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雁雁读大学的时候患青光眼失

明，多彩的世界从他的面前消失了。经

历短暂的沉沦之后， 李雁雁开始在逆

境中奋发，自学盲文，为自己开启另一

个多彩的世界。

10

年后，他渡海日本

学习针灸， 学成之后， 又自费远涉重

洋， 到美国的一所大学学习脊椎矫正

医学。 经过

20

年的自强不息，李雁雁

最终实现了一次人生的登顶， 戴上了

亚洲首个盲人医学博士的桂冠。

我和李雁雁有过数次接触交流，他

给我的印象自信、达观而幽默。 我们有

几位共同的朋友，他们有的是和李雁雁

一起长大的同伴，有的是在李雁雁刚失

明时陪他一起渡过人生难关的至交。 和

这些朋友的每一次闲聊，李雁雁都是不

可或缺的主题之一。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都能随口说出关于李雁雁的某个鲜为

人知的故事片段。 譬如，孩提时代的李

雁雁是如何聪明伶俐，譬如上大学后的

李雁雁是怎样意气风发，譬如失明后的

李雁雁焦躁不安、 心灰意冷到何种程

度。 将这些故事片段拼接起来，一个励

志者的形象便在我的眼前栩栩如生。

在许多人看来， 李雁雁就是一个

盲人的励志故事， 和这个世界上所有

的励志故事一样， 带给人的精神层面

的滋养。这样的看法我当然同意，但我

认为李雁雁的意义并非仅此而已，我

更愿意将李雁雁看成一个人类潜能开

发的经典故事。

可以这样设想， 如果李雁雁没有

失明，能够顺顺利利地完成大学学业，

他或许会跟大多数大学毕业生一样，

走上工作岗位， 从此过一种按部就班

的生活； 也或许他会考上研究生甚至

博士，但他所做到的一切，许多常人也

可能做到。若是这样，李雁雁或许永远

不会知道， 他还能做到许多常人做不

到的事， 他的一部分潜能也许就会在

不知不觉中被浪费掉。事实是，因为失

明，他被逼无奈，只好最大限度地发掘

自身潜能， 最终做到了很多常人做不

到的事情。

我手头有两本李雁雁送给我的

书， 一本是他的医学专著美式整脊疗

法，一本是他的自传逆境。这两本书互

为印证了人类潜能的巨大。 前一本为

人们展示了李雁雁发掘自身潜能的成

果， 后一本告诉人们他正是靠着自身

潜能的发掘， 才完成了一个盲人不可

能完成的人生任务。

你我皆有潜能，不去发掘，我们永

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 有

些人的潜能被发掘出来， 是因为人生

的某种机缘； 有些人的潜能被发掘出

来，是因为被命运所迫。李雁雁应该属

于后者，如果他不失明，中国可能就会

少一个盲人医学博士。 获得机缘或者

被命运所迫，才去发掘自身的潜能，是

一种被动， 因为这种被动许多人白白

浪费了自身潜能。既然有潜能存在，我

们为什么不去主动发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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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管见

