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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博物馆签署长期租借协议

后，原保存在意大利一家博物馆的一块雅典卫城帕特

农神庙石雕碎片10日在希腊雅典卫城博物馆展出。

这一石雕碎片展示了古希腊神话中狩猎女神

阿耳忒弥斯被长袍遮盖了一部分的右脚，是描绘众

神观看游行以纪念雅典守护神雅典娜的一组雕塑

中的一部分。

石雕碎片此前被意大利安东尼诺·萨利纳斯地

区考古博物馆收藏。该博物馆先前发表声明说，根

据意大利法律，这一碎片将以租借形式回归希腊，4

年租期到期后将延期4年，随后将继续延长租期，目

的是将这一碎片“永远归还”雅典。位于雅典卫城最

高处的帕特农神庙建于公元前5世纪，是现存最重

要的古希腊建筑之一。

据新华社

希腊帕特农神庙石雕碎片重回雅典卫城

我也属于那种没感情的人。离开
老家这么多年了，竟从未写过一篇怀
念故乡的文字。要不是今年书话征文，
还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动笔，为我
的远在西南的故乡写几个字。是懒，还
是不愿，嫌弃我们那个穷山恶水的边
远省份，没有多少闪光点可以给漂泊
异乡的游子长脸？难说。恐怕都有。而
且后一种为多。人对故乡的爱，和故乡
本身是否“了得”是有很大关联的。故
乡越“了得”，对故乡的爱便越多，反
之则少。这是一种势利，但也是通常的
人情，凭什么人们对其家世、钱财、权
位、声名等等可以势利，对“故乡”就
不能势利呢？一个了得的故乡，不正和
一个显赫的家世一样能给这家子（这
地方）出来的人以光荣和骄傲吗？我们
省有很多上海人，他们大多是上个世
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搞三线建设时，随
着一批军工企业搬迁到大西南扎根落
户的，所谓“献了青春献儿孙”的支边
一代人。在我们省，要论热爱家乡，谁
都比不上这些上海人。在异乡住了半
辈子，生活习惯纤毫不变，乡音俚语
纹丝不改，人人一口纯正的上海话，绝
不掺杂，连在本地出生长大的子女也
从父母那里耳听言教，上海话说的非
常地道。无论什么时间、场合，他们对
本地人只说本地话，对上海人只说上
海话，泾渭分明，叽里呱啦如同鸟语，
听者无不披靡。土著问他们，何以去到
外地几十年了上海话还说的那么好？
答曰：“老祖宗的话怎能忘记！”骄傲之
情溢于言表。上海人那么热爱家乡，还
不是因为他们的家乡“了得”吗？

我们的家乡可差得远了，不要说
跟上海没法比，跟全国大部分省份
比，都没底气。“天无三日晴，地无三
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句著名的三无
考语，便是世人送给我们黔省贵州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促狭鬼想出来
的，这种刻薄恶毒的文人真该拔掉他
的舌头，打进十八层地狱！还有什么
黔驴技穷，什么夜郎自大，瞧我们省
贡献给汉语词典的都不是啥光彩话
儿。气闷呀！

有什么法子呢，都是老天爷给的。
“天无三日晴”说的是气候，“地无三里
平”说的是地理，“人无三分银”说的是
经济，而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
其气候、地理又有着莫大的关系，尤其
在农业社会的古代。贵州因为地处偏
远，远离先进的中原文化圈，地形又多
山、崎岖，交通十分不便，让这里的经
济文化发展非常艰难，贫穷和落后写
就了我们的历史。在这块贫瘠的土地
上很早便有人类居住，而“贵州”一名
始于北宋初年，土著首领普贵率领族
人向中国纳土称臣，宋太祖赵匡胤赐
给他敕书一卷，中有“惟尔贵州，远在
要荒”二句，从此贵州便成了这片地区
的名称。因为首领叫普贵，中央划给他
的辖区就叫贵州，这种起名法倒也简
便。但也有可能“惟尔贵州”只是宋太
祖说的一句客气话，相当于“贵姓”、

