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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方原 记者 周加姚

千年宋韵诗意“流动”，时空交叠，新旧共生；个性

表达嵌入园林，与古为新，和合共生。在“云间第一楼”

之南，方塔园独占一方风流，一园之内，古堑道、其昌

廊、何陋轩、养德轩……包罗万象。

削尽冗繁，尊古存真
方塔园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冯纪忠先生的晚年杰

作。1978年，冯纪忠接到以千年方塔为中心建一个历

史文物公园方塔园的任务时，只见大片荒地中，宋塔与

明代照壁静默相对，很难让人想到这里原是唐宋松江

府的中心，府衙、城隍庙与兴圣教寺所在地。

与古为新，彰显宋韵，成了冯纪忠的设计构想。冯

纪忠认为，与古为新的前提是尊古，尊重古人的东西，

能够存真。其次，要让方塔在全园散发韵味。为此，他

在设计中参考松江河湖水网交织与局部山峦起伏的地

形条件，再以宋韵为主线，辅以碧水、古木等源于自然

的“饰品”，让游客不由浮想联翩，畅想昔日唐代市河从

此穿越而过的繁荣景象。

园林的整体设计为何不取明清，而独取宋代的精

神？不仅仅是因为作为全园主体且年代久远的宋塔本

身便在传达宋之神韵，更是因为宋代文化精神普遍具

有追求个性表达的取向，在园林设计从“形、情、理、神、

意”的转换过程中，主客体交融，师法自然，彰显情怀，

与设计者本人的“意”不谋而合。

既是方塔园，那就要在视觉上先着重突出一个主

体，这就是建于北宋元佑年间的方塔。方塔能屹立千

年而不倒，源自其科学而巧妙的塔身构造。令人称奇

的是，此塔虽为宋塔却呈现唐代楼阁式砖木结构，塔身

木材用料较多却没有虫蛀、腐朽。值得一提的是，塔身

建成时就往东南方倾斜。原是松江多东南台风所致，

能工巧匠便将此自然因素纳入设计考量，不由让人称

赞古建筑之妙。保持古建筑原真，不多做华丽文章，成

了设计的重中之重。因此在设计过程中，不仅采用了

与文物相协调的小青瓦顶，更以具有时代特征的轻钢

结构，表达了对历史的充分尊重。最终，在强烈的情感

共鸣中，从情境相融的细微之处入手，一个兼具宋代精

神的现代园林，显露真章。

得享静谧，城中寻幽
进入园内后，自有禅意袭来，身心与园外喧闹自然

隔开。在旷远而幽静的空间里，各景点互成对景，步移

景异，别有一番城中寻静之乐趣。

寻访方塔园，让游客得享片刻静谧，是游园主

线。但一味的静，往往过于呆板。动静相宜，方显韵

味，而这则通过园中巧妙设计的多处风景对比，得以

生动体现。其中，园内每棵树的品种与栽种位置都

经过精心设计。走进园中，先迎堑道，奇秀方塔，在

前若隐若现。两壁弯折，草木映衬着壁墙，让人对见

到前方景色的期待不断积聚，从而加重了见到方塔

时的惊喜之感。走到堑道尽头，正前方是雄伟的清

代上海妈祖庙，左前方是开阔的方塔广场，眼前豁然

开朗。

隔湖远望方塔，院墙仿佛方塔底盘，人工石岸与

草坪加以点缀，方塔之峻美愈发深入人心。不仅如

此，园中各独立的个体，更是和谐自然地融入整体之

中，随着光影流动、四季轮转，不停地散发着魅力。位

于方塔旁的砖刻照壁，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是上

海乃至全国最古老、最精美、保存最为完好的大型砖

雕艺术珍品之一；天妃宫作为现今上海地区唯一幸存

的妈祖庙遗迹，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大殿俊秀，气

势恢宏；位于园内其昌廊西侧的兰瑞堂，风格简朴，古

韵盎然。

位于方塔园东南角竹林深处的何陋轩，更是深得

古人笔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之

真意，融情于景，与心宜也。其与竹景自然交融，自成

园中之园。人们在喝茶歇脚，各得其乐。

与古为新包万象 千年方塔显奇秀
——探寻方塔园中的宋韵

本报讯（记者 周加姚 摄报） 两名宇航员

的萌趣形象近日出现在袜子弄环城路路口一栋

居民楼外墙上，这幅巨型涂鸦作品（见左图）给

颇有年代感的居民楼增添了新鲜感，十分吸人

眼球，受到居民的喜爱。

记者在现场看到，涂鸦作品画幅巨大，几乎

占据一栋 6层高居民楼的一整面侧墙。涂鸦描

绘了两名小宇航员的形象，其中一名手中拿着

蒲公英在飞翔，另一名头上戴着有竹蜻蜓的帽

子，萌趣感十足。宇航员作为画面的主体是明

黄色，而画面的背景为蓝色，蓝黄两种颜色对比

强烈，呈现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吸引了路人的

眼球。“这幅画好大！好漂亮！”一名路过的小女

孩一边赞叹，一边学着涂鸦中的宇航员做出了

