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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故居

□孙荔 色彩西藏

驴友
笔记

□刘泳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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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西藏， 色彩是让人无法忘怀的记
忆。 西藏的色彩是简洁的、 强烈的。 透明
的蓝， 圣洁的白， 活力的红， 神圣的黄，
默默的青， 饱满的绿……都会令人陶醉到
眩晕。

很多时候， 湛蓝这个词是滥用的， 但
西藏的天空是湛蓝色。 这蓝比平时看的要
更深、 更匀、 更静、 更清 ,只有这样的蓝
才该用 “湛蓝 ”。 蓝色 ， 是西藏的底色 。
这样的蓝 ， 是毫无瑕 疵 、 纯 净 清 透 的
蓝 ， 有它作底色 ， 云更白了 ， 天更低
了 ， 人更渺小了 ， 心胸更开阔了 。 走
在西藏摄人心魄的蓝色天空下 ， 人们
通常会忘记自己 ， 眼中的风景夺走了
人 们 所 有 的 心 思 ， 经 它 渲 染 的 山 水 ，
无不闪烁着纯净明快的美。

在西藏， 雪山是人们崇拜的神， 很多
的雪山都有美丽传奇的故事， 白色是雪山
的颜色， 是最圣洁的色彩。 藏族人自古就
有崇尚白文化的传统 , 认为洁白、 无瑕最
能表达和象征人的真诚、 纯净的心愿， 所
以哈达一般都是白色的 。 在山间 、 在佛
堂、 在千年的老树身上、 在藏族人家的房
前屋后， 我们都能看到洁白的哈达。 你会
被这种神圣的白色所包围着， 让你为这种
纯净、 真诚而感动。

红色在西藏是耀眼而神圣的， 无论是
僧人穿的绛红色的袈裟或是用圣柳垒成的
布达拉宫红墙， 还是藏族少女们以红色为
主的藏袍， 总让人感到有一种凝固的美，
让人挥之不去。 置身在雄伟、 宁静 、 祥
和的布达拉宫 ， 我脚踏着红色的木地
板 ， 手扶着红色的层层扶梯 ， 满眼是
身着红色袈裟的僧人 ， 还有不灭的酥
油灯 。 你会被这红色包裹着 ， 耳边萦
绕着如红色一样浑厚悦耳的梵音 。 站
在宫顶的平台 ， 抬眼望去 ， 看到的就
是红色白色的墙和蓝色的天， 而红色在
这里是那么充满着活力， 那是一种只有生
命才会有的活力， 她像火焰把生命的热情
在雪域高原尽情的燃烧。

金黄色在西藏应该是指阳光和佛的色
彩， 她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金色是一种
敬意， 也是一种寄托， 更是一种光芒， 这
种光芒可以普照大地， 可以普渡众生， 她
是神的色彩， 也是人的色彩。

西藏的色彩， 总会使人感到神圣， 总
能把人变得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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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蝶在上海居住过的地方不
少， 通常人们所说的胡蝶故居，多
指四川北路1906弄(余庆坊)52号的
小楼。 她在此居住有八年的光阴。
在此期间 ，胡蝶成功出演了 《秋扇
怨》《电影女明星》《铁扇公主》等影
片，并以最高票数当选了民国时期
的“电影皇后”。

这幢上世纪30年代的小楼隐在
一处旧式里弄的深处， 保存完好，
洋溢着浓浓的历史气息。 在多伦路
名人街的对面，十几栋石库门老式
楼房组成的街坊 ， 清一色黑漆大
门 ，来到这里 ，感觉就像走进了民
国。 石库门的门楣上，有着岁月浮
泛而起的光泽 ， 那些雕花依稀可
辨 ， 斑驳而沧桑 ， 残留着当年精
致的风情。

胡蝶旧居现为一处民宅 ， 门
口两盆花昭示现在的主人很有情

趣， 粉饰一新的外墙， 让人可以想
象房子内部的精致。

胡蝶生于1908年的老上海， 原
名胡瑞华， 电影生涯横跨中国默片
时代和有声片时代。 她一生饰演过
多种角色。 当年， 出道不久的胡蝶
与男演员林雪怀相恋， 并于1927年
3月举办订婚仪式， 可后来胡蝶越
来越红， 而林雪怀日渐遁迹， 还遇
上了新欢。