“贵庚”，合了普贵的名只是碰巧，而普
贵接到敕书，上感“皇恩浩荡”，就顺
水推舟把本州叫做“贵州”了。不管哪
种说法对，贵州这个名字来自宋太祖
赵匡胤。

“远在要荒”的要荒，指的是要服
与荒服。从周朝开始，中国古代的王朝
以京畿为中心，每五百里划一同心圆，
把全国国土范围分为五服。都城周围
五百里天子亲自管辖的叫甸服，甸服
外五百里分封给功臣与诸侯管辖的叫
侯服，甸服与侯服都是好地方。侯服外
五百里是绥服，还归国家管理，但已经
比较荒凉了，国家在这地区的政策是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意
思是靠近侯服的三百里还可根据人民
的情况开展文化教育，教他们念念“之
乎者也”、“子曰诗云”，往后的二百里
就只能用来修建要塞，驻扎军队，是兵
士戍边抵御外敌的边疆地区了。绥服
以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以外五百里
为荒服，在如此遥远的地区，国家的统
治力量已不能达到，既不施文教，也不
奋武卫，只能用来流放犯人。那里是原
住民（少数民族）的自治领地，要服住
的是蛮夷，荒服住的是戎狄，名义上还
属于中国，实际全是化外之邦。五服制

度来自尚书，是一种理想模型，实际并
没有那么精准，说五百里就五百里，国
家也不可能按同心圆来划分版图，大
致是那么个格局。宋太祖的“惟尔贵
州，远在要荒”，点出了我们贵州在中
国历代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实在就是
天高皇帝远的蛮荒之地、戎狄之邦。

气闷呀，可这就是历史，不管你喜
不喜欢，你都没有办法改变它。不过，
我们贵州这块土地虽然历来贫穷、落
后，是蛮夷居住、发配犯人的“要荒”，
认真论起历史来，还是很悠久的！考古
学家已经证明，贵州是古人类发祥地
之一，二十四万年前就有人类栖息繁
衍，比北京周口店猿人只晚六万年。在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贵州境内先后出
现过“桐梓人”，“水城人”和“兴义人”，
而在黔西县观音洞发现的原始人使用
过的石器，则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旧
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典型代表。进入
新石器时代，贵州并不落后，普定县发
现的距今1.6万年的“穿洞文化”遗址，
和“山顶洞人”差不多同时，被誉为“亚
洲文明之灯”。这些是现代学者为贵州
追溯的发生在远古岁月的考古历史。
而在上古先民们的神话传说中，贵州
最早可追溯的人文历史始于公元前三
十世纪，距今四五千年前，一支水利工
程建设大军跟随大禹王搞“三线建设”
迁徙到大西南，他们与古代蜀人和巴
人都有着血缘关系，共同开发了这块
神秘辽阔的土地。“蚕丛及鱼凫，开国
何茫然”的鱼凫国，死后化为杜鹃的蜀
帝杜宇，均和贵州最早的先民带故沾
亲。他们建立了辉煌的文明，学会冶炼
和使用青铜器，告别了石器时代，与同
时期商周的中原人民一起进入青铜时
代。时间的海洋潮涨潮落，转眼来到春
秋时代，贵州高原诞生了牂牁古国。据
说这一支先民乃是越王勾践的后代，
在人种学上属于濮越民系，和早期浙
江越人，闽越人，南越人同宗同谱。他
们盘踞在珠江上游的南盘江、北盘江、
红水河流域以及乌江南岸地区，势力
非常强大。文明在他们手中发展壮大，
开始冶炼铁器替代青铜器，紧紧追赶

中原先进地区的步伐。
时间巨人昂首阔步，挥动巨斧劈杀

一切人世间的强者，今日的辉煌转眼变
作明日黄花。战国时代来临，新的古国
夜郎国在贵州高原上崛起，消灭了称雄
一时的牂牁古国。夜郎国的都城在今遵
义市桐梓县，极盛时其势力范围囊括今
天的贵州省全部，四川南部，重庆东南
部，湖南西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疆
域十分广阔，虽不能和汉朝相比，放在
欧罗巴绝对是一大国，堪与德意志西班
牙法兰西比肩，国主够资格称“皇
帝”——夜郎自大，并非妄自尊大，确实
有这个实力！可惜夜郎国的强盛未能持
久，在中原民族的不断打击下很快分
裂、瓦解，化成大大小小的土著部落，或
互相攻打，或聚集起来对抗中国，让这
地区长期处在令中原王朝头疼的要服、
荒服的地位（给诸葛亮制造过大麻烦的
蛮王孟获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在
文化上，此地区再也未能与中原民族并
驾齐驱，逐渐落在了时代的潮流后面。
贵州终于沦为偏僻、闭塞、蛮荒的化外
之邦了。

