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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的清水寺和金阁寺

旅游日记

■王坚忍 文

京都现存寺庙达1500 多座。看
寺庙若不加选择，一年半载也看不过
来。我们选了清水寺和金阁寺。

早上去始建于唐朝的清水寺。
在途中的石坂道上，停下来看店肆
门口，做工精致的清水烧瓷器。买
门票时的景点介绍用日、英、中（简、
繁）、韩4种文字。进清水寺上台阶，
一路上隔几步就有信徒捐的柱石灯
笼。我总算在寺内看到一树樱花
了，嫣红的薄薄五瓣，粉嘟嘟的惹人
喜爱。

在清水寺，我最感兴趣的是从建
在悬崖上的寺庙前，延伸出来的悬空
的舞台。明治年间，常常有人从12米
左右的舞台上跳下来，男女信徒都撑
开阳伞往下跳，可能像降落伞似的有
缓冲作用。据说能平安着地，万事遂
愿；反之，也能成佛。故跳死的人不
少，被明治天皇严令禁止，还在舞台
三个边缘围起了木栏杆。

我倚在舞台栏杆朝下看，从地
上到舞台起码有4层楼高。脱了鞋，
参观了引人注目的朱红柱子的清水
寺殿堂，正殿中佛龛里供着的 11 面
千手观音封闭着，每隔 33 年才开放

一次。下了清水寺，从另一个山坡
上看清水寺，原来悬空的舞台正面
和两侧，共用了 139 根木柱支撑，木
柱从上到下各用6排木梁衔接起来，
所以舞台方可以悬空啊。柱梁的木
头黄褐色，有些小裂缝，风吹雨打，
许多年头了。

走下坡时，看到一座建筑的屋檐
里，三根横梁伸在屋外，横梁的水槽
内，汩汩流泻出三股清泉。此泉引之
于清水寺山顶，亦是清水寺寺名的由
来。屋下游客排着队，轮到的三个人
用木勺，接木槽流下的清泉，据说这
三股清泉分别代表长寿、健康、智慧。

地主神社，顾名思义，是清水寺
山域的守护神社，但据说此社的姻缘
之神灵验，故神社贴满了祈祷婚姻美
满的白纸条。

下 午 去 金 阁 寺 ，人 多 如 过 江
之鲫。

金阁寺建于14世纪末年（明朝洪
武年间）。现在我们看到的金阁寺为
1955年按原样重建的。1956年，日本
作家三岛由纪夫写成了他最好的经
典小说《金阁寺》。

背靠青山面临镜湖的金阁寺，
三层，底层为乌木颜色，二、三层外
立面贴上了金箔，飞檐斜脊上翘立
着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凰。此日午
后晴好的阳光斜射过来，照得金阁
寺一片金碧辉煌，浸在镜湖的倒影
也随风荡漾，金光耀眼，美得不可
方物。

■曾广钧 文

手上拿着雷冬霞的《中国古典建
筑图释》，心中充满了喜悦。我的眼
前浮现近年来持续升温的古迹游，导
游面对那么多的游客时常讲错了建
筑的样式、构建的名称，让人啼笑皆
非的情景，而本书不仅可纠此中种种
偏颇，更可以为从业者、研究者提供
很好的手边参考。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形式独特、
丰富多彩，建筑技术与艺术相得益

彰，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古
代木构建筑的研究从1929年朱启钤
先生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算起，
至今已 80 余年。其间，经几代学人
的艰苦努力，不断积累，研究成果可
谓丰厚。但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
在当下日趋红火的大众文化旅游
中，观赏者面对精彩的建筑遗产，往
往是被动地听着讲解，觉得好看好
奇，但并不知其所以然，何处错讹更
是不识。因此，出版和介绍中国古
代建筑营造的基本知识，展示简明
易懂的建筑图片，从而对保护和传
承优秀的建筑文化遗产，有着积极
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传播价值。《中
国古典建筑图释》正是这样一部普及
中国古代建筑常识的上佳古建筑读
本。本书采用词条解释、线图补充的
写作方式，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营
造设计的基本内容，从台基讲起，接
着柱与柱础、斗拱、屋架与屋顶，等
等。像“围护部分”，墙那是要讲的，
影壁、门、窗、栏杆，那也是花样百出，
叫人眼花缭乱，看了就会惊叹我们祖
先的锦心秀手、百样新奇。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沿着
《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
的路数，重点解读了中国古代建筑营
造设计的基本原则、法式及规范技术
等；在空间维度上，以北方官式建筑

