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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
白姜种植系统、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至
此，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22项，数量继续保持世界第一。

中国这些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物质层面
看，这些农业遗产是养活中国人乃至世界人口的重要基础；从文化层面看，则
体现了人类演化是如何从刀耕火种看天吃饭，到利用科技的力量，凭借人类的
智慧，在较少的土地资源上养活了更多的人，并实现了人类文明的薪火相传。

在这些农业遗产中，最引人注目的，有5项稻作文化、4项茶作文化，包括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
统、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系统、南方山地稻作梯田系统、云南普洱古茶园与茶
文化系统、福建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浙江
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仅仅是这几项农业遗产就体现了中国人赖以生
存的能量物质和密码，也把中国人的“吃”与“喝”表现得淋漓尽致。

鱼米之乡是中国农业的精髓，不只是在中国南方，在北方同样有这样的
系统，如五常大米。难得的是，稻作文化既体现了自然文化，也发展出了人

文文化。
自然文化的一个最大特质是，遵

循自然，进行和谐循环，人的生存与万
物生存共享。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就
体现了这样的特质。在青田稻鱼种
养模式中，鱼为水稻除草、除虫、耘田
松土，水稻为鱼提供小气候、饲料，由
此减少了化肥、农药、饲料的投入，鱼
和水稻形成和谐共生系统。青田不仅
稻米优质，而且逐渐培育出地方特有
品种——软鳞味美的瓯江彩鲤，肉质
细嫩，味美香鲜，而且具有观赏性。由
此，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孕育出了生
态高效的自然文化，减少了化肥、农
药、饲料对水田的污染，并让水田的肥
力和产量有了可持续的发展。

另一方面，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孕
育了悠久的田鱼养殖史，也诞生了灿
烂的人文文化——田鱼文化。青田田
鱼与青田民间艺术结合，衍生出了一
种独特的民间舞蹈——青田鱼灯舞。
青田鱼灯舞曾参加过北京奥运会、中
国国际民间艺术节、中西建交30周年
庆典、上海世博会等国内外文化交流
活动。

同样，福州茉莉花与茶文化系统
也表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智慧。古人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在江边沙洲种植
茉莉花，在海拔600至1000米的山地
发展茶叶生产，逐渐形成适应当地生
态条件的茉莉花基地（湿地）—茶园

（山地）循环的有机生态农业系统，既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又提高了
单位面积的生产效益。

由于历史上福州人严格保密工艺，窨制工艺在数百年间均未传到其他
国家，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能窨制茉莉花茶。产品的独特也创造了独特的
茉莉花文化，茉莉花茶不只是中国独一无二的茶叶品种，也是很多文艺作品
的来源。

中国的这22项农业遗产只是让中国人吃得饱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
更需要借助快速发展的分子生物学和其他种植技术让中国的农业遗产不只是
传承，还要发展，让中国人不仅吃饱，还要吃好。其中，对联合国粮农组织界定
的三大主粮麦类、稻谷、玉米进行更多的技术挖掘，不仅有可能提高粮食产量，
还能获得更好的品种。

杂交稻当然是一个主要努力的方向，而且也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果。
2023年10月，中国的杂交稻又登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四川凉山州德昌县麻栗
镇阿月村，超级稻单季亩产1200公斤高产攻关示范项目收割，结果达到亩产
1251.5公斤，实现了袁隆平未竟之愿，杂交水稻亩产超过1200公斤。
另一方面，水稻的单产大幅度提高，会节约出更多的土地来种植和生产其

他经济作物，如水稻+水产养殖，水稻+经济作物种植。这既是对中国农业遗
产的传承，如充分利用土地，也是进一步提升水稻经济价值现在和未来的努力
方向。
在农业遗产的创新上，也不能只守着祖宗的一亩三分地，而是要开辟新天

地，例如开发耐盐碱水稻。这些年，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研发和生产
了许多品种，其中有全生育期3‰盐度下，一等优质、抗白叶枯、亩产400公斤
以上的耐盐杂交稻新品种“菁两优326”等。
而且，通过研发和创新推出新品种，可以创造出口感比普通稻米还要好的

