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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书话】

文 任展宏（本报特约通讯员）

大多伦多地区的烈治文

山市，是一个宜居的城市。 美
丽的多伦多，最美的季节是秋
天。加拿大国旗图案就是秋天
绯红的枫叶。但我觉得加拿大
的夏天，绿树环抱，蓝天白云，
是我收获的时节。

在列治文山市，我居住的
地方有点像我国的江南地区，
附近有潺潺流淌的小河和木

桥，林荫小路弯曲又长。 小坡
的一另面，有约五亩面积的池
塘，塘面上常常飘游着野鸭。 我喜欢在夕
阳西斜时刻，坐在池边的观景台上，等待
偶尔遇见的华人朋友聊天。 那微风吹过，
池边绿绿的枫树摇曳， 仿佛向我心灵招
手。头顶蓝天白云，脚边小鸟觅食，也不怕
人，就像你的朋友，让人心情既舒坦又惬
意。 加拿大是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这里
不分肤色，不分民族，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们和谐相处，组成了美好的家园。

有一天， 也许是这里最热的日子，仍
是夕阳西斜的时光，我正独坐在池边的观
景台上，乘着熠熠的凉风遐想，有位老奶
奶带着她孙女走来， 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How are you ！”（你好！）我也礼貌应答
“How are you ，I am Chinese”（你好，我
是中国人 ）， 我继续问 “Where are you
from？ （你来自哪里）？ ”她说伊朗，那里与
中国一样，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 我们就
这样语言（用单词）加手势进行表意沟通。
我问她身边的 girl（小女孩）几岁了？ 她笑
着慈祥地用手语举出 8个手指。 我连声说
Good，好可爱的小女孩。 我做出想抱抱她
的动作，她爽朗地说：“Yes”，就这样我们
艰难却又愉快地交流， 就象一家人一样。
小女孩很亲切叫我 grandfather（爷爷）并把
她手中玩耍的一片小树叶，双手捧着送给
我。 我接过这片叶子，这叶子的两面毛茸
茸的，很特别，我见过要么正面毛茸的，要
么背面毛茸的， 或者两面均光滑的叶子，
确实第一次见到这种两面毛茸茸的叶子。
我深深感受到这片叶子的稀少和珍贵，真
真理解了小女孩的心意。 我情不自禁地抱
起她亲了一下，连声说“Good，谢谢！”我恨
自己不能把中文美妙的语言用英语来表

达。 她奶奶看着我俩高兴得直笑。 此时我
感觉到三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
龄的人，从四面八方走来，心系到一起，这
个纽带就是加拿大，不是吗？ 我和来自伊
朗的奶奶和小女孩，似成了一家亲。 在挥
手说再见的时候，我真舍不得那位可爱的
小女孩。

文 陈日旭（本报特约通讯员）

长衫是一种旧式服装 。 时
下，除了在电视镜头里 、戏剧舞
台上常有出现外，市面上已很少
见，乃至绝迹。

长衫又称长褂 ， 单的叫长
衫，棉的唤长袍。 长衫立领，大襟
右衽，左右开裾，长可及脚后跟。
学生时代，印象里长衫皆与知识
匹配。 特别是电影里主人公的长
衫形象加深此概念。 上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 一大批国产
电影人物，如《青春之歌》里的卢
嘉川 （康泰饰演）、《野火春风斗
古城 》 里的杨晓冬 （王心刚饰
演）、《早春二月》里的箫剑秋（孙
道临饰演）等，都是一袭长衫，如
脖颈有一条长围巾点缀，则愈加
风度翩然。 语文书里，鲁迅、孔乙
己的课文插画自然也少不得长

衫。 见此服饰，心里不胜歆羡。

旧时，常见邮局门口代笔书
信者、 街巷一隅的算命先生，无
一例外，皆着长衫。 另外，若有人
气宇非凡地来到酒肆茶楼，也以
长衫作为体面标志和身份代号。

许是笔者年长些，记得自己
也穿过长衫， 那大约是在新中国
成立前后的年份。 孩童时，不懂如
何穿衣， 母亲会帮着我并叮咛长

衫上身，两臂伸入后，先要系腋下
那一个纽襻， 旨在让整件衣服挺
直，不致东扯西拉。 再逐个往下系
好，最后系领口那个。 初时，我细
看那纽襻扣上后， 恰似如意雕塑
般亭亭玉立。 母亲深情说道，这纽
扣是老裁缝用镊子一记一记手工

盘扣而成的，着实费工夫呢。
冬天要穿棉袍。棉袍虽长，但

旧时天冷，棉袍两边开裾透风，故
下身少不得棉裤，棉裤是大腰的，
穿起来特别费劲，先是提起拉齐，
再是左折、右折（必须按紧），最后
是牢牢捆上布裤带。 棉袍保暖吹
不进风，但麻烦不少，冬日在操场
与同学“斗鸡”，要将棉袍前后片
用围巾扎起；雨天乘电车上学，那
旧式的铁栅栏门， 会将棉袍后襟
轧住； 更难忘的是， 大年初一早
上，听得弄堂里一阵鞭炮声响起，
抓过一大把花生米塞进棉袍口