为主，江南乡土建筑为辅，故书名定
为“古典”，意在强调以官式建筑为代
表的古代建筑遗产。书中，作者条分
缕析，始于台基的论述，至第八章则
归纳集中，对群体建筑如宫殿、坛庙、
园林、民居等逐一介绍，以概括中国
古代木构建筑的特色。

对于古代建筑的庞大系统，作
者采取精选词条、图文并茂的形式，
阐释传统营造的设计标准、施工原
则，建筑材料的加工，结构技术等。
同时，兼顾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
地域差异，分别按照风格体系、结构
方式、规模等级等不同路径，阐释抬
梁、穿斗、干阑、井干；殿堂和厅堂，
大式和小式等的不同类型；解读宫
殿坛庙、寺观园林等传 统建筑。最
值称道的是，该书以词条为纲，结合
线图的方式来解读中国古代传统的
木构建筑。以结构分层的体系来诠
释台基、柱与柱础、斗栱、屋架与屋
顶、围护部分等，介绍建筑构件的称
谓、功能、类型、历史形态，还介绍它
们的结构原理与营造法则，为中国
古典建筑“拍摄”了一排“标准像”，
读者大可按图索骥，按照词条检索
查询就可以了。

细细翻阅，我十分敬佩作者的
“转释”功夫。要知道，古代匠作的专
业术语大都晦涩难懂，要将其转化成
准确易懂的现代语言，非得下一番工
夫不可。据我所知，作者在长达十年
的时间里，不仅参阅了众多的工具书
和相关的文献资料，比较了诸家的研
究论述，还不断地到文物现场踏勘、
测绘，最终敲定了一个既逻辑有序又
深入浅出的词条图释框架。全书文

字简洁，图片丰富，共选用了500多张
清晰、典型的图片。这些图片不仅能
准确、恰当地表现和勾勒出构件的位
置、形态，以及各种运用中的变化，而
且作者还对原有图纸作了专业的修
正、组合和标注，其中包括照片的线
图描摹。

通读全书，我觉得“实用科普”
是其最大的特点。大家都知道，大
专家写科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太浅显不易被同行们认可，专业名
词满天飞，普通人又会云里雾里，因
此要写一本科学性、普及性并存的
建筑类的科普图书十分困难。正因
为如此，雷冬霞在大量收集绘图资
料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筛选、整
理、编辑和注解，反复斟酌，力求对
不同时代的专业术语进行科学且通
俗易懂的释译，使读者阅读时能思
考 What（什么构件）？Who（叫什么
名称）？When（什么时代）？Where
（在什么地方用）？Why（为什么要
这么用）？How（怎么用）？累进阅
读进而就能随着作者的叙述，思考
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种种奥秘，享
受它雍容典雅的美，进而思索它与
王权、与社会的神秘关系。

细读本书，我被作者的专业态
度、敬业精神，深入浅出的解说技巧
深深地打动了。手上捧着的是一本
看似简单的科普读物，但编辑过程
中，反复地商讨、研磨至今历历在目，
这种打磨经年累月，一晃就是近十
年！期间，雷冬霞女士经历“炼狱”般
的煎熬，非有极大的毅力难以坚持！
令人欣慰的是，光阴十年白驹过，而
今正果终呈上瑶台。（同济大学）

书山有径

读图识古建
——读《中国古典建筑图释》

水光潋滟 ■张文忠

意犹未尽

■魏鸣放 文

小的时候，在我们工人新村老
房子，前弄堂，有三棵法国梧桐；后
弄堂，是一棵高大的杨柳。童年的
夏日里，好像全世界的知了，都集中
在这几棵树上。

那年，44 岁，还在电视大学读
英语“专升本”。虹口区的大柏树，
是电视大学劳动局分校所在地。那
里，以大柏树为名，却没看到半棵小
柏树。学校的操场很大，空空荡荡
的，尤显荒芜。操场边上，好几棵樟
树，远远地望去，那几片常绿的树
冠，气象庄严，状若天边的大云。