六部门防不住校车补贴冒领折射出个啥

□

付凯明

媒体近日报道， 沈阳市于洪区发

生校车补贴被冒领事件。

16

辆校车实

有座位

228

个， 向教育部门申报补贴

时，座位数却变成了

536

个，以此多冒

领财政补贴近

10

万元。尽管目前于洪

区教育局已经责成涉案的校车公司加

强整改，返还多领的补贴款。但此事暴

露出的问题， 不仅是校车公司的弄虚

作假。

据报道，涉案的雨露校车公司不仅

错报座位数，而且有车主反映部分挂靠

在雨露公司的校车压根儿就不在于洪

区接送学生，却也在于洪区冒领运营补

贴。 面对此问题，不知监管部门该如何

解释，校车公司对此该如何言辞？

虚报冒领补贴如何盖到了

６

个

章？ 据报道，当地规定，每台校车都要

提交包括所载人数及行走路线等信息

在内的申请材料， 还需经过教育、公

安、学校、交通等

6

个部门盖章审核才

能获得补贴。那么，这些手拿公章的工

作人员是如何审查该校车的相关资料

的？是相关审查程序有纰漏，还是有关

工作人员的失职？

2012

年，《校车安全条例》的通过

实施标志着我国校车制度的初步建

立。近几年，不少地方政府的确开始投

入资金， 或直接为学校购买校车或为

社会化的校车公司提供补贴。 但地方

政府舍得为校车花钱， 只是走了校车

从无到有的第一步，重点还在后面，即

日常的运营管理。

冒领补贴一事系当地车主举报 ，

为何校车管理部门没能主动发现？ 当

地的校车管理，还存在其他问题吗？当

地管不好资金， 能管得好校车的运行

和安全吗？ 有事实为证：

2013

年

10

月

30

日，湖南岳阳县

3

名小学生在赶住

校车的路上被绑架（最终被“撕票”），

校车司机没接到这

3

名学生却没有第

一时间通知家长， 给出的理由竟然是

“手机没电”，而校车到学校后，学校也

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并报告。

另据媒体报道，

2014

年

3

月份就

有江西鄱阳、青海西宁、吉林松原、山

东枣庄、 陕西渭南等地出现校车超载

事件， 湖南株洲还发现一起无资格人

员驾驶校车上路的违法行为。 这些新

闻警示我们， 现在比有没有校车更值

得关注的问题是，怎么才能管好校车。

６

公章拦不住校车冒领补贴， 折射出

当前部分政府部门财政资金支配管理

中的漏洞， 更会让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在纳税人中间下降。此外，有关部门需

尽快回应质疑，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柳树林就像是一个梦，自小就在我

脑海里萦绕。 那里有许多经得起打量的

美丽 ，一旦你进入它的秘境 ，真的会为

之深深迷恋。

春打六九头，人们所熟知的杨柳风

就要来了。

柳条上暗藏着无数 “青眼 ”的叶蕾

随兴一张，便喷出几脉绿叶，不几天，所

有谷粒般的青眼都爆开了。 每当柳芽萌

出时， 许多人都会结伴去采摘柳芽，新

鲜的柳芽用开水稍微烫一下后放冷，加

上麻油、食盐、葱、蒜、醋拌匀当菜吃，或

者将晒干了的柳芽储存起来，随便什么

时候就可以做柳馐菜汤吃。

东北乡一带，柳叶还有一个重要的

用途，那就是用来做柳叶儿茶用。 在东

北乡乃至在整个怀县，老百姓之间在议

论谁家日子过得不错 ，就会说 ：老杨家

的茶饭好得很呢！ 相互评论谁家的日子

过得好坏 ， 就是用茶饭得好坏来衡量

的。 茶被安排在饭之前，我想可能是人

们认识到生命中更离不开的是水吧！

柳树也离不开水，离开水就长得不

旺。 凭仗村周围都是柳树，柳树恩养了

一代代的凭仗村人， 柳叶可以食用，亦

可泡茶，还可治病。

在凭仗村端午这天的一大早，起来

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割艾或采茶，这里的

茶指的就是柳叶儿，凭仗村在柳林的深

处有一个绝好的柳叶儿“茶场”。

离村子大约三四里地，有一个经年

不枯的大水潭， 水潭有三十多亩大，传

说那个水潭是黄河故道的正河底，东西

长南北窄。 黄河“搬走”的时候，给凭仗

