性，在他豪华的会客厅墙
上挂着一幅很大的《猛虎下山
图》，他经常坐在铺有虎皮的
正座沙发上，加之他剽悍勇
猛，武艺过人，专爱与人斗狠，
故而人们送他个绰号“汤二
虎”。“汤二虎”是张作霖的把
兄弟，他勇猛善战，曾被张作
霖誉为“忠勇可靠”，为奉系军
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后来

他拥护蒋介石，当上了高官。
汤玉麟在主政热河期间横征暴敛，苛捐杂税

多如牛毛。仅土地税金每亩就有28种之多，折合
大洋一元至数元。另外，还要交纳军粮7.5斤、军
草19.5斤。鸦片税由初期的每亩3元大洋增加到
12元，最多时达19元，并且一再预征。例如，1931
年竟预征到1961年至1971年的。汤玉麟任人唯
亲，大儿子汤佐荣为热河省禁烟局局长，二儿子
汤佐辅为热河省财政厅厅长，三弟汤玉山当上了
58团团长，四弟汤玉铭当上了炮兵旅旅长，五弟
汤玉书当上了骑兵旅旅长，侄儿汤保福当上了工
兵营营长，就连汤玉麟的大舅子夏维士也当上了
辎重营营长。热河省俨然成了汤家军的独立王
国。电视连续剧《张学良》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20世纪30年代初，热河省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威
胁，老百姓饥寒交迫。热河省各县县长难以再从
百姓身上榨出油水，收不上来上司索要的苛捐杂

税，因此被他们那个残暴的长官捆绑起来，狠狠
毒打，这个长官正是当时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九一八事变后，热河省数城失陷，面临沦亡
的危险，汤玉麟一心想着保全自己的财产。日军
逼近热河时，他私扣二百多辆军车，往天津运送
私人财产。还没见着日军的影子，汤玉麟就吓破
了胆，连家眷都顾不上带，乘一辆三轮摩托车望
风而逃。据说，他随身带的400万大洋，慌张中撒
了一地。后来，汤玉麟的部队被宋哲元收编，他
自己当了北平军分会高级顾问，自觉没什么意
思，半年后辞职，跑到天津当起了寓公。

汤玉麟用他在热河刮地皮得来的钱，买下天
津意租界二马路的一处豪宅。这是一座气势宏
伟、豪华考究的意大利建筑，外部华丽壮观，楼内
装饰极为考究，犹如一座光彩照人的西方宫殿。
除了这处豪宅之外，意租界医院小马路（今光明
道29号）也有他的宅邸，法租界霞飞路的那幢楼

（今和平区花园路3号，天津市化工采购供应站），
为其长子汤佐荣的私宅。他还与友人合组三义
房产公司，经营惠中饭店、光明社（今光明影院）
等处房产。

意租界二马路的这一豪宅，即今天我们所称
的“汤玉麟旧居”，早先本是吴毓麟的宅邸。吴生
于1871年，天津人，在北洋水师学堂曾受到严复
的重视，毕业后被保送到外国留学。归来后，历
任海军练习舰教习、京榆铁路监工员、邮传部帮
办、海军视察等职。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他
被授海军中将，继任天津大沽造船所所长、海防
指挥官，兼北洋劝业铁工厂总办。1918年任交通
部参事，1922年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1923年
任交通总长，为直系代表人物。

1924年直系失败后，吴毓麟退居天津，住意
租界二马路豪华住宅，即1922年所建的那座石基
楼。关于此楼的建造有如下一说：1918年天津建

扶轮公学，该校利用铁路运输之便运来青石料盖
校舍，这是天津市内第一座用石料建的楼，故而
吴深知建石楼之益，在他任津浦铁路管理局局长
及交通总长时，也以其掌管铁路的有利条件，从
山地运来石料，购地盖楼，于是才有了这座意大
利文艺复兴式的豪华宅邸。吴毓麟在这里居住
了近十年的时间。1931年他租赁了特一区12号
路的一所德式洋楼，此宅才归汤玉麟所有。

这幢建筑于是便成为汤玉麟晚年隐居天津
的寓所。1949年2月，汤玉麟去世。汤妾及其子
女于1950年4月将此宅邸卖与天津市供销合作
总社，现由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使用。这座宅
邸是目前天津市保存较为完好的意大利古典式
建筑，已被列为天津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
（本专栏图片由《小楼春秋》摄制组提供）