耐盐碱稻米，耐盐碱水稻中营养价值极高的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的含量比
普通白米要高2到3倍，糖转化率在人体中也比较低，更适合糖尿病人和高血
糖者食用。此外，耐盐碱水稻不仅抗盐碱，还更抗风、抗涝、抗病虫害，如果能
推广开来，可能增加水稻种植面积1亿亩，即便按现在亩产300公斤计算，1亿
亩盐碱地可年增产稻谷300亿公斤，多养活几千万人。

中国的这22项农业文化遗产是自然文化和人文文化天然的融合，因此我
们不只是要传承和保护，还要发展和创新。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新排演的《金山
寺·断桥·雷峰塔》近日与观众见面，改编
本充分展示了当代评剧的新面貌，为津门
戏曲舞台增添了一抹亮色。
《金山寺·断桥·雷峰塔》是我国流传

久远的神话故事《白蛇传》中的主要桥
段。评剧移植自李瑞环同志改编的京剧
本，京剧本是他为兑现对已故京剧大师张
君秋老先生的承诺而编写的。《金山寺·断
桥·雷峰塔》是评剧舞台鲜见的集唱做念
打于一体的古装剧目，为适应群众审美需
求，提升评剧文化品位作出了贡献。

京剧改编本最突出的特点，是对原
剧做了高度集中提炼，撷取了最具戏剧
效果、更能展现人物性格特征和矛盾冲
突的情节加以充实完善。传统戏内容一
般都是以起承转合、循序渐进的手段诠
释剧情，存在平铺直叙、拖沓繁复的弊
端。就《白蛇传》旧本而言，一般都是以
白娘子（白素贞）与青儿化作人形下山开
始，在西湖与许仙邂逅，游湖借伞，接连
的是端午白娘子饮雄黄酒现了蛇形，吓
坏许仙，白娘子与青儿盗仙草救许仙
等。改编本舍弃了这些交代情节的内
容，一开始就是白娘子与青儿往金山寺
去要被法海扣留在寺内的许仙。白娘子
与法海据理力争，并苦苦哀求，忍无可忍
招来天兵天将水漫金山。这种开门见山
的手法，一下子就抓住了观众，并将观众
带入规定情景之中。自然也是从人物出
发，展现了白娘子既通情达理又刚烈如

火的性格特征，为全剧故事的演绎做了有
力铺垫。
“断桥”一折连接紧密，白娘子因身怀

有孕，体力不支，从金山寺败下阵来。青
儿心疼姐姐，憎恨许仙薄情，一句“俺小青
若再见那许仙之面，我定饶不了他”，为许
仙登场于断桥寻妻遭青儿追杀造成了悬
念。在这个环节，作者着力展现三个人物
的不同心态：白娘子的爱恨交集、青儿的
激愤难当和许仙的惊恐万状，交织在一起
构成起伏跌宕的强烈冲突。经过几个回
合交锋，把人物各自不同的心态展现得
淋漓尽致，尤其作者为白娘子设计了40
余句核心唱段，以情叙事，以情说理，如
泣如诉，字字句句都扣人心弦。在这超
长的唱段中，有五段精美的排比句，痛斥
许仙听信谗言，任凭法海得售其奸，可谓
字字珠玑，每一句都切中许仙的要害，达
到了感人至深的效果。这段唱词不仅声

韵和谐，平仄准确，朗朗上口，而且词意深
邃精到，具有浓郁的文学色彩，体现出作
者驾驭文字的纯熟功力，可谓戏曲唱词锤
字炼句的范例。
“雷峰塔”一折，主要写十七年后，白

娘子之子许仕林得中状元，衣锦还乡，心
心系念生身之母，前往雷峰塔拜祭被法海
压在塔下的白娘子。这折母子相逢的戏，
没有采用惯常哀哀怨怨讲述悲惨遭遇重
复前情的手法，而是白娘子听到儿子定要
为母亲报仇时，意味深长地说：“儿呀，人
世间恩恩怨怨波澜长流，冤冤相报，何止
何休哦！”接着是一段唱词，“十数载苦熬
煎思前想后，浮生渺幻梦觉天地悠悠。得
意喜失落悲烟云过眼，无限爱终天恨花开
落水流。千古名万钟禄皆是粪土，今生怨
来世缘万般皆休。仕林儿中状元功成名
就，盼我儿洁身自爱切勿奢求。”这段情理
相融的语句，彻悟人生，充满哲理，使人物