村的百姓们留下了这个大大的水坑，夏

天水多 ，冬天水少 ，但是从来没有干枯

过。 因为水潭的周围有不少的芦苇，当

地人都把这个水坑叫做苇坑，东边的叫

大苇坑，西边小一点的叫小苇坑。 大苇

坑和小苇坑在夏天雨水多的时候是连

在一起的， 中间有一个树王分开来，树

王有三抱多粗，现在还长在凭仗村的北

地呢！

生长力也很旺盛的芦苇斗不过随

遇而安的柳树 ， 稀稀拉拉长不出势头

来，蓬茸的茅草却填满了柳树与芦苇的

空隙。 铺天盖地的柳树林中突然出现一

片空旷的水域， 已经令人十分地欣喜，

而水中的秘密和水坑边的芦苇，又给了

人无尽的遐想。

望月天， 茅草长到膝盖那么高，十

几岁的一帮孩子经常来这里玩耍，一声

“卧倒 ”，霎时 ，只见满眼的风从茅草上

过，却不见了人的踪影。 野生的鸟有的

是随季节迁徙来的， 有的是常住户，往

往都是这些鸟的惊起暴露了孩子们的

踪迹。

水涨水落， 使得这片柳树很特别。

这里的柳树有着树的模样，不像那些椽

柳，这些柳树一棵一棵错落无序地分布

在苇坑周围和浅水域里，拱卫着他们的

树王。 在每棵树离地一到二尺高的树身

上，都长有一蓬树根 ，那是望月时的水

平面。 柳树不怕水，要是其他的树早就

该泡死了，顽强的柳树却又在水面上生

出根来，还准备更好地繁衍生息呢。 水

落根不死，柳树也有气根？

这片柳树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

就里或大或小的柳树都是自己长出来

的，周围无边无际的柳树林都是这片柳

树的子孙 ， 都是苇坑中那个树王的子

孙，都是人们最早来这里砍下的柳枝插

地后经年月的轮回而柳荫匝地的。 这片

神奇而潮湿温润的土壤，没有辜负三月

飞絮的情种 ，来年春天 ，亿万粒柳树种

子的幸运儿，会在不经意间从茅草丛中

拱出来。

这由柳种而生的柳树苗子当年娇

嫩得很 ，长到端午时 ，也不过离地面三

尺来高。 直直的小柳苗有筷子那么粗，

不枝不蔓一个劲儿地往上长，皮是绿红

绿红的那种红。 叶子也好像很娇羞的样

子，两端尖削，叶边缘有小锯齿，表面浓

绿色 ，背面是绿灰白色 ，舒展的叶子后

面还有托叶，此时这些柳叶就是做柳叶

茶的上好原料。

传说，端午这一天的五毒虫是要躲

起来的，采茶的大姑娘小媳妇也不用顾

忌会有长虫和赖毒蛤蟆还有蝎子的侵

扰与惊吓。 拂晓时，迷蒙的薄雾笼罩在

苇坑沿那葱郁的柳树上，整个柳林的清

晨还沉浸在朦胧的雾霭中，浓重的露水

打湿了采茶人的衣裤，三三两两到这里

采茶的人低声窃窃私语着什么。 突然惊

起的野鸭，扑扑棱棱连跑带飞冲进苇丛

深处，也着实吓了她们一跳。 随后周围

一阵爽心的大笑后会马上接着说：快看

看，会不会有鸭蛋！

采来的柳叶茶是要趁早晾干的，但

为了保留色香味却不能暴晒，凭仗村的

人会将柳叶摊在洗净的竹帘上，一天翻

动三四次，要不了几天柳叶就干了。 不

需要再怎么炮制，柳叶茶的得来就是这

样的原始。

客人来了，就有柳叶茶了！

用柳叶儿泡成的茶， 观之清香，饮

之可口，经常饮用还可以防治黄肿病和

筋骨疼痛病。 秀才院的老谢头家里有一

本古书 ，古书上说柳叶当茶饮主治 “风

水黄症，湿痹挛急，膝痛”。 村内净土寺

的主持老方丈到现在仍用柳叶和茶叶

混合制成 “消灾延寿茶 ”自己饮用或招

待客人。

青年时评

青年书房

原创文学

每个周三下午放学后， 小儿会有

两个小时的拉丁舞排练。 这天早已过

了放学的时间，可我在家左等右等，却

总不见踪影。

这才想起近几次周末上舞蹈课

时，他曾有少见的磨磨蹭蹭，并小心表

达着自己不愿再学的想法。 事有反常

必有妖， 这其中必定有着他某种小小

的心思。

眼看着时间就要到了， 只好带上

舞蹈服和舞鞋，去迎着他放学的方向，

接上他后直接去舞蹈教室再换衣服

了。刚下楼，远远地看见小儿刚进小区

的门，一路晃晃悠悠，踯躅而行。然而，

见我来接他，却未有想象中的抗拒，并

愉快地一起前往舞蹈教室。

“今天作业多吗？ ”

“不多，在学校已经快写完了。 ”

“哦。 ”我似乎明白了他的愉快。

“听妈妈说，你不想跳舞了？ ”我不

动声色，并用了不确定的问句。

“嗯。 ”声音轻轻的。

“为什么？ ”

“作业太多了，跳舞回来要写到很

晚。 ”