古代诗歌经过历代积
累，常有一些在内容、格调、
技巧上相近或相反的作品。
即便是相近，也有不同之处，
选来对读，能练眼光、长思
致、明原理。把诗作之间微

妙的区别说明白，言人之所能感而不能言者，就更
为难得。

例如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而刘皂的《旅次朔方》和王安石的《州桥》则较生
僻。沈祖棻先生《唐人七绝诗浅释》由李诗而论及
刘诗，再及王诗，三者相参，很有眼光。刘诗：“客舍
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
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
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王诗：“州桥踏月想山
椒，回首哀湍未觉遥。
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
山月话州桥。”沈先生对
这三首诗都有精辟的评
价，不再逐一复述。这
里想说明的，是这三首
诗放在一起，很明显地
就把王诗比下来，我们在对读的过程中，要看得出
高下、说得出原因。

李诗设想他年巴山共话，是一种基于时空变换
而产生的情感的丰富，刘诗也是情感的加法，但李
诗是从现在对未来作设想之辞，而刘诗是写现实之
辞；李是站在未来，又反过来对现在做回顾，而刘是
当下已经发生情感的转变。

与这两首诗相比，王诗在情感表现上远远不及
前二首，情感及其表达都比较薄。

从内容看，它与刘诗较为相近。在刘皂笔下，
并州本来是客次，经过十年羁留，现在却成为舍不
得离开的“第二故乡”，而王安石说当年自己在开封
汴河的州桥上踏月时，本来惦记着距金陵不远的钟
山，现在晚年退居金陵，回想开封旧游，又在踏月时
想念州桥。看似与刘诗雷同，但王诗只是过往和回
忆之间的“一来一回”，是一种常见的怀念，没有刘
诗那种变换“故乡”的心态转化。

从语气看，王诗又与李诗比较近似，但没有李诗
情感的丰厚，李诗的情感，用沈祖棻先生的分析来
说，是“写出了自己的盼望，也代妻子写出了她共有
的盼望。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摆脱了使自己感
到寂寞、苦恼或抑郁的环境以及由之产生的这些心
情之后，事过境迁，回忆起来，往往既是悲哀，又是愉
快的，或者说，是一种掺和着悲哀的愉快……既写出
了空间之殊异，又写出了时间之变迁，更重要的和主
要的，还从空间时间的相关变化中写出了人的悲欢
离合”。而王诗没有李诗这些情感的丰厚，它只是两
个地方间简单的情感加法，没有情感的复杂和升华，
这是读之可感的。

这里简要引申和补
充沈祖棻先生的分析，
是想要说明诗的参读，
不但要看出相似处，更
要看出不同点。

再如“复恐匆匆说
不尽，行人临发又开
封”，是张籍《秋思》描写
发信人情义绵延、言不
尽意的名句，白居易《禁
中夜作书与元九》诗“心

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读意迟迟。五声宫漏初鸣夜，
一点窗灯欲灭时”的前两句与之颇为相似，却比不得
张诗更具声名。沈祖棻先生评价说：“这首诗词浅意
深，是诗人的一贯风格，但与张诗相比，还不及其自
然，所以不及张诗更为人们所喜爱和传诵。”

那么，白诗的字面既已十分浅近，却仍不如张诗
自然，这就不是造作和自然的区别，而是自然与自然
的区别。区别造作和自然有时尚且要费一番思量，
区别自然之间的高下就更需要细腻的诗心。

仔细看来，白诗为了抒情，偏偏有一些细腻的描
写，所谓“万端”“两纸”“五声”“一点”，都是张诗不具
备的。诗人越想描摹得细，勾勒得细，反而显得琐
碎，也就越薄。而且这些视听细节的描写，某种程度
上分散了抒情的重心，看这听那，就没办法一直锁定
那封信，这在抒情的自然上已经输了一筹。

除此之外，“意迟迟”三字的声音表现得也很深
细，读起来却不够流畅响亮，需要读得漫长，才能见
情致，白诗将其放在诗的第二句尾，来不及等得略
久，第三句就出现了。待读到“欲灭时”三字，想漫长
也漫长不起来。这就显得前后不协调，腰重脚轻，且
腰未能舒展，在表达上又输了一筹。