二人分手后， 一个叫潘有声
的 男 人 出 现 在 胡 蝶 生 活 中 ， 他
在 洋 行 做 事 ， 有 事 业 心 ， 为 人
持重 ， 爱胡蝶可谓之深， 他们于
1935年底举行了婚礼。

抗战时期， 他们逃亡到重庆，
可到重庆不久， 胡蝶就被国民党军
统局局长戴笠所控制， 没能再拍电
影， 她每天都在百无聊赖地打发着
岁月。

1945年 ， 抗战胜利了 ， 正在
这时， 命运转了一个弯， 戴笠因飞
机失事丧生。 胡蝶便与爱人潘有声
静静地离开上海到了香港。 胡蝶晚
年移居加拿大， 1989年病逝于温哥
华 ， 遗言留下一句 “胡蝶要飞走
了， 蝴蝶飞走了……”

在胡蝶故居路旁， 粗大的法国
梧桐树像位苍桑的老人， 诉说着岁
月的厚重 。 一些时尚的小店 、 餐
厅， 在树荫中若隐若现。 旧时这条
马路属于法租界， 有个洋气的名字
叫亨利路， 这里的小别墅小公寓有
着欧式情调， 这份情调是老上海所
独有。

黄昏， 柔和的路灯散发着神秘
的光芒， 让人仿佛回到了民国时代
的上海 ， 那些个绝代风华的日子
里 ， 我们看到胡蝶穿着曼妙的旗
袍， 缓缓走在回家的路上……

烟花三月下江南
■带你旅游

□潘艳菊

又一个江南的三月 ， 按捺不
住春光的召唤 ， 再次踏上江南的
旅程， 追寻一个陌上花开的故事。

故事的发生地是位于浙东的
小城临安。 故事的主人公叫钱镠，
临安人 ， 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
建者 。 从一个小小的盐贩 ， 投身
行伍 ， 逐渐占据两浙十三州 ， 先
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 、 吴王 、
吴越王 。 这是一位中国历史上颇
具传奇色彩的一个皇帝。

小小临安城 ， 遍布古吴越国
遗迹 。 武肃里即钱镠墓 ， 地处市
中心， 苍翠的松柏、 凄迷的芳草，
幽静中带着庄严 ， 是浙江省唯一
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

穿过石牌坊 ， 迎面一座钱王
祠 ， 供奉着钱镠的塑像 。 过了祠
堂， 就是钱镠墓了。 墓坐北朝南，
上有大型封土堆 ， 坟上环植苍松
翠柏 。 墓前不远的草地上有一株
樱花 ， 风过处 ， 花瓣簌簌而下 ，
真应了武肃王那有名的 “陌上花

开， 可缓缓归矣”。 这生前的情意
和身后的景致对应在一起， 让人产
生穿越历史的恍惚感。

一千多年前， 据说， 那一日，
他在杭州料理完政事， 走出宫门，
见春色将暮， 陌 （道路） 上已是桃
红柳绿 ， 姹紫嫣红 。 夫人回家省
亲， 离开不久， 钱镠思念夫人， 触
景生情， 写信给夫人说： “田野上
的花开了， 你别急着回家， 慢慢地
逛回来吧。” 那时的中原， 生灵涂
炭， 战乱离人。 而那时的江南， 却
有一个男人， 只因陌上花在开， 所
以， 叮嘱了自己的妻子安心赏花，
伊人可以缓缓归。 从此这封信成为
中国最美的情书。

遗迹尚有婆留井。 志载： 钱镠
出生时有异象， 其父欲弃井中， 婆
奋留之， 故曰 “婆留井”。 历史自
有其诡谲与从容， 否则大概也没有
后来吴越国的故事了。 和着阳春三
月的微风， 四周金灿灿的油菜花摇
曳多姿， 蜂飞蝶舞。

一天下来 ， 凭吊过历史的遗
迹， 免不得游目骋怀： 钱镠， 和他
的吴越国， 早就湮灭了， 却留下个
繁华的江南， 一句美丽的诗。 而一
千多年过去了， 江南三月依然花开
陌上 ， 写下这句诗的人 ， 他的生
处、 死处， 都长存在陌上花间了。

暮春的风 ， 仍挟着
丝丝的凉意 ， 不过 ， 吹
在脸上是舒适的 。 我在
上海街头寻找余庆坊52
号 ， 演员胡蝶曾住过的
三层砖木结构小楼。

名人故居是一个城
市的文化载体 ， 不仅能
提供深远丰厚的历史回
忆 ， 也能给城市发展提
供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