“没事，作业写不完我会签字给老

师说明原因， 再说你今天不就在学校

基本完成了吗？ ”我长长吐了一口气。

本来学习拉丁舞， 就是为了一个兴趣

而已，真的不愿他因此成了负担。

小儿学习拉丁舞之前， 曾在东方

红广场学了一个暑假的武术。当时，即

将读小学的他马上要有体育课， 可无

论跑步，还是蹦跳，都显得不是那么的

协调。正是抱着锻炼协调性的想法，为

他报了两个月的武术班。说是武术班，

其实也就是每天晚上六点到八点，由

师傅带领一帮孩子跑步、 踢腿、 翻跟

头， 而场地就是由家长们在广场上自

发围起来的一个圈。

也许是因为刚刚离开幼儿园的小

朋友，又一下子多了这么的玩伴，小儿

对练武绝对的是兴趣高昂。 孩子的可

塑性真的令人难以想象， 短短的两个

月下来，踢腿、摆臂已经有板有眼，就

连看似难以完成的下腰、 翻跟头也已

游刃有余。

随着开学后的新生活日益紧张 ，

加之天气逐渐转凉， 就和小儿商量着

选个兴趣班， 把这种锻炼由室外转向

室内。 在衡量了各种运动类的兴趣班

之后， 排除了基本功要求太高的民族

舞和对于他来说年龄太小的跆拳道，

最后为他选择了拉丁舞。

之后又曾报名参加了多种兴趣

班，比如他自选的电子琴班，为了锻炼

专注力的美术班， 还有与幼儿园一脉

相承的英语班，但随着年级的增长，家

庭作业也越来越多，美术班、英语班也

就先后停了下来。

自然，说起对小儿兴趣的培养，或

许多少也承担了我的梦想。 因为我是

一个除了读书码字之外毫无兴趣的

人。当然，如果之前的读书码字能够算

得上兴趣的话。 可惜如今这一爱好亦

成了自己谋生的手段，已与兴趣无涉。

对此，也曾有过深深的苦恼。比如每此

与朋友一起去唱歌， 我只能坐在那里

品茶欣赏， 看着朋友们那堪称天籁的

各种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女高音、

女中音、女低音，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没

办法。甚而有时，还会让朋友们感觉到

我的拘束与不安。

然而，这种可以人前展示的自豪，

并不是我支持小儿培养兴趣的根本因

由。记得蔡元培先生曾说，一个没有审

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 所以他们这

代人，试图在荒蛮上遍植青草，即使新

绿烧成了沙土， 也自会有人再次在焦

黑中栽下。 而著名教育家朱光潜也曾

写文章说，文艺的天性便是自由，文艺

不光本身是一种真正自由的运动，并

且也是令人得到自由的一种力量。 也

正由此， 尽管平时很少支持小儿看电

视，但每每遇到《我是歌手》这样充满

正能量的高品质电视节目， 也会任他

看个痛快淋漓。

又一日， 当我陪小儿从电子琴教

室回来的路上， 很自然地说起音乐和

歌曲，他一下子显得特别兴奋，给我唱

了一路的歌。原来，他竟然在不知不觉

中，记住了那么多大段的歌词和旋律，

虽然偶尔会有些许的跑调。

看着他兴奋而认真的一路表演 ，

我真希望能和他这样一路走下去，但

同时内心也明白， 这恐怕只是我的一

种奢望罢了。孩子总会有长大离开，远

走他乡的那一天。但我想，假如他能从

这些小时候接触到的兴趣中得到一丝

文艺的熏染与美好， 感受到这些文艺

因子中的快乐与自由， 当不负我们今

日的一段同行。

说兴趣

柳叶儿茶

□

薛更银

别浪费你的潜能

□

林清平

这个下午， 将书房搬到了小区的

花架下。

春天的到来， 总是让人有措手不

及之感。 还在单位与家之间的路途中，

在种种身不得已的应酬， 在种种命题

作文中疲于应付， 春天就以花朵的形

式来到了人间。 事实上，春天的到来是

早有概念的。 在节气上，立春就代表了