相同的手势。

“从画面中两名宇航员的身形比例可以看

出是两个小孩子，他们正在惬意地玩耍，宇航

员代表着对未来的展望，画面呈现出一种朝

气，希望能为袜子弄增添一丝活力，也让居民

与路人感到轻松、有趣。”涂鸦创作者、画家施

政说。

据了解，在创作过程中，施政需要站在升降

机上，缓缓升至半空中作画。“在我创作涂鸦的

过程中，经常有路人驻足围观，大家觉得很新

奇。”施政告诉记者，此前，他曾在云间粮仓绘制

同为宇航员主题的巨型涂鸦，吸引了不少游

客。这次他受中山街道相关部门的邀请，为袜

子弄居民楼绘制涂鸦，提升居民楼形象。

本报讯（记者 周加姚） 风味豆乳、豆渣饼、豆乳冰激凌、豆乳

刨冰、豆乳咖啡……拾谷·云间豆腐店日前在云间粮仓开业，将豆

制品与咖啡、冰激凌、刨冰等有机融合的同时，保留了经典的豆

浆、豆腐等传统食物，可谓老少咸宜。

“现在喝咖啡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也能有越来越多人爱喝

豆浆。”拾谷·云间豆腐店店主许胜洪说，松江人爱吃豆，也擅制

豆，泗泾豆腐、李塔汇豆制品等便是最好的佐证。如今，虽然豆制

品常吃，却不见了豆腐店。“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村村都有一家豆

腐店。磨豆、煮浆、点浆等做豆腐的步骤，都能目睹，让人赏心悦

目。”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松江人，许胜洪很怀念儿时的豆腐店，

也萌生了把豆制品发扬光大的想法。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丰富的产品，在店铺二楼的体验空间里，

还有一盘小石磨，不少孩子正新奇地围着石磨研磨豆浆。“我想做

一个文化传播者。食品制作工业化让食品更安全、卫生，但传统

研磨豆浆的方式也不该被遗忘。”许胜洪说，每当孩子们好奇而小

心地转动磨盘，他都感到非常快乐。

本报讯（记者 周加姚）“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10月16日，上海芭蕾舞

团带着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见下图）首登松江，在云间剧

院与观众见面。

《闪闪的红星》原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儿童红色电

影，上映于1974年。该片讲述了上世纪30年代，在艰难困苦的环

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在无数观众心中留下深

刻印象。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以红色经典为蓝本，立足当代，

进行了全新的艺术创作。电影中的潘冬子是一位浓眉大眼、活泼

可爱的少年，而芭蕾舞剧则让大家见到了已经成年的潘冬子——

一位英勇的红军战士。

舞台上，故事从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徐徐展开，他追寻行

军路上的种种与儿时的记忆交织，令潘冬子更加坚定了信仰——

为救起更多的母亲、守护更多的家庭而奋战到底。舞剧分为序

幕、第一幕：觅、忆、火，第二幕：誓、行、战和尾声。有记忆交织的

苦涩，也有浴血奋战的激昂，演员情绪饱满。舞台上力与美的结

合，感染了现场的观众。

谢幕时，《红星歌》再次响起，观众们纷纷跟着熟悉的旋律鼓

掌并轻声哼唱。“《闪闪的红星》是我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但是这次

是芭蕾舞剧的形式，很吸引我。”前来观剧的市民说，自己特地带

着孩子一起来看，“这样的演出震撼又充满正能量”。“这是一部渲

染着芭蕾式浪漫色彩的新时代红色经典作品，我们希望通过艺术

引领观众感受红色文化魅力和革命精神力量，让红色基因永续传

承。”云间剧院品牌部负责人孙婧说。

寓居云间近十载 寄情山水绘丹青
——黄公望与“九峰三泖”的情缘

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首登松江

记忆里的“潘冬子”长大了

云间粮仓豆腐香
传承创新滋味浓

涂鸦绘上墙 旧楼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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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加姚 通讯员 尹军