文明就是这样在不平衡中向前发
展的。原来先进的，不一定总是先进；
原来落后的，也未必永远落后。我们贵
州在新石器时代曾点燃“亚洲文明之
灯”，创造力不输给山顶洞人；神话时
代跟随大禹修水利，人定胜天的豪气
干云；再以后赶时髦铸铜鼎敢与商周
比肩，大跃进炼钢铁直追春秋战国。然
而当中原民族进入到伦理时代，先秦
圣贤们百家争鸣思想解放的大热闹我
们却没有赶上。文化落后了，科技、经
济、军事也随之落后。历史长河滚滚向
前，中原王朝兴亡更迭，汉，唐，宋，元，
明，清，贵州从中国的藩属渐变为行
省，汉族人民世代迁入，与苗、彝、土
家、布依等少数民族杂居，带来了战争
和冲突，也带来了先进的科技与文化。
千百年中，贵州的先民们在这块贫瘠、
多山、偏远的土地上艰难而又顽强地
生存着发展着，一代代优秀的贵州人
为振兴我们落后的家乡上下求索的努
力从未停止过……

◎无铭

吾乡是黔州

可能大多数人只知道，张爱玲是民
国天才小说家、大才女。她的另一面，却
很少人知晓。

张爱玲个人生活中，除了文字之
外，其实还倾心于服装。她对服装的品
味和研究，与她对小说的偏爱，可以说
不相伯仲。她不仅知道每个时代的服
装款式，还深知每种服装在每个时代
的文化渊源。

在张爱玲眼里，一件衣服不只是衣
服，正如她在《更衣记》里所阐述出来的
观点：一块印花蓝布在她的眼里，已不
是花布，是一幅水墨画，淡雅、幽香。她
爱它，如爱一件艺术品。

张爱玲最喜欢的服装颜色，是宝
蓝配苹果绿，或者松花色配大红，而裁
剪几乎都是出自她自己之手，或束腰
喇叭短袖，或齐膝短裤配长筒靴，还会
颇有创意地在上衣胸前别一个宝石蓝
胸针或蝴蝶结。花样别出，如同她小说
中令人意想不到又恰到妙处的结尾，
震撼、惊艳。

凡经她之手的服装，与民国时人
的简约、素净之风大相径庭，简直就是

“奇装异服”。因而，张爱玲每次在人群
中的出现，都会成为上海街头或朋友
圈聚会的一道卓尔不群的靓丽风景。
她的冷艳气质，正好驾驭她喜爱的奇
装异服的个性色彩。她喜欢把别人好
奇而自卑地远远观望的目光，当成一
种享受，犹如她喜欢读者醉心于她小
说里的故事情节。但当别人谦卑地靠
近她、迎缝她时，她又高冷如霜，拒人
于千里之外。

或许，这就是张爱玲内心深处所需
要的一种补偿。

童年的张爱玲是快乐的。随着家
道没落，父母离异，继母进家，让年少
的她变得尖锐、倔强、敏感、沉静、叛
逆。起因应该是继母总是把自己穿过
的一些失去光泽的牛肉色衣服给她
穿，让她每次穿衣都有一种把自己变
成牛肉的感觉，内心对单一暗淡的服
装“厌恶得想自杀。”

也许，炫彩的心态从那时开始埋
在了心底，到她凭小说扬名立万于上
海滩，生活自立后，她像向继母宣战
一样，衣着华丽、大绿大红地出现在
人们面前，获取别人的好奇、崇拜、艳
羡，制造一种报复式心满意足的唏嘘
和惊诧。

张爱玲的这种心态，后来已经到了
一种贪恋的地步。不过，张爱玲的超常
装扮，与她当时在民国众多才男才女
中，才华独树一帜、人气榜大红大紫的
地位相匹配。她曾经穿着自己设计裁剪
的怪异服装去印刷厂看自己的小说排
版印刷进度。一现身，所有工人都齐刷
刷地把目光投向她，而忘却了手中工
作。那个100%回头率超过一线影星，让
张爱玲很受用。

张爱玲也怀旧。一天翻出箱底多年
没穿的过时衣服穿在身上去看友人，走
过弄堂，引来一群小孩子尾随。她蹲下
问小孩子为啥跟着她，小孩子说：“我祖
母是你这个样儿就好了。”

啧啧，张爱玲也是小孩心中的偶像。
张爱玲的小说风靡上海滩，璀璨，

炫目。在衣着上，也尽显风流，让人过
目难忘。这就是既冷傲又世俗的张爱
玲。也是看成是她内心孤寂的一种自
我调节。

在不同的人生境界，穿戴彰显着一
个人的得意或者惆怅。早期的张爱玲对
于服装的倾心追求，与她年少得志、在
小说界红得发紫完全匹配。

当一个新时代到来，张爱玲的光
鲜渐渐暗淡。写小说的人都很敏感，
她感觉到这个新时代不欢迎她以前
的“妖冶”，唯有掩藏过去的绝代风
华，才能适者生存。在参加上海召开
的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时，张
爱玲穿了一件素色旗袍，外罩一件白
色网眼棉线衫，默默坐在会议室最后
一排。