春天的到来。 不过，对于居住在城市中

的人来说， 立春这个节气只是凝固在

纸上的一个概念， 与立春相关的物候

特征，人们早已不清楚。 经济的迅速发

展，和社会分工的逐渐加深，使大部分

人的劳作都远离了自然。 而在以往，农

业文明时代， 这样的节气名称不仅标

示着自然物候的变化， 还有与之相关

的劳作内容。 正是这样的劳作，加深了

人与自然的联系， 人们设置了一个个

时间界限来区分自然变化， 更区分劳

动的内容。 因此，一个节气就像是人与

自然达成的一个契约， 这契约的主题

词并不是交换，而是劳作，自然与人一

起完成的一项劳作。

因为这些劳作的消失， 身居城市

的人对这些自然变化也会相应地淡

漠。 前些天，和朋友一起喝酒，他忽然

提到今天是惊蛰。 我们仿佛也一同感

到了欣喜。 但这种欣喜却多少是有些

空洞的， 我们已经不知道在惊蛰这样

的节气里，自然界会有怎样的变化。 我

们谈论的是一件商业活动， 朋友以为

在惊蛰开始这样的商业活动， 必然是

有意义的。 但事实上，它与自然物候并

无任何联系， 并且充斥了人的盲目自

信与斤斤计较。 惊蛰这样的节气在这

件事，在我们这些人中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事实上只需要记住用阿拉伯数字

标注的日期已足够。 一个代表数字理

性的日期名称， 已足够替代一个富有

古典诗意的节气名称。 这句话简缩一

下的话，就是理性足够去代替诗意。 这

正是工业和信息化时代的特征。

与这些在春天开放的花朵相比 ，

我的许多奔忙也是毫无诗意的。 它所

换来的， 基本上也是用数字来计量的

金钱。 那么有没有不需要用数字计量

的事物呢？ 花朵就是不需要的。 数一树

花儿开了几朵是没有意义的。 花朵是

春天的形象。 一朵花就足够去代表春

天。 它们也不是概念，只能唤起人关于

时间的生硬记忆。 每一朵花都与之前

看过的花是不一样的。 它们不断地更

新着春天在我记忆里的形象。

今年，我第一次深入到春天，是去

山中徒步，碰见了开了满山的桃花。 而

在小区里， 一树树白色的梨花已经绽

放。 我在忙碌之际，只是匆匆地路过时，

留下惊鸿一瞥。 随后，这些花朵仿佛就

与我无关了。 只知道花开了，不足以去

理解春天。 今天下午，我把许多烦琐事

务放下，将书和笔记本带到梨花旁的花

架下。 与在山中观赏桃花的经验不同，

这些梨花是在我生活的区域里开放的。

春天之外的其他时间，我只能看到它们

茂密的枝叶， 甚至不知道它们是梨树。

梨花开放的时节， 我才知道小区里，种

下了这么多的梨树。 在这里居住了几

年，以往竟然不知道。 其实以前，我也专

门抽出时间， 在小区的花架和木椅、石

凳等地方久坐的。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

带着固定的目的，有时甚至只是为了感

受一下这个草木丰沛的空间，孩子玩耍

或大人路过的充满生活气息的空间；在

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空间里，去想一些关

于生活的事情。 我还曾经拿过书来这里

阅读，拿过本子来这里写诗。 那时还曾

想过， 一定要经常来这里阅读与写作。

因为在这样的空间里，我的生活与我的

思想并没有分离。 我曾在诗中写道：“这

个上午， 阳光成了我的上级

/

草木成为

了我的同事

/

而我写完这首诗

/

就算完

成了一项重要的任务。 ”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完全得到施

行， 我的太多时间仍然消耗在与我的

思想和生活完全无关的地方。 甚至它

们另起炉灶，构成了另外的生活。 近些

