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森 （Essen） 这个城市的
名字是从 die Esse （烟囱） 的复
数 Essen 演变而来。烟囱林立，
曾经是工业文明的象征，据说
在钢铁工业最繁盛的时期，这
个只有 210.34 平方公里的城市
就有1600多只烟囱耸立。

19 世纪之前，埃森还是个
仅有 3000 余人、默默无闻的小
城，只有阿尔弗里德大主教于
公元 852 年创办的女贵族修道
院，让这座小城引起有女儿的
贵族家庭关注。欧洲工业革命
后 ， 鲁 尔 河 地 区 发 现 了 大 煤
田，煤炭的开发，带来了钢铁
工业的发展。1811 年，Fried-
rich Krupp 创立了克虏伯集团，
开始炼铁。到 19 世纪中叶，埃
森已成为世界著名的钢铁工业
城市。

第一次去埃森是应朋友邀
请 ， 参 观 “ 埃 森 国 际 轮 胎
展”。抱着会朋友的想法，来
到埃森展览中心。令我吃惊的
是，想象中黑乎乎的轮胎展在
这样一个世界著名的工业会展
城市竟然变得非常艺术非常浪
漫，每一个展位都设计得既独
特又时尚，既突出品牌特色又
充 满 文 化 内 涵 。 为 了 招 揽 观
众，带着面具踩着高跷的“大
海马”创意新颖，匠心独具，
摆着各种造型热情地与观众交
流。在写着 Reifen-GroBhander
的展位前，艺术家和裸体模特
目中无人，专心于美仑美奂的

人体彩绘创作中。
更没想到的是，问到埃森

最应该看的是哪里？几乎所有
被问到的人都告诉我：这里不
是旅游城市，没有什么文化历
史遗迹，你可以去看看关税同
盟煤矿，它是埃森甚至鲁尔区
的 化 身 。 乘 上 107 路 有 轨 电
车，繁华的城市被渐渐抛在身
后，快要到达 Zeche Zollverein
站时，远远地便看见一座高高
的 红 褐 色 铁 塔 耸 立 在 蓝 天 之
下。这里，完整地保留着煤矿
的基础设施，见证了过去 150
年中曾经作为德国经济支柱的
煤矿业的兴起与衰落。

埃森关税同盟煤矿成立于
1847 年，到1932 年第12号矿场
及其焦化厂落成，成为世界上
规模最大、效率最高、最现代
化的煤矿，每天生产 1.2 万吨
硬煤，是一般煤矿的 4 倍，包
豪斯风格的厂房，也是当时最
现代最漂亮的煤矿建筑。由于
资源枯竭、亚洲低价格煤炭的
竞争等原因，1958 年到 1964 年
期间，德国有 53 家煤矿关门，
将 近 35000 名 员 工 失 去 工 作 。
1986 年，随着第 12 号矿场的停
业，关税同盟煤矿也结束了它
曾经辉煌的历史。

煤矿倒闭后，北威州政府
并没有急于拆除厂房和生产设
备，而是将矿场全部买下，经
过精心规划和设计，改造成一
座独特的煤矿工业博物馆，成

为人们学习煤炭知识、了解工
业文明的课堂。埃森的大中小
学校根据不同课程需要，经常
来这里进行现场授课和实习。
这里，也成为埃森市民休闲度
假的好地方——

冲压车间被改造成鲁尔区最
有品味的餐厅；焦炭坑改造成别
具一格的游泳池；昔日的厂房车
间成为上演流行歌舞剧的大型剧
场，大厅内巨大的铁铸房梁让人
们常常忆起埃森的煤钢工业史；
走在高高架起的步行桥上俯瞰场
区，现代和历史的交汇让人感慨
万千；区域内著名的鲁尔区博物
馆、红点设计博物馆等以其迥异
的建筑风格、丰富的实物展品和
图片、品牌的影响力等，让 12
号矿场为主改造的关税同盟煤矿
工业景区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这个只有 57 万人口的城市，已
拥有约 200 座博物馆、120 家剧
院、250 个文化节以及 100 座音
乐厅等文化设施和活动。

