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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用心旅行
□ 徐静

“旅途是一连串惊喜。我希
望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
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
容，只要贴得足够近，就有可能
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
一位画家如是说。这位画家就
是英国女风景画家艾米丽。

1907年，英国女风景画家
艾米丽进行了一次济南、泰山、
曲阜的旅行。跟随《一百余年
前，英国女画家笔下的山东》一
文，我们可以借助一位外国人
的文字和画笔，窥见一百多年
前山东当时的社会情状和人们
日常生活的一鳞半爪，更可以
欣赏女画家画笔下雄伟壮阔的
泰山、绿树掩映下的孔庙，当然
也有她记忆中骑马撑伞的中国
卫兵……“如果时间足够的话，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边走边画。”
用画笔记录旅行，是一件极为
浪漫的事情。比起直观的摄影
照片，画作也更加生动和有趣，
因为其中凝聚了画家自己的情
感和思想。今天我们欣赏这组
画作和文字，不仅感慨于一位
外国人对当年中国观察之细
腻，更感慨于其对中国人的亲
近和友好。

曾经在杂志上看到一句
话：“旅行时请不要走得太快，
等一下自己的灵魂，身体跟灵
魂在一起才能体会最美的境
界，看最好的风景！”就如同专
门研究《水浒传》的刘传录老
师，相信他去爬泰山，一定会有
与女画家艾米丽完全不同的视
角，因此看他笔下的泰山，不仅
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五岳之首，它更是《水浒传》
的精神家园，关于泰山 (及泰
安)故事、场景的铺写，贯串了
一部《水浒传》。其中所展示的
寺观庙宇、神祗供奉、风俗民
情，应是当时泰山社会风貌的
真实反映。泰山的博大精深正
是水浒所反映生活的补充，是

《水浒传》及其作者的精神归宿
地，从这个角度说，水浒文化是
泰山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如果
我们自己读读孔子的《邱陵
歌》、司马迁的《封禅书》、曹植
的《飞龙篇》、李白的《泰山吟》、
杜甫的《望岳》等诗文后再去爬
泰山，那每个人心中的泰山也
该是不一样的风情吧。

旅行，考验的是旅行者的
思想、认识和审美等等，让我们
尽快开启属于自己的“用眼旅
游、用心旅行”的行程吧。

枣刊前絮语

一一百百余余年年前前，，
英英国国女女画画家家笔笔下下的的山山东东
□ 李之凡

济南：
最美还是碧湖红荷

“这的确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到处是汩汩流淌的泉水，清澈明
艳，波光闪闪。这些可爱的精灵不
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向何方去，它
们在街巷柳丛间穿行着，永远也
不会消失……”

1907年夏，艾米丽乘船抵青
岛后转火车赶到济南。济南城里
流淌的泉水，让这位女画家感到
惊奇。

这是艾米丽第二次来中国,十
四年前的1893年，她到山西探望
传教的父亲，在太原住了整整一
年。对于中国圣人孔子的故乡，
艾米丽神往已久，这次专程旅行
采风。

在趵突泉，艾米丽按捺不住
创作的激情，支起了画架。在她眼
中，“泉水汩汩喷涌，泛出雪白的
水花，宛如碎玉。池水碧幽而生
动，池畔是一个有着大红漆柱、金
色琉璃瓦的亭子，碧波半绕，柳丝
悬垂……”艾米丽心中感叹：“好
一幅典型的中国式图画。”

女画家挥动画笔，在雪白的
画纸上染色铺彩。不一会儿，她身
边就聚满了围观者，官府派来保
护她的卫兵见人多了，一个劲地
驱赶。艾米丽倒觉得无所谓，在她
看来，中国人安静而有礼貌。

随后，艾米丽来到大明湖。在
她眼中，大明湖是“济南最漂亮的
地方，也是中国人主要的旅游胜
地”。艾米丽上了船，桌上的茶水
刚刚泡好，溢出阵阵清香。游船穿
越丛丛芦苇，一片红的、粉的荷花
映入眼帘。艾米丽俯身船舷，艳丽
的石首鱼像一道光似的来回穿
梭。船行处，不时有野鸭子从水里
冒出来。

大明湖畔有不少酒楼客栈，
富绅达官、文人墨客常来此“聚
乐”，品茶饮酒，纵情赏景。艾米丽
想到，“倘若能够月光下一游，是
再有魅力不过的了”。

“这是我见过的最迷人的鸟
笼子，笼顶内侧正中，画有一只
可爱的小鸟，瓷质的食碗和水杯
玲珑精致，花色形状各异，用雕
刻 成 小 人 状 的 木 扣 固 定 在 笼
内。”湖边玩鸟者的鸟笼，引起了
艾米丽的兴趣。艾米丽看到，一
位玩鸟者将笼子底部浸到路边
的小溪中，让小鸟在溪水中洗
澡。不一会儿，玩鸟人将笼子挂
到树枝上晾干，惬意地对他的鸟
儿吹起口哨。

当然，艾米丽在书中也记下
了这座城市不堪的另一面，譬如

“肮脏狭窄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街
巷”，“人流熙攘时，人力车、手推
车、牲口、轿子与行人拥堵在一
起，引起看来无法解决的交通问
题”。