袋，朝外奔去，不想心急慌忙，塞

在夹层之中，于是一路欢歌，一地
花生……

不过 ， 我穿长衫的时间不
长，很快就被翻领、有腰带、短打
式的“列宁装”所替代。

星移斗转 ，岁月驱驰 ，时代
的列车驶入新世纪的年轮 。 当
今 ，社会科技飞速发展 ，人们生
活正朝小康目标奔跑。 那旧时的
长衫显然只能在舞台上作为观

赏之用，抑或被评弹艺人作为礼
仪、甚至道具派用场。 对于快节
奏的都市生活，那成本，那式样，
毋庸讳言 ，显然无法适应 ，这是
社会进步。

时光如白驹过隙，我由一个
青涩少年成了皤然老叟。 然而，
时至今日， 凡提及或看到长衫，
我却总会与学问、礼仪、鸿儒、贤
士、拱手、作揖等联系在一起。 长
衫印象， 真实记录着世事伦常，
乡愁情感呵。

【海外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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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肖秀娟（本报特约通讯员）

离开卡洛明斯科娅庄园，我
们又马不停蹄地乘车来到了察

里津诺庄园。 察里津诺庄园位于
莫斯科东南，是莫斯科著名的宫
廷建筑园区， 面积 116 公顷，分
布在“上察里津诺湖”和“下察里
津诺湖”周围。

1775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买
下了这个村庄 ，将之改名为 “察
里津诺村”(意为“女皇村”)。 1776
年，为了纪念俄罗斯在第一次俄
土战争中的胜利，叶卡捷琳娜二
世下令按照著名建筑设计师巴

伦诺夫的图纸开始修建皇宫建

筑群。 10 年中，这里先后建成了
皇宫、皇室面包房 、歌剧厅等建

筑物， 还改造了察里津诺湖，在
小岛上建造了大量的楼台亭廊，
还建成一个小码头。 这些建筑全
部用红砖砌成，并镶有白色石刻
的观赏性装饰图案，是典型的哥
特式建筑。

1785 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二
世首次来察里津诺皇宫小住。 当
时的女皇，性格有些古怪。 一天，
她突然发脾气，对原本按她的旨
意修建的皇宫不满，手下连忙命
人拆除宫殿。 1786 年，女皇又下
令按照著名设计师卡扎科夫的

图纸在原址上修建大皇宫。 工程
前后搞了 7 年却没有全部完成。
后来，察里津诺几经沧桑而衰败
了。

19世纪后， 这里又陆续修建

了一些教堂和园林，逐渐成为莫斯
科普通市民散步和野餐的场所。

2008 年， 在莫斯科建城 860
周年纪念日前夕，举行了该庄园
重建后竣工开园仪式。

察里津诺如今已是翻修一

新的文化自然保护区博物馆了，
同时亦是一座景色宜人，美丽如
画的俄罗斯历史和文化纪念碑。

5 月中旬，天气晴好，这里的
绿色更是如此美丽。 湛蓝的天，
清澈的水，娇艳的花，精美的湖，
雅致的桥，加上古典的哥特式建
筑点缀其中，真是美轮美奂！

进入庄园大门，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右手边的下察里津诺湖：
一湾清澈的湖水 ， 湖面水平如
镜，倒映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

一切美不胜收，让人仿佛走进画
卷之中。

左手边的上察里津诺湖那

迷人的湖光山色： 湖是静的，宛
如明镜一般 ， 清晰地映出蓝的
天、白的云及铁桥的倒影 ；湖是
动的，白日阳光，夜晚月光，被一
针一针地缝在湖面上 ； 湖是软
的，微风习习，波光万道，像一块
迎风舞蹈的绸 ；湖是硬的 ，似一
璧绿生生翡翠，闪烁着光泽。 湖
面上还有壮观的音乐喷泉，令人
赏心悦目。

庄园与上、 下察里津诺湖连
成一体，占地广大，有 700 多公顷
（其中宫殿区域占地 116公顷）。

察里津诺庄园作为莫斯科

著名的宫廷建筑园区，其庄园之
大，建筑之美 ，环境之雅至今备
受当地人及游客们的青睐，无论
是拱门、长廊，还是宫殿、教堂都
透着一股典雅的气息。

别出心裁的设计：既是门又
是桥的建筑，从此入口进入宫殿
区域：呈现在眼前的一长排集高
雅艺术为一体的宫殿建筑。 所有
宫殿连在一起用四个相同的塔

楼进行分割，墙壁和殿顶是红砖
砌成的墙，汉白玉雕塑的装饰简
洁大气。

宫殿大门是四座塔楼搭着一

个半圆的太阳穹顶，上面的装饰光
芒四射，使人望之心旷神怡。

最后我们来到了既是门又

是桥的桥面上，再一次眺望庄园
那迷人的湖光山色。

由于时间关系（导游只给了
一个小时的游览时间）还有许多
地方未能涉足，只能算是走马观
花吧……

为胜利而建的察里津诺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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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毫泼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