埃森通过发展文化产业和
服务业实现资源枯竭城市和老
工业区转型升级重建的模式，
为世界提供了范例。2010 年，

“埃森-鲁尔”以“通过艺术
和文化发展实现后工业社会及
其景观转型和重建的模式”共
同获得“欧洲文化首都”主办
城市殊荣。他们到底采取了哪
些 值 得 借 鉴 的 举 措 ？ 下 次 再
谈。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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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诗白话 对联趣话

过去常有人抱怨说：故宫的大殿
总是黑的，天越亮里面越黑。我们得
跟大家不断地解释：因为保护文物，
古建筑不能通电，灯光长期照射文物
会老化。观众不理解，说那就别开
放，开放了还不让我们看。而老人、
孩子都往里面挤，很危险。

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这个事，开
始设计 LED 冷光源，不直射，反
射、衍射，不发热。我们把灯架脱离
古建筑 1.5 米，不发热，只要灯一
开，我们的两个安保人员就在两边监
控。消防部门同意了这个方案。

经过3年的努力，终于点亮了紫
禁城。过去太和殿这样，现在是这
样；藻井是这样的，现在是这样的。
中和殿点亮了，保和殿点亮了，乾清
宫点亮了，交泰殿点亮了。文化遗产
怎么融入人的生活？如果没有一种有

尊严的欣赏方式，反倒添堵。
我们还用3年的时间对环境进行

整治，室外进行了12项整治，室内
进行了10项整治。比如过去几十个
院落被石刻构件占着，有上世纪50
年代放这儿的，70年代放这儿的，90
年代放这儿的，不知道放哪好。于是
我们就在古建筑馆下面建一个石刻构
件保护展示园区，编上号，写上是什
么地方的，然后归档进入石刻构件保
护园区，观众可以参观，专家可以研
究修复。

过去故宫有200多个房间被空箱
子占着。这些空箱子也都是珍贵文
物，也要很好地保护。于是我们又建
了3个大型的箱子库房，把它们先保
护起来，等有条件时给修复好。这样
又腾出了200多个房间可以开放。

当然，更艰巨的是拆除临时建筑

130多栋，其中最严重的是彩钢房，59
栋3600平米，还有不是彩钢房的1.12
万平米。我们都进行了整治，做到了
紫禁城里面只有古代建筑，没有任何
一栋影响环境、影响安全的临时建
筑、现代建筑，这才叫把一个壮美的
紫禁城交给下一个600年——再过3年
紫禁城就600岁了。

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说道
路，过去故宫里很多是土路，1971
年尼克松访华，政府拨款建成了沥青
地面，几十年过去坑坑洼洼，市政管
道一通过，水泥一抹就是这样。过去
养护草地用铁栏杆、绿篱，结果草地
长得更不好了，没办法进去养护，所
以要改变。我们在全院恢复传统建
材，砖的地面、石头地面，走重车的
用石头，不走重车的用传统的砖。两
边去掉了上千米的铁栏杆，绿地长得

更好了，没有什么人踩，就是踩两下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难办的是那些井盖。故宫博物院
有多少井盖？原来我也不知道。前年

“9.3”大阅兵，有关部门对井盖贴封
条，封了十多天。我说你们封了多少
井盖？一共1750个井盖。坑坑洼洼得
不行，就把这些井盖做平了，这样才
像一个博物馆里的环境，付出了很大
代价。300多盏灯、电线杆子，在古
建筑里非常不和谐，我们把它换成宫
灯，做了300盏，白天是景观，晚上
可以照明。

总之，一点一点做，每天做一
点，生态环境是能恢复的。我们希望
人们再进入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是绿
地蓝天、红墙黄瓦的美景。

（倪瑞锋整理，清华同衡规划设
计研究院供稿。）

故 宫 “ 掌 门 人 ” 谈 遗 产 如 何 重 塑 生 活 （2）

将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
□ 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

故宫南三所区域环境整治前后对比

工业文化遗产：人类文明的新话题（2）

埃森的埃菲尔铁塔
□ 程 萍

对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它是运用汉语言文字所造成的两组数字相等、语

意相对、句式相似、对仗工整、音韵协调优美的句子
或短文，它是写于纸上，贴在门旁，或刻在柱子器物
上，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它运用对偶
的表现手法，把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丰富的生活内容加
以锤炼、浓缩和概括，是具有很强表现力的文学形
式。对联是从律赋、律诗中产生出来，又独立于其他
文艺形式的一朵奇葩。