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凸显了白娘子广
阔的胸怀，引人深思。尤其最后许仕林表
示自己初入仕途，请教母亲何以自处时，
作者以高超的见解，浓厚的感情，写了一
段感人肺腑的唱词：“儿要做栋梁材精忠
报国，为百姓竭心力民忧亦忧。忌懈怠，
戒空言，崇实尚俭，明是非，秉公正，疾恶
如仇……做一个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
武不屈，坦坦荡荡，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
好男儿，这是娘的一片心，你要牢记心
头！”这一段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是作者
通过剧中人之口，直抒胸臆，不仅使戏的
主题更具有深刻意义，而且对受众也具有
启示作用，这也体现出作者创编古装传统
剧目观照现实、贴近大众思想感情、力求
唤起观众共鸣的艺术理念，令人称道，颇
值得认真体味。
《金山寺·断桥·雷峰塔》演出的成功，

还得益于二度创作，导演的舞台调度、唱
腔的设计和演员的表演，也多可圈可点之
处。特别是白素贞的扮演者著名评剧演
员王云珠，艺宗评剧“刘派”，以演唱高亢
激越“大口落子”享名评剧舞台。在戏中
她对角色领悟深刻，运用精美声腔艺术准
确地揭示出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尤其是
运用多种板式演绎超长唱段，颇见功力，
刻画人物细腻真实，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
力量。此外，扮演许仙的青年演员滕建
东、扮演青儿的青年演员党靓也很出色。
他们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了这出鲜见于评
剧舞台神话剧目的创造。

中心公园原为法国花园，1917年始建，1922年竣工。直
径135米的圆形花园，由同心圆与辐射道路分割，设四座园
门。园中心建西式八角亭，亭四周以草坪环抱，绿草如茵，环
境幽静。园四周环以铁栏杆，花园路就是铁栏杆外面的圆形
道路。花园始建后，外围陆续建起一圈风格各异的洋房，建
筑景观与园林景观便融为了一体。当年，这里紧邻商业中心
梨栈大街、金融中心东方华尔街、交通枢纽老龙头火车站，所
以华人富商纷纷来此购地建房，这与今天的房地产开发理念
几乎无异。天津纺织业巨商章瑞庭就住在这里。

章瑞庭，生于1878年，天津人，家境贫寒，15岁起，为小站
一家船主当伙计。因常去小站练兵的营地运送军需品而结
识了一些军官，他们后来成为各路军阀。由于这些关系，他
开办了“恒记德”军衣庄，为一些军阀制作军服。后又开设恒
源帆布公司，为军衣庄供应原材料。清末以来，由于纺织工
业的落后，我国进口棉纱、棉布的数量日益增多。为挽回利
权、抵制洋货，天津出现了裕大、华新、恒源、裕元、北洋、宝成
等六大纺织企业，恒源厂由直隶模范纱厂和恒源帆布公司合
并而成。直隶模范纱厂是1915年由直隶省官办的纱厂，1917
年与恒源帆布公司合作，成为官商合办企业，改称恒源纺织
厂，1920年正式开工。后来，章瑞庭又接手了经营不善的北
洋纱厂，执掌两大纺织企业的章瑞庭成为津商翘楚。

章瑞庭的住宅为今花园路9号，建于1922年，由奥地利建
筑师盖苓设计。为回避法国花园这个热闹的公共活动空间，
院落主入口开在今营口道和辽宁路的交口处，沿院墙边设置
的廊厦可直达主楼后门。入口处设平房多间，为门卫室、接
待室、厨房、佣人住房、汽车库、教室等，涵盖了基本的服务设
施和部分公共活动用房。主楼为三层砖木结构，最为抢眼的

是具有法国建筑特征的孟莎式屋顶。室内
装饰大气豪华，一楼花厅顶部为玻璃罩，临
街立面更是用大面积色彩艳丽的玻璃拼接
成各种植物图案，厅内中部有四根八角形柱
子，柱间为喷水池。楼内设有密道连通楼顶
和地下室，二楼设有密室，钢质的防弹门藏
在卫生间巨大的穿衣镜后面，用钥匙开启穿
衣镜方能得见密室入口。有了丰厚的资产、
豪华安全的住宅，章瑞庭并没有花天酒地、