在济南，艾米丽照例拜会了
这里的最高行政长官——— 山东巡
抚。令她十分满意的是，她身边训
练有素、礼貌而负责的护卫，是巡
抚亲自安排的。

泰山：
攀登艰难方显壮丽景色

来到泰安，艾米丽住在城里
妇婴医院一个美国老太太家中。
这家医院由美国传教士创办，这
位在泰安生活数十年的美国老太
太，热情接待了艾米丽，接着叫人
去雇篼子，准备明天送她上山。

第二天一早，艾米丽乘坐篼
子赶到泰山脚下。篼子是一种专
门走山路用的竹轿，中间是一把
竹椅，左右分别捆一根竹竿，前后
各有一轿夫抬行。对于抬篼子的
轿夫，艾米丽称他们为“爬山虎”。

上山的路程，47岁的艾米丽坚持
自己攀登。

路一开始并不是很陡，沿途
不多远就有一座寺庙。艾米丽无
暇进庙参观，她要省出时间和精
力走完通往山顶的六千多级台
阶。五个多小时后，艾米丽到达中
天门，之后台阶更加陡峭。她一级
级数着，最后一千多级台阶，大多
窄得只能容纳脚的一部分，艾米
丽形容它为天梯。天梯旁边，悬着
沉重的铁链，供上山的人攀拽。

那时，像艾米丽这样登山观
景的极为罕见，绝大多数是朝山
进香的香客。艾米丽了解到，香客
最盛时一天多达万人，上年纪者

和小脚妇女跪着向上爬，只有富
人和官员才雇得起篼子。艾米丽
亲眼看到，有一名中国妇女四肢
着地，匍匐着向上爬。

终于登上山顶，艾米丽发现
这片相对平坦的台地上有几间
茅草房，很像是到了苏格兰。山
顶有几座庙，一座是孔子的，一
座是玉皇大帝的，还有一座是泰
山奶奶的。立于泰山之巅，疲惫
至极的艾米丽看到了从未见过
的壮丽景观：“远处的山峰层峦
叠嶂，无数村庄点缀于山谷间；
闪闪发光的河流，像一条条玉
带，蜿蜒飘逸，消失在无垠的空
间……”

下午下山时，艾米丽再没有
勇气走下去了，选择了乘坐篼
子。当“爬山虎”将她抬下几乎垂
直的阶梯时，这位女画家心惊胆
战：石阶狭窄而陡峭，“爬山虎”
只好侧转着抬篼子，下山的速度
极快，一旦失足，自己就完了。这
个在艾米丽看来充满惊险的回
程，仅仅用了两个半小时。

孔庙：
富丽堂皇足够体面

艾米丽到达曲阜时，受到了
更为隆重的礼遇。当晚在曲阜城
的住处早已安排妥当，晚餐竟然
是欧式的。第二天前往孔庙参
观，又加派了三名随从、四个卫
兵，加上原有人马，竟排成了一
支长长的队伍。

曲阜城墙外，护城河静静的
水面上浮着片片荷叶，灯芯草和
香蒲在风中沙沙作响，轿子在路
边大树下穿行。心怀对孔圣人的
向往，艾米丽感到眼前的一切都
是美的，而且“魅力非凡、美到极
致”。

“孔庙在一座占据了城内整
整一个区域的庄园里面，庄园之
中有许许多多树，足以体面地衬
托那与孔教有关的一大群建筑
物。”孔庙的宏伟，让艾米丽大开眼
界。艾米丽认为，孔庙是全中国最
好的建筑之一，规模宏大，富丽堂
皇。大成殿有着杏黄色和绿色琉
璃瓦的双层屋顶，檐下的构件以
鲜艳的颜色装饰，外面还罩着一
层网，防止鸟类在此做窝。

步入下一进院子，登上一座
建筑的顶层，艾米丽立于窗前向
外望去，绿树掩映下，远处的大成
殿与近处的另一座庙宇层叠出
现；成群结队的鸽子以及一些不
知名的鸟儿，在树丛与飞檐间穿
梭纷飞。艾米丽打开画夹，描绘了
这一景象。

孔子墓是艾米丽此行必须朝
觐的。出城不远，便是孔子墓。在艾
米丽的记忆中，“孔子墓简朴而庄
严，一处满是绿色的丘堆前面，低
低的基座上竖有一块有题字的石
碑，仅此而已，正合乎这位圣人的
理念”。

回城途中，下了一阵小雨。前
面骑马背枪的卫兵，一手撑起了
红色的大伞。艾米丽对这些彬彬
有礼的中国卫兵，一直有着良好
的印象，后来她凭记忆绘出了中
国卫兵骑马打伞的形象。

100多年前，英国女画家、苏格兰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Emily

Georgiana Kemp)来到中国，在山东期间游览了济南、泰山、曲阜等地。这位47岁的女画

家不仅用画笔再现了各地胜景，而且撰文著述、出版游记，向西方社会介绍她所见到

的中国。在《中国的面容》一书中，艾米丽以优美的文字、细腻的笔触和独特的视角，向

西方读者展示了“圣地”山东的美丽景色和丰厚文化。

▲《泰山》——— 艾米丽作

《骑马撑伞的卫兵》——— 艾米丽作

《孔府内的庭院》——— 艾米丽作

艾米丽自画像

□编辑:徐静 □美编:：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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