日子，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甚至

自己的人生。 以前，这样的思考大都是

在这个小区的草木与行人间进行的。

我想不单是思考的结果， 思考的过程

本身也将我引到了这样轻松、 闲适而

又自然的空间中。 上周末到山中看桃

花一直想要写文记之， 却因为种种事

务没有写完。 而瞥到了梨花之后，我就

决定将这个下午的时间移植到这个小

区里来度过。 于是这个下午，我摈弃了

许多外在的规矩， 而将自己放到了梨

花旁。 也许不单是为了欣赏它们的洁

白、素雅，也许是因为，我怕错过了这

近在咫尺的梨花，就错过了这个春天。

于是这个下午， 我的阅读和书写

都在这些梨花旁度过。 梨花的洁白，似

乎让我相信了，在这个世界上，纯洁是

无处不在的。 我在阅读和书写的间隙，

偶尔抬头看一眼梨花， 似乎是无意间

的观赏，却是蓄意而为。 在梨花前短暂

地停留几分钟，对我来说，并不算是真

正地欣赏。 我想要做的，是让它融入我

的生活。 这个看似与平常的忙碌生活

割裂的下午， 我更愿意把它当成我真

正的生活。 阅读和写作是这种生活的

一部分， 观看小区里儿童的玩耍和人

们下班后的轻松是这生活的一部分，

观赏盛开的梨花也是这生活的一部

分。 后者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的。 这样

的观赏是与前两者构成的生活相融合

的。 梨花的洁白与美丽要在我的生活

中打下烙印才算是真正的欣赏。 因为

我在之后的生活中，再路过它们，路过

它们的绿叶和枯枝， 也许都还会想起

这些灿烂的花朵。 这些花朵会告诉我

一棵树是一个要经历生长与轮回的生

命。 真正经历了它完整的四季，才会把

它们当作特殊而美丽的生命。 这些美

丽的生命构成了我的日常生活空间。

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才是美好的，才

算是诗意的。 这样的诗意使我的生活

与大地发生联系，而成为了栖居。

太阳已经消失多时， 光线渐渐变

暗，梨花在逐渐变黑的空气中，仍然透

露出一种白。 这种白就像夜被它的盛

开融化了一小块。 虽然融化的夜仍有

漆黑的色泽， 但梨花的白似乎也将这

种黑色变得美好，甚至仅仅是气味，已

足够把夜的黑漂白。 孩子的叫声和笑

声，仍然在这个大大的院落里回荡。

一下午的梨花

□

张艳庭

剥开历史的洋葱

———评《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

林 颐

作为一个建筑学专家，近年来，朱涛

投身于建筑的专业解读、 空间的社会关

怀以及建筑学历史研究，于

2010

年获得

由《南方都市报》及八家中国建筑媒体联

合颁发的“中国建筑评论奖”。

2014

年

1

月，朱涛的著作《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由

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后， 立即引起了广

泛关注和激烈争论。

在该书中， 朱涛通过对大量史料的

剥丝抽茧，耐心细致的解读，将梁思成、

林徽因的思想、话语、作品纳入特定的历

史语境，试图“将铁板一块的梁思成研究

敲开一些孔洞， 往里注入些历史反思的

生命力”。

两个问题特别有意义： 第一， 关于

梁、 林二人对前人学者的资料借鉴的问

题。朱涛探讨的核心围绕着：梁思成的建

筑史学思想源于何处，是如何构筑起来，

他采用了怎样的史学方法论，等等。朱涛

的做法是：把梁思成、林徽因及其同仁的

各篇写作文本精确地放回到历史的时间

点上， 与当时已有的其他国际学者的著