歌舞升平，他把大量的精力和财产投向了青少年的成长和城
市文化的发展。

捐办学校。1926年，章瑞庭在大稍直口村独资兴办“章
氏私立第一小学校”，校址占地10亩，有教室28间，师生宿舍
5间，教员预备室两间，传达室、校役室、厨房各1间，食堂两
间，储物间两间，男女厕所5间，平民阅报室3间，建设费用为
大洋十余万元。学校的建筑结构坚固而样式新颖，黑板由水
泥制成，学生均为单桌单椅，每间教室都有取暖的火炉。校
内存有二十四史，阅报室备有《大公报》《益世报》《民报》等各
种报刊。大量购置了运动器械、乐器、理科史地挂图、设计图
书表册等。还有元、明、清版经、史、子、集、丛书等，价值两万
余元。至1931年初，学生已达225人，其中德县生源1人，静
海生源5人，其他学生来自大稍直口、王庄、邢庄、曹庄、东姜
井、西姜井、北斜等村。在稍直口以西6里的疙疸村，章瑞庭
还开办了“章氏私立第二小学”。

捐资助学。章瑞庭捐助资金最多的是南开中学。1929
年底，南开校友会为建范孙楼募款，章瑞庭捐款两千元。后来，
他和他的长子章玉荪、次子章绍廷共同为南开中学礼堂捐款。
1934年10月17日，南开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及瑞廷礼堂落成典
礼上，张伯苓说：“章瑞庭先生为实业家，承他捐钱建筑礼堂，由
去年八月动工，经一年余始落成，这一年中又承关颂声工程师
之计划，在省钱、耐久、应用三条件下建筑成功，而用款不过七

万元，所容人数则较旧礼堂多至五分之二，在台上说话毫不费
力且无回音，这都是大家帮忙牺牲的代价才造成的结果。”后
来，张伯苓在自述文章中称：“章瑞庭先生之独捐巨款建筑大礼
堂，蔚为中学部最庄严最宏丽之建筑。”除捐资南开，章瑞庭还
于1934年秋为河北昌黎汇文学校捐助奖学基金两万五千元，
帮助贫寒青年完成学业，用知识改变命运。

襄助青年会。作为青年会老会员和民族实业家，章瑞庭
多次参加天津青年会国货大会。1933年的大会，王文典负责
升旗，章瑞庭负责开启大门，转年更是以职员身份参加了开
幕典礼。1934年，天津青年会征集会员并举行文体活动。章
瑞庭捐出家藏文玩字画作为奖品，其中有王翚仿黄公望《富
春大岭图》、黄玉文具、古瓷青绿山水门镜、乾隆年制青白地
大瓷尊等。记者参观后评价道：“俱极珍贵非常，迥非坊间所
可寻见者，古色古香，非普通古玩可比。此次承章老先生不
惜割爱赠予优胜者，鼓励大会精神，实令人钦佩。”

捐书为公益。为帮助南开市立图书馆丰富藏书，章瑞庭
两次捐书。1932年12月18日的《新天津报》载：“南开市立图书
馆规模宏大、设备完善，唯旧刻书籍太少，不足以飨阅者。北洋
纱厂总理章瑞庭有鉴于此，慨然以家藏书一百二十种，凡三千
六百余册，捐赠该馆。且有明刻及抄本甚多，殊足珍贵。该书
业于昨（十七日）用汽火车送该馆。章君为人豪爽，藏书极富，
并拟检点旧藏，参以新购，尚有第二批之捐赠，不日亦将起运。

闻该馆长姚书诚氏拟特辟精室，集中陈列，命名为瑞庭读书室，以
资纪念。”记者强调，二十年前严修先生捐助省立第一图书馆大宗
书籍，此后地方绅民以大批书籍捐赠公家的不多见，此次章先生
捐书的义举可与严公相媲美了。几天后，第二批图书到馆，计30
余种，1100余册。不但版本非常好，就是装书的书匣也是单独花
钱定制的。这些图书主要的收藏地当然是章瑞庭的家，那么花
园路9号也应是当年天津一个中等规模的藏书楼。