试将这首诗前后对调一下顺序，成为“五声宫漏
初鸣夜，一点窗灯欲灭时。心绪万端书两纸，欲封重
读意迟迟。”格律毫无抵触，且由景入情，读到“意迟
迟”，声慢调远，余韵不尽，是不是更自然些了呢？白
傅有知，定能谅我唐突吧？

人在这个世界上要想立住脚，做出一番事业，

就一定要有点儿过人之处，即比一般人强的地方，

别人赶不上的地方。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人多我

新，人新我变，用百姓俗话说，就是“一招鲜”。

项羽的一招鲜是力拔山兮气盖世，诸葛亮的

一招鲜是足智多谋，李广的一招鲜是勇冠三军，李

白的一招鲜是斗酒诗百篇，王羲之的一招鲜是笔

走龙蛇，曾国藩的一招鲜是屡败屡战，齐白石的一

招鲜是画啥像啥，于敏的一招鲜是运筹帷幄，任正非的一招鲜是用人识

人……他们就是靠着各自擅长的一招鲜，书写了人生辉煌。

一招鲜不在多少，有一样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多才多艺，但一样也

不精，拿来表演或炫耀可能还有点儿用处，真到了节骨眼儿上，那可就

抓瞎了。在一个高楼林立的地区，每座楼房都安有避雷针，但在一定范

围内真正能起到避雷作用的，是其中最高的那根避雷针。如用来比喻

一个人，那“最高的避雷针”就是指他的一招鲜。有的演员号称“四栖明

星”，能演戏、会唱歌、能主持，还能当模特，结果哪一项都不拔尖，出道

多年，仍红不起来，其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一根“最高的避雷针”。可见，

一个人不论干什么，要想获得成功，就一定要有一招鲜，即全力把那根

“最高的避雷针”做得越高越好。至于其他方面，若兼顾不到，就要毅然

放弃，有所不为。

一招鲜有靠天赋的，如天生神力，天生聪慧，天生丽质，等等；但更

多还是靠后天努力练成的，这个要更可靠，也最实用。加拿大作家麦尔

坎·葛拉威尔在《异数》一书中指出：“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

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经过一万小时

的锤炼，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这就叫“一万小时效应”。一万

小时是什么概念？是每天练习三小时，风雨无阻，连续练十年的总量。

大量研究数据表明，不论任何行业，当你具备基本技能后，最终能否出

类拔萃，成为专家、权威，只有一个因素最重要，就是练习、练习、再练

习，最低限度是一万小时。那些独当一面的大国工匠，那些力挽狂澜的

技术牛人，都是这样练出来的。

一招鲜不在大小，关键是要有用，要实惠。古时有人花重金，费

时日，练成屠龙之技，确实是“过人之处”，名气很大，但一点儿用处也

没有，成为世人笑柄。唐朝名将薛仁贵练成弓箭神射手，阵前箭无虚

发，令敌军丧胆，大获全胜，被誉“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

关”。这样的一招鲜看似不起眼儿，但就是能用得上，能管事，有个一

招半式就能打开局面，解决问题。今日而言，一招鲜，不是比别人略

强一点儿，稍好一点儿，而是要明显地高出一头，多出一块，与一般人

不是一个层次，一个量级。人就怕处处都平庸无奇，事事提不起来，

啥技能都不过硬，上不了台面，成不了气候，换不来面包，挣不来荣誉，

那就很难有出头之日。

车声碌碌满鱼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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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宜善于对比
魏暑临

“一招鲜”吃遍天
陈鲁民

汤玉麟旧居：完美的意大利古典式建筑
章用秀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王蔚：

这座建筑可以说是一座既构图严谨，又非

常华丽的建筑。一层一层的划分都非常严谨。

看它的宝瓶栏杆，还有大的阳台，出挑的牛腿和

上面的这个草叶的装饰，上面檐口以下的这些

装饰，还有这些圆窗，非常华丽。从建筑风格

说，这应该是沿着古典这条线，经历了比方古罗

马、文艺复兴，然后再到巴洛克，把这样的一些

华丽的风格，都给融合在一起了。

建筑的主楼为三层带地下室的砖混结构。

楼墙和墙基均为花岗岩条石砌垒。主楼西侧还

有舞厅，造型瑰丽而富有特色。彩色的穹顶使

室内的光线五光十色。（节选，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