作相对照， 动态分析出梁思成建筑思想

的形成过程。 尤其强调了日本学者伊东

忠太对梁思成的影响。朱涛认为，长期以

来，中国人受民族主义情绪左右，空泛地

抬高了梁思成的历史地位， 而有意无意

地回避或忽略梁思成建筑学思想的起

源，“只有理清他们的思想、 知识中哪些

是吸收了别人的成果， 才能真切体会和

珍惜梁思成及其同人的创造性。 ”

第二，“梁陈方案”的由来，以及方案

是否可行。 这个问题更加颠覆。

梁思成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建筑学

家，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都来源于“梁陈

方案”。关于梁思成的论著大多缺乏历史

分析，反而是有意无意地强化这一印象：

正是因为没有采纳“梁陈方案“，才导致

今天北京故旧毁坏、内城拥塞、秩序紊乱

的局面。朱涛打破了梁思成因此而“被神

话”的悲剧英雄的形象。

朱涛认为，“梁陈方案” 实际上是结

合了当时的状况， 再次系统化整理了以

前关于北京郊区另辟新城、 疏散式发展

的思路。日本在占领北平的时候，就做了

一个规划，以颐和园万寿山为山顶，相当

于重造一个紫禁城。以佛香阁为制高点，

南北一个中轴线，对称的。它的规划思想

和“梁陈方案”其实是一致的—————完整

地保护旧城，修一个新城。 同时，朱涛梳

理了陈占祥与娄道信在

1948

年为国民

党南京中央政府制订的 《首都整治区计

划总图》

(

简称“陈娄方案”

)

。 朱涛认为，

这是催生 “梁陈方案” 的另一条历史线

索， 其主要思想来源于陈占祥而非梁思

成。朱涛对“梁陈方案”进行了再评估，认

为这一方案将问题界定得过于单一，提

供的解决方式也过于单一， 而且规模过

于宏大， 它在操作上不具备可行性，“梁

陈方案” 即便实行， 北京城今天也会混

乱。

朱涛抱出来一大堆浩繁的史料，像

剥洋葱一样，一瓣一瓣地、一句一句地，

最后剥出梁思成和那个时代的历史。 在

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梁思成建

筑思想的形成， 看到了中国现代建筑发

展史， 也看到了以梁思成为代表的那一

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任意性的政治风潮的

裹挟下的左右摇摆和茫然失措。 而延续

至今的“建筑任意化”和城市建设的盲目

“跃进”， 更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心路

历程与中国建筑文化的演变过程， 以及

与那个时代的互动经验， 在今日中国的

语境中，仍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

我们这个时代缺乏值得尊敬的人，

所以我们习惯于美化、戏剧化“梁思成”

们的经历， 让这些经历一桩桩浓缩成轶

事。 与其赋予“梁思成”们过亮的光环让

他们成圣，不如剥开洋葱，正视其中的内

核， 将盒子打开， 将过于洪亮的声音拧

小，将司空见惯的思维打上问号。朱涛的

观点还需商榷， 这一工作需要更多的建

筑学家和史学家，更多的声音的参与，更

多思想的交锋，这个过程，也许辛辣，也

许令人惊诧，却不能回避。

（书名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作

者：朱涛，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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