章瑞庭捐资助学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1930年11月14
日，张伯苓致函章瑞庭：“敝校现编制全校状况一览，内列各项
照片。先生爱护南开最热心，敢请将最近半身摄影赐下一张，
以便列入，借慰公众之景仰。”1934年，瑞廷礼堂落成典礼时，章
瑞庭的照片也挂在了礼堂外面。1935年，南开学校因章氏父子
热心教育、造福青年，特向教育部申请嘉奖，很快教育部颁发给
章瑞庭一等奖状两张。1936年1月，国民政府对1935年度全国
捐资兴学三万元以上的9人通令嘉奖（教育部已发一等奖状），
章瑞庭父子3人名列其中。

或因出身贫苦，章瑞庭对文化教育给予了极大的资金支持，
他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让青少年成长，让我们的文化和社会进步，
进而实现国家的强大。但处于当年的内忧外患之下，章瑞庭的
实业经营也是举步维艰。1936年，天津华资纱厂因受日本纱厂
倾轧，相继亏损难以维持，章瑞庭却“宁愿少卖钱，也要卖给中国
人”，终以68万元将其企业转让给华资经营的诚孚公司，表现了
中国民族企业界人士的爱国情怀。

古人虽然没有“语法”
的概念，但是很多诗人遣词
造句灵活多变，可称是语法
运用的高手。语法理论如
果用得好，古诗文中很多捉

摸不定的语言现象即可以得到鞭辟入里的分析。
例如杜必简《夏日过郑七山斋》的颔联“薜萝山

径入，荷芰水亭开”，原本只是“薜萝入山径，荷芰开
水亭”的倒装，却是化平庸为精致。五
言写景诗句，比较常见的两个句式，有
“名词+名词+动词”，又有“名词+动
词+名词”，这一联即属于前者，而该
诗的颈联“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
则属于后者。诗人将颔联倒装，不但
是为了与颈联的结构加以区别，更是
基于形象感的考虑，或者说是基于诗
人自身观察事物时真实感觉的依据。
薜萝、山径同可谓“入”，荷芰、水亭同
可谓“开”，则句中意象联合紧缩，形象
感更突出，不但使薜萝、荷芰有所依
托，山径、水亭也彰显神采。

有趣的是，该诗颔联可以在上述
两种句式之间转换，而颈联却不能转
换成“日气残雨含，云阴晚雷送”，否则
其中意象的主宾位次就混淆了。再如
杜必简《旅寓安南》诗句“积雨生昏雾，
轻霜下震雷”也不能倒装。很多诗句
都是如此，倒的大多可以正回来，只是
效果有可能大打折扣，而正的却未必
可以倒过去。足见，倒装句的形成，不
是无条件随意可为之的，而能够使用倒装句表达观
察感受的，真可谓体现了语言对诗意的巨大助力。

倒装的必要，实际取决于诗人的“感觉顺序”，
诗人一定是这样感觉的，于是这样写出来，所以古
人虽没有语法概念，却能合情合理地修辞。

葛兆光先生《唐诗选注》就曾谈到感觉顺序的
问题。他说王维《山居秋暝》“天气晚来秋”这一句
“把‘秋’字放在句末似乎不太合语法，但很符合感
觉的顺序，因为天色近晚才能感到凉意，而感到凉
意则意识到秋天的到来”。我们合理地、有限度地
使用语法，应该是要去解释古诗文的难题，而不是
要让古诗文的语言现象硬合于今天所谓语法规范，
如果真的有人说这句话“不合语法”，那试问王维要
符合的是哪家语法？又请问张说的“荒亭白露秋”、

上官仪的“蝉噪野风秋”是不是也都很别扭？我们不能
让语法的惯性束缚住我们自己的思维，甚至去束缚古
人的艺术表达习惯。

当然，古人也会有刻意制造语言“陌生化”的时候，
但是洗练的语言常常有不可企及的自然。在有限的句
式里，无论是倒装还是省略，无论是脱口吟出还是推敲
反复，那些跳跃式语句最真实的依据还是诗人和世人
感觉的顺序，诗人的感觉顺序也许是独有的，而世人的

共鸣却是普遍回响的。
如李颀的名句“关城树色催寒近，御

苑砧声向晚多”，葛先生评价说：“这里故
意倒着说树色使寒气迫近，一方面为对
仗，一方面使语言更远离日常话语而富
有诗味。”其实，“关城”这句大可不必视
为倒装，“关城的树色，以视觉的效果，催
人感官上的寒意陡然增进”，这意思不是
很通顺、很生动吗？大概诗人不会是先
有了一句“关城寒近催树色”，然后再斟
酌加工吧？“关城树色催寒近”和“关城寒
近催树色”哪个更符合人的感觉顺序，这
不是很显然的吗？

