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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了解，只因为一老同学是南开的高材生，所以工作以来

的第一个假期选择了北京，拿出一天的时间去看看这个古老

的城市。 因为陌生和疏忽，在北京西客站，竟然被一说客说

服，搭了一辆破旧的小巴去天津。沿途夹杂着三四个车主的

威胁，无赖和漫骂。没想到对闻名神州的天津搞笑方言的第

一次亲密接触，竟然是此种境况。有相同经历的人想必也同

我一样在苦笑吧。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对这座有着美丽神

话故事的老城的向往。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这里孕育了霍

元甲的侠义，李叔同的传奇，曹禺的艺术，还有在世人经久

笑声中永存的马三立。这是一座耐人寻味的城市，他避护了

逃来的末代皇帝，也看到了出走的皇妃的坚毅，同时也静观

着危难时期爱国人士的奋斗与挣扎。 我站在了城市的最高文

化圣地，南开园。我仰望着周恩来的雕像，他与这里有着不

可抹灭的联系。尽管世人皆知，他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里。

这件雕像并没有给我以伟人的震撼，而是以我历来对他的崇

敬中，看到了他浑身散发出的慈爱的光辉。雕像站在这里，

我却感受不到他曾在这里的痕迹。我想起了巴黎拉雪兹公墓

里，据说在已逝百年的大师们的墓前，总是摆放着前来悼念

的人们带来的鲜花。而这样一位把一生奉献给中华大地的伟

人的雕像前，甚至没有一片绿叶，花朵都在美丽的女大学生

手里。我用惭愧的双手抚摸着雕像的底座，也许中国人没有

献花的习惯，可是清明时节的献上的花，我宁愿分成朵朵小



花，成为自然习惯的敬献。不是例行公事，只是自愿而真诚

地表达情感。 我们坐进的士，告诉司机去张园和静园，我想

看看傅仪最后的行宫，他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悲剧人物，时代

的变迁，使他没有选择地成为了傀儡皇帝，他可能也不愿，

但他没有办法和能力。司机却不解地问“哪个张园，在哪儿

的” 我告诉他在和平区，鞍山道59号和７０号。他疑惑地看

了看我，说 “噢，那地方，基本上没什么人去的。也没什么

好看的，你们去干嘛？”我没有答他，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的士左拐右拐地到了一条不起眼的街上，一个十字路口过后

，他停下车说往前走一点儿就是张园，你们出来后再向后走

就是静园了。我们下了车，街上人来车往，道两边都是普通

的民居和几间小店。然后就有一座红色洋楼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兀自不信这里就是张园，当年溥仪的汽车来到这里，他

是否和我一样失望呢？他失望的也许是住处外表的简单和狭

小，而我却是对这里无人问津的景况而痛心。 此宅是清朝两

湖统制张彪，于1915年所建，占地大约20亩。孙中山先生偕

夫人曾下榻与此。据说溥仪来之前，张彪为适奉他，特订英

国欧式家具，令溥仪赞叹不已。就是经过这条街直接由大门

驶进去，上了专修的车道，停在楼下的大门前，皇后妃子们

对此也许满意，必竟红色象征着吉详和如意。 进了一楼大门

，里面是一个大厅，对着大门有一个旋式楼梯通上二楼，站

在楼梯下，抬头可以想向到当初屋顶的大水晶吊灯一定很抢

眼。楼梯仍然铺着红地毯。很多小学生在里面出出入入，原

来这里已是一个青少年活动中心，而且有一种异样的气味传

出来。我们上了二楼，想找出一点当初皇帝行宫的影子，可

是一道道黑色的门全被锁住，没锁的也成了与此处毫无关联



的办公室，其破旧不堪，让人心痛。 我们几乎是生气地离开

了这里，想着也许静园会好些。 静园建于1921年，据说原是

陆宗舆的私宅“乾园”。1927年溥仪由张园适居于此，为取

静观变化，静机之意，更名为“静园”。他占地约十亩。曲

径长廊，怪石清泉，楼东侧还有一个网球场。１９３１年“

淑妃”文绣在此出走。宣布与溥仪离婚。 高高的门墙，大约

３米宽，2.5米高的漆红大门，边侧还有一个小门供随时出入

。一棵沧桑的古树自墙里伸出，尽管此宅边上是不相称的亦

是破旧的现代楼房。我想向着里面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地方

。我慢慢地自小门走进去，路是泥泞之地，进了门，左手边

就有一座矮矮的门房，里面住着一户人，挨着门房有一棵大

树，门外着到的就是它了。再向里看，十米远的地方，一座

旧得不能再旧的洋楼，被分割成大概有十几户的人家住着，

向前走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一位老人坐在门口，见有生人

来，就走出来。我问这里是静园吗，他说是。眼里倒没有一

丝对外来人的抗拒。我说能进里面看看吗？他说都有人家住

，不是很方便。其实，我也不大想继续看了。满心只一个感

觉就是痛！ 出了门口，我再次仰望着古树的姿态，多少人事

的变迁，尽在他的眼中流转，然而是否有一天，宅里的人家

由于空间的争吵，而把它也视为障碍。我不敢想下去了。 也

许是中国特殊的国情所致。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都分

给了无辜的老百姓居住，或某些部门使用。他们的门前都有

一个牌，标明“市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怎样保护呢？有规

定吗？老百姓只知道温饱。态度应是所谓的“事不关已，高

高挂起”。可是每一个中华子孙都是龙的传人。既为传人，

就有继承和发扬的责任和义务。自己都不珍惜，谁还会珍惜



呢？让形形色色的外国人，看着我们糟蹋自己的财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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