汉语在世界各国语言中独具特色，它一字一音，一
音一义，一个个字，方方正正，整整齐齐，音节分明，
声调匀称，因而容易造成字形、字音、字义都两两相
对，整齐优美的句子或短文。所以，对联是汉语独有的
文艺形式。

对联又名楹联、联语、对子、楹贴等。诗的单位叫
“首”，文章的单位叫“篇”，对联的单位叫“副”。一副
对联由数字完全相等的上下（前后）两部分组成。上部
分叫“上联”，又叫“出句”或“对头”；下部分叫“下
联”，又叫“对句”或“对尾”。

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它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在于它的上联和下联，从数字、句式、词性，到平
仄、韵律等，全用对偶表现手法。而且，它常常是汉语
言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合体。千百年来，智慧的历代中
国人民，继承泱泱大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创作了浩如烟
海、无以计数的对联佳作。它较之其他文学样式，读者
面之广、应用性之强，堪称首屈一指。

在我这，从山庄窝铺到皇帝宫廷，从富户的厅堂到
穷人的茅舍，从贺婚庆寿到吊丧悯死，从庙宇亭榭到名
胜古迹，无处不见情绪各异的对联。节日、喜日，贴出
一副对联表示喜庆；祝寿送上一副对联，表示诚挚的称
颂和祝福；有人逝世了，献上一副挽联以寄托哀思。在
名胜风景区，描摹景色，摄取风情，挂上一副既富诗情
又具画境的对联，也能助人领略山光水色。对联与祖国
的名山大川、胜地佳境，相映生辉，放射着奇异的光
彩。

《特工袋鼠》
“袋鼠”并不是一名普通特工，除了

接受过特殊的情报训练、掌握尖端科技之
外，还拥有一项独一无二的能力：打开另
一个维度的“口袋宇宙”，可安全藏匿任
何东西。作为工业文明和科技革命的产
物，科幻文学警示科技极速发展之下的人
类处境，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痛与忧。通
过科幻这种文学形式，剖析和揭示科技之
于人的异化和人类的险境，让“未来”不
再渺远无物。

在德国各个城市火车站候车室的门口在德国各个城市火车站候车室的门口，，你都可以看到你都可以看到
这个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明信片这个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风光明信片。。
埃森明信片中最具代表性的埃森明信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埃森关税同盟煤矿第是埃森关税同盟煤矿第1212号号
矿场洗煤车间及其门前数十米高的煤炭提升井架矿场洗煤车间及其门前数十米高的煤炭提升井架，，被称为被称为

““埃森的埃菲尔铁塔埃森的埃菲尔铁塔”。”。20012001年年，，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级的工业文化遗产成为世界级的工业文化遗产。。

《星空的琴弦:天文学史话》
《星空的琴弦:天文学史话》是汪洁

的新书，讲述的内容从相对论换成了天
文学史，但不变的是故事性的叙述方式
和包含在其中的科学精神。汪洁在“讲
故事”这件事上相当大胆，他虚构了很
多细节，用小说化的手法来保证文字的
吸引力——不仅让人“读得下去”，还要
让人“放不下”。

《驱魔》
21世纪中期，病人杨伟在赤色汪洋

中的医院船上醒来，发现世界被人工智
能统治，病人成了算法的一部分，药战
争代替核战争，生命成为游娱、艺术、
痛苦和魔障的综合体。

《天父地母》
科学家楚天乐预言的空间暴涨提前

到来，人类智力将退回到原始状态，人
类通过努力成功在异星播下文明火种。
然而，由于严酷自然条件的制约，这一
新文明科学昌明，却缺乏道德制约。他
们为了一己私利，几乎灭绝了地球上自
己的“祖先”。最终，地球上最后一个人
类，用艺术之美及人性之爱完成了对残
暴的征服。

（上图）被称为“埃森的艾菲尔铁塔”的关税同盟煤矿第12号矿井井
架夜景。 程萍 摄

汉语独有的
一种文艺形式

□ 万明华 万明旭

（下图）埃森关税同盟煤矿洗煤车间改造的鲁尔博物馆内，大型机器设
备与展品和谐共处。 程萍 摄

结婚生子、金榜题名、功成名就，
均乃吉祥喜庆之事。中国人重礼仪，凡
亲朋好友、同事邻居每逢吉庆之事，免
不了要登门或面见道喜祝贺。对我而
言，以诗联相赠，却不失为一种既省钱
又不算太费力气的道喜祝贺方式。