但凡倒装句，应该用倒装后的语法
去分析，方能得其别致之妙，但不是倒装
的，则不必强行试着倒回去。对李颀同
一诗中的“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
初渡河”二句，葛先生反而不同意方东
树《昭昧詹言》将之论定为倒装，他认为
假如将诗句还原为“昨夜微霜，朝闻游
子唱离歌初渡河”，句法太特殊，转弯抹
角过了头，他认为“可以把这两句看作

只是在时间叙述上有意倒叙：早上听见你唱起别歌
离去，昨晚薄薄的霜初次降在河这边”。以倒叙代替
倒装，犹五十步笑百步；况且难道只要是时间上先说
今天再说昨天就一定是倒叙吗？其实这两句就是一
种自然的口吻：“早晨听到游子唱离歌，这大概就是
要启程远行，哎呀，你看看你选的这个时候，昨晚秋
霜刚刚渡河，你今天就要启程，正是寒冷时刻，太愁
人了！”于是后面才接着说“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
是客中过”。这不是非常自然的口语吗？和倒装、倒叙
有什么关系呢？

感觉的顺序是怎样，意象的排列就怎样；感觉的顺
序是如何，语气的抒发就如何；我辞记我见，我句写我
说——那些讲究锤炼语言的古人，但凡达到一定层次
的，大约不会违背这艺术表达的规律。

时光飞逝，岁月荏苒，不知不觉间又是一年。不管你情
愿不情愿，忙忙碌碌的你我，将又一次站在新年的门口。
站在新年的门口，无需频频回首，只需简单地总结。那

些总结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可以光明正大地展
示给世人，也可以默默地存放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无论是激
动不已的拥有，还是懊恼不尽的错过；无论是光彩熠熠的荣
耀，还是痛心疾首的失落，一切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的烟
云，都已在潜移默化间成为历史。风雨也好，霜雪也罢，勇敢
地面对将要到来的2024年的每一个日子，才是唯一的选择。

站在新年的门口，就像等候一辆将要出发的列车。不
管你是前往四季如春的南疆，还是奔赴冰雪皑皑的北国，让
我们一起伴着无限希冀共同出发，在行进的道路上共塑崭
新的你我。无论最终你要乘坐哪趟列车，都会有属于自己
的那份收获。假如你乘坐的是普通的慢车，无数个站点，会
有数不胜数的美丽景致，打发你路途的寂寞；假如你乘坐的
是四通八达的高铁，你感悟到的，将会是一种加速度的风驰
电掣。慢车有慢车的优点，快车有快车的好处，人生的缓
急，很多时候得靠自己去用心领悟。
站在新年的门口，欢乐是畅通无阻的主旋律，到处都充

满了国泰民安的祥和。无论是大都市年轻人灯红酒绿的浪
漫，还是乡下老大妈广场舞的热烈，都秩序井然地进行着更
迭。听，这边袅袅着江南水乡女子的温柔；看，那边舞动着
北方汉子的粗野。就连那些不谙世事的小朋友们，也不
由自主地加入到了幸福的行列：周身上下穿戴着各式各
样的喜悦，大大方方地游走在市街。当然，主题永远只有一
个——那就是写满眼睑的幸福，溢满心间的和谐。
2024，我来了！2024，请你慢慢地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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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年的门口

邓荣河

章瑞庭旧居：爱国津商捐资助学
李琦琳

空中俯瞰天津，有一处别致的所在：一条林荫路环绕着一

座圆形花园，仿若巨大的罗盘。一战时期它以一位法国将军的

名字为名，叫做霞飞广场。上世纪30年代，一个青年用一台禄来

福来相机拍下了这里的景致。他着重记录了霞飞路南侧一座花

园庭院——这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就是天津实业家章瑞庭。

这座有着红色孟莎式屋顶的小楼，是奥地利设计师拉尔夫·盖

苓的早期作品。它采用古典的对称式布局，有着优美的线条与精致

的装饰。在传统的砖石材料之外，它还明显地运用了当时新潮的

金属材料，让爱好摄影的章玉荪为之着迷。（节选，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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