这是张爱玲当作家以来，第一次这
么“低调”出现在与文学相关的场合。从
此，低调成为她后半生的主旋律。

◎杨俊富

倾心文字，亦倾心于服装

在英国伦敦南郊20多公里处，有
一个名为格林威治 Greenwich的小镇
独自享有一大片清新自然的空地，仿
佛是繁华伦敦花花世界里的世外桃
源，它因格林威治天文台发布世界统
一标准时间而闻名于世。当然，这也是
个历史悠久的小镇，早在15世纪就与
英国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亨利
八世与伊丽莎白一世都出生在这里，
詹姆斯一世也曾在这里生活；小镇周
围的山林草地，是王室养鹿、放鹰和打
猎的后花园，亨利八世与后来的詹姆
斯一世都经常来这里狩猎。于是，这个
不算很大的小镇，便成了很多人旅欧
之行的必去之地。几年前的“十一”长
假，我随旅游团去欧洲参观，也在此高
兴地游玩了一天。

格林威治小镇风景秀丽，很值得
一看，小镇上的格林威治码头、英国
国家航海博物馆、格林威治大公园和
格林威治天文台等整个区域，1997年
被评为“世界珍贵遗产”，一年四季游
人不断。格林威治古码头建于公元
183 年，我们的游船就停靠在这里。
码头旁边不远处有一条河底人行隧
道，贯穿泰晤士河，游人可以轻松往
来两岸，尽情地在不同角度欣赏泰晤
士河两岸风景。

英国国家航海博物馆离码头大约
有两百多米，博物馆大楼建于 1807
年，是当年海员孩子的学校，1937年
开始向公众开放。此馆号称是全球最
大的海事博物馆，馆内有很多高规格
的展览，馆内三层都是展厅，每层展厅
都有各种主题，比如博物馆二层的大
西洋展厅，一层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
特王朝航海时代，底层有伦敦海事展
厅、《特拉法尔加之战》展厅和海洋战
争展厅。全馆共有16个展厅，展品数
万件，几乎是人类两百年航海史和经
济史的缩影。在博物馆里不仅可以详
细了解英国航海史和航海技术，看到
各种商船、游轮、战舰的模型，看到望
远镜、船锚、航海钟、地球仪等藏品，看
到与航海相关的艺术珍品、绘画、地
图、图片资料等，而且游客还可以尝试
体验掌舵出海，感受海浪冲击、海船摇
晃的滋味，甚至还可以跟随影片去重
温“泰坦尼克号”当年的海上场景。如
果还想进行一场太空旅行，观赏夜空
神秘的星辰，博物馆里还有一座“天象
放映馆”会满足游人要求。博物馆为了
吸引小游客，在每一层都设有儿童展
厅，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参与一些海洋
主题的互动小游戏，增加更多体验感。

格林威治大公园离航海博物馆很
近，坐落于一座小山的山顶，风景优
美，视野开阔，从山坡上一直向下延伸
至山脚。站在高处，伦敦的天际线一览
无余，蜿蜒的泰晤士河尽收眼底。公园
里有美丽的大草坪、花坛、茂密的树
林，还有宫殿和一些建筑遗址，是昔日
英王皇室打猎、放鹰、跑马、养鹿的专
用御苑，被称之为“逍遥宫”，功能作用
和我国的承德避暑山庄很是相似，后
经改建称之为格林威治大公园，向各
国游人开放。我看到，在宽大平整的草
坪上和郁郁葱葱的香樟树周围，有很
多游客或躺或坐，在公园的草地上听
音乐、晒太阳、野餐，很是惬意。听导游
说，伊丽莎白女王最喜爱的野餐地点，
就在格林威治公园的一棵老橡树下，
现在这棵老橡树已经被圈起来保护，
游客是不能太靠近的。

听导游说，真想要仰望伦敦的天
空，最佳地点是天文馆的八角楼，它是
伦敦保存最完好的室内建筑之一。我
对八角楼上方那个亮红色的报时球很
感兴趣，导游详细介绍说，它建于
1833年，至今仍能正常运转，这是世
界上最早的向公众报时的工具之一，
供泰晤士河上的船舶和当地人对时之
用，如果来的时间合适，还可以看到报
时球每天下午1点整准时下落的情
景。在天文仪器馆中，我看到了中国人
发明制造的罗盘、指南针、浑天仪等好
几件展品，精神顿时为之一振，谁说中
国先人只会农耕？他们在天文、航海领
域和西方人一样很有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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