史载松江“自东都以后，陆氏居之，康绩以

行谊闻，逊抗以功名显，机云以词学名。”历代以

来，松江人文荟萃。“河北烽烟地，江南花柳春。”

明代陈子龙的这句诗叹，是对松江古来鲜兵火、

少战乱的真实写照。元末，峰泖毓秀的松江偏

安一隅，加之华亭升府和礼贤下士等缘故，文化

名人纷至沓来，黄公望便在寓居文人之列，并与

松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寓居云间近十载
黄公望的仕途生涯颇为坎坷，他曾遭牵连

入狱，出狱后对仕途仍抱有一丝希望，便投奔

好友杨载。杨载随即写了一封介绍信，让黄公

望到松江知府汪从善那里谋个差事。奔赴松

江后，黄公望还是没能谋得一官半职，这使他

心中的期待再次落空。万般无奈下，他只能在

松江柳家巷以陆姓祖业为暂居客舍。后来的

数年中，他广结好友，并与他们一道谈诗论画、

往来甚多。

因为多年积累的人脉，黄公望可以游刃有

余地穿梭于豪门文士家中，这也为他接触各类

书画名迹、临摹名画、提高画艺提供了便利。在

刻苦的练习下，他所作的山水画逐渐有出神入

化的迹象并声名大噪。放弃功名后的黄公望逐

渐澄心定意，将自己融入到山水中，有时一整日

都呆呆地坐在石头上。许多学者认为，黄公望

终日坐在荒山乱石丛木中，是在体察自然造化，

这才有了其丰富变幻的笔墨。

晚年的黄公望过着云游的生活。根据王逢

的诗句“十年淞上筑仙关……几时来隐陆机山”

来看，黄公望先后在松江居住了约十年，与避居

松江的杨维桢、曹知白、王蒙、倪瓒等人往来密

切、诗画唱和。

多幅画作画“九峰”
黄公望与松江书画有着不解之缘。他得

赵孟頫真传，而赵孟頫的妻子管道升是松江

人，赵孟頫作画时喜欢将书法融入绘画，黄公

望作为他的学生将这点发扬光大。唐建华亭

县前夕，为纪念陆机胞弟陆云，九峰中的横山

改称横云山。黄公望原本姓陆，于是在寓居松

江期间，曾选择横云山建筑屋舍，并命名为“黄

公庐”。他云游时会随身携带纸笔，见到令人

激动的景色便即刻摹绘下来，在“九峰三泖”的

自然胜景之中，他苦苦思索和寻觅山水艺术之

道并得以顿悟。

《九珠峰翠图》作为黄公望于松江期间的作

品之一，既反映出高隐山水在松江画坛的盛行，

又因其承载着黄氏与松江文人圈的情谊而愈显

弥足珍贵。此画约作于黄公望 70岁时，在他辞

世后十余年，杨维桢和王逢为此画作了题跋。

“九珠峰翠”画题，源出杨维桢的题诗“九珠峰翠

接云间”，诗中所谓“九珠峰”，便是松江的“九峰

三泖”胜景。画作虚实有度，层峦叠嶂，凝晖郁

积，以点线交织出黄公望历经波澜后终归平静

的内心世界。

关于黄公望的松江情缘，从他的另一幅佳

作《九峰雪霁图》中也能窥见。黄公望自71岁起

开始师法古人，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

格。因仕途不顺造就了黄公望远离世俗的思

想，绘画也逐渐呈现出天真平淡的意趣。在这

样的背景下，他于 1349年完成了《九峰雪霁图》

的主体部分，画作章法严谨、险中见稳，表现出

九峰的高耸和山谷的幽邃。

此外，根据画史记载，黄公望的画作中反映

“九峰”主题的作品还有许多，如《九峰三泖图》

和《松江送别图》等。

《富春山居图》或收卷于松江
《富春山居图》是黄公望的代表作，是中国

古代十大名画之一，后来被烧成两段，前半卷被

另行装裱，定名为《剩山图》，后半卷称《无用师

卷》（见上图），以无用禅师的名字命名。

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卷尾有

一段题跋，大意是 1347年黄公望闲暇之日于富

春山南楼开始动笔作《富春山居图》，用来赠予无

用师，因黄公望隐居山中，且经常云游在外，故此

卷并未很快完成，断断续续画了三四年。

1350年，黄公望特意把此卷放在行李中，早

晚得空便画几笔，此后便与无用师同客松江夏

家，由此可知《富春山居图》此时尚未告竣。无用

师担心此画被别人夺取，便要求黄公望在上面作

了题跋以明归属。故有学者认为，此图开卷绘于

浙江富春山居，收卷书于古称云间的松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