记得周末夏天，在里面很大的
食堂吃饭。中午饭后，人散了，下午
还有课。期间，一个人，横躺在里面
的长椅上。麻雀从高高的窗口飞
入，叽叽喳喳，叫得尤其响亮。半睡
半醒中，目光迷离间，看外面，大树
的绿影，透了进来，泻了一地，一地
斑斓到了身下。

有时，大家三三两两，站在大樟
树底下聊天，人到中年，却早早被人
以“老”相称。记得，二十年前，上世
纪八十年代，曾在虹口区一个学校
考场的操场上，在那些平均年龄32
岁以上，电视大学中文专业第一批
自学考生中，我，作为一名 24 岁的
青工，年龄恰是偏小。

一晃二十年过去。“木犹如此，
人何以堪！”东晋大将军桓温率兵
北征，经过金城，见到当年自己种下
的柳树，已有十围之粗，“攀枝执条，
泫然流泪。”

以后，在杨浦火车站，也看到一
片樟树小林子，就在东北一角。大
白天里，竟是一片阴暗的世界。举
头望，高高的树外，阳光斑驳，百鸟
喧叫。底下，七八棵樟树，树干如
墨，盘曲如铁，树影迷离，恍若一片
水底世界。那青黑树干上，好似卧
着老猫，或豹子，或蟒蛇。中间空地
上，有一个水池。水中，一个鲤鱼石
雕像，一片荒芜废弃的光景。

近年以来，猛发觉，樟树真的多
了。现在城市的小区内，几乎没了
柳树。记得早年，路边的行道树，大
都是柳树和梧桐。如今，柳树已悄
然而退，渐渐退到扬州瘦西湖两边，
退到古城西安的灞桥折柳处。

樟树，常绿大乔木，与楠树、梓
树、梧桐树并列，素有江南四大名木
之称。

今天的上海，大路小路上的行
道树，显然已成为樟树和法国梧桐

“双木”独大的天下。
但是，如你没到过武汉大学，你

不知道，平时见惯了的法国梧桐，树
干之粗，可几人合抱，树身之高，可
达八层楼顶之上。同样，如你没到
江西，没去过赣江，你无法想象，无
数的樟树，可称为天下最为美丽的

“古木”。
江西吉安，在赣江边上，樟树大

而且多。尤其因着那里湿润的气
候，不少背阴的地方，一些樟树身
上、底下附着浓绿的青苔。抬头看，
分明是树干长着三种叶子，除了樟
树的叶子，另处两种更为漂亮，一种
蕨类野草，如一支支长长的鹅毛，寄
生于树皮纵向裂纹积土的树上，一
羽又一羽凌空而起。另一种寄生野
草，叶子心形掌状，在长长的蕨类仙
草下，裹一段段树枝，或绿或黄，宛
如黑釉碗盏中贴上的一片真的树
叶，煞是生机盎然。

在吉安白鹭洲书院，当年文天
祥求学的地方。漫步其间，抬头所
见，亦都是“三叶子”樟树。不禁遥
想当年，在这样美丽的大树下，少年
的文天祥，寒窗读书，每日，俯读仰
观之际，定会吟诵屈原的《橘颂》：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
生南国兮。”

诗抒胸臆

山势如孤悬的心
柴门古朴，清瘦得像隐居
的道长

门外是油菜花、桃花、梨花
织成的锦绣
小镇的繁华春意走到石桥
边就止步了

还是看我如何拾阶而上，
扶着春日的暖风，向上
在天马山的背上做一回春
天的骑士

沿途，风悠闲地荡在秋千上
阳光透过枝叶，漏下的流
年光影

碎了一地。在斜塔的阴影
里顿时没了踪影
瞬间即过往：在我回头的
刹那

春色
■张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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