2017年8月16日晚，中国科技馆基
金会同事饶荣亮偕夫人伊喆微信报喜，
告家中新添7斤小帅哥一枚，又一小生
命降临。这是 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
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育两
孩政策后，中国科技馆这对青年夫妇相
亲相爱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自然可喜
可贺。当天晚上，我遂作对联一幅，微
信回复祝贺：令尹添一人遂伊心愿，大
吉成双对；尧帝赐丰食惠民荣光，亮德
颂千秋。

令尹为春秋战国时期最高政务官之
称，尹添人字旁成伊，吉成双对为喆，
尧加食字旁变饶。联中或明或隐镶嵌了
饶荣亮、伊喆夫妇姓名。祝愿饶氏父子
前程远大，夫妇家人效仿前贤，基金会
心系民众，多做利国惠民之好事。

何苗是我在西北工业大学在职攻读
博士学位时的同门学友，写毕业论文阶
段，我和他及其他几位学友常在一起相
互探讨、共同研究，他在查阅文献、启
发思路等方面对我帮助颇多。毕业后，
他回四川老家创业。2016年“五一”期
间，从同门学友微信群中得知，这位忠
厚内向、严谨勤奋的学弟终于洞房花烛
夜，抱得美人归。看到他在群里晒出的
婚庆照片，我为之欣喜，专门作藏头诗
一首，与导师和其他同学一道，在群里
向他表达祝贺之情。“祝酒豪饮斗当杯，
贺语声声暖心扉。何事同门齐喝彩？苗
圃红花双吐蕾。洞房烛照帅哥靓，婚礼
轿抬美人归。大吉大利三春日，喜上眉
梢恋蝶飞。”

以诗联做吉庆礼物，贺同事乐得贵
子，庆新人喜结良缘，不亦乐乎！

2017 年 6 月中旬，第五届全国科技
馆辅导员大赛全国赛区决赛在上海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科技馆闯入决赛的70
多位优秀科技辅导员教师同台竞技，争
夺展品辅导奖、科学实验奖、其他科学
表演奖三大类奖项的一、二、三等奖。
中国科技馆参赛选手尽管表现突出，三
大类奖项均获得了一等奖，展现了高超
的辅教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面貌，但是，
参赛的青年才俊个个口吐莲花，人人激
情澎湃，举手投足自信洒脱，解说辅导
精彩纷呈，选手之间的水平其实难分伯
仲，获胜场面倍感惊险。受现场紧张、
激烈比赛气氛感染，我即兴作《青春绚
丽竞风采》 诗一首，以表祝贺、勉励、
奋进之意。“国盛有赖民智开，科普力助
素质抬。教育非唯授知识，辅导却能启
思才。科技助力复兴梦，创新播种少年
怀。青春绚丽竞风采，伯仲难分齐喊
嗨。”

蒙《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先生
厚爱，我有幸主持“青诗白话”栏目，
最后说说与该报纸的诗缘。《科普时报》
由原《科技文摘报》改刊而来，是目前

唯一的一份国家级综合性科普周刊。该
报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使命，强化科
普原创力度，努力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
者、科学方法的实践者、科学思想的倡
导者、科学精神的弘扬者，为繁荣科普
事业做出贡献。

2017年9月16日，《科普时报》创刊
暨全媒体科普平台座谈会在中国科技会
堂举行。如今传统纸媒已极难生存，更
遑论发展壮大，《科普时报》 却逆势创
刊，实在是勇气可嘉，精神可佩，举措
可赞。众科普大咖一番祝贺道喜之后，
我在座谈会上直言，今天与其说是同祝
共庆《科普时报》创刊的座谈会，不如
说是为该报刊嘉勉鼓气的壮行会，希望

《科普时报》纸媒与全媒体科普平台相互
融合、互为借力，办出特色，成为科普
界大受欢迎的重要传媒。在接受该报记
者采访时，我还当场口占藏头律诗一
首，再表祝福之意。“祝融播火耀神州，
贺瑞新启寄语稠。科研求索辨真伪，普
教育民担乐忧。时贤共济襄盛举，报台
互融争一流。创意无限彰特色，刊道全
媒宏愿酬。”

我 以 诗 联 贺 吉 庆
□ 苏 青

报喜 禹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