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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太
湖西岸的古城阳羡， 人潮涌
动，一齐向北奔流，那里有座
小镇叫芳桥，正在明亮的日光
里沸腾。

这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小
镇近年来在“目连节”活动的
渲染带动下声名鹊起，悠远历
史与丰饶物产交相辉映，深厚
文脉在秀山丽水间灼灼其华。
动与静，古与今，虚幻与真实
的有机玄变里，这片得天独厚

“九山四荡”之地，吸引着方圆
几十里的人们纷至沓来，只想
一亲芳泽。

挤在人群里， 观水上表
演、品非遗盛宴、听荡里潮音、
赏民间文艺，繁盛灿烂的文化
冲击得我有些眼花缭乱，直至
站到一排典型江南园林风格
的灰墙黛瓦前，时光才静止下
来。“江南美专旧址”，大小两
块黑底烫金的字牌悬于门头
与左侧。 小门内亭榭隐现，花
径绰约，一树高大的棕榈叶探
出绿影，在蓝天青砖花檐映衬
下，画面古朴典雅又不失灵动
生姿。经历了庆典现场人声鼎
沸、 锣鼓喧天的繁盛景象，这
一方天地有着一种遗世独立
的美，清丽而婉约。

我迫不及待拔腿踏入 。
“逸轩亭”迎客松般俏立园中，
小巧精致，亭柱两侧题有“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对联，
葡萄架下曲径通幽，无名小花
风情摇曳。 这座占地不足两
亩，教室仅有几间的“江南美
专”， 竟培养出泰斗级人物冯
晋庸等多位植物绘画专家，听
着馆长介绍种种成立逸闻，参
观陈列室名家及江南美专师
生冯澄如、冯晋庸、彭炳元等
一大批在植物科学画上有着
一定造诣的画家和艺术大师
的作品。一抹金色的斜阳漫过
窗棂，悬挂在展览室里泛黄的
照片、报刊和杂志上，微尘浮
动、墨香清逸，空气中散发着
古朴悠远的气息。幽深的思绪
不自觉地向岁月纵深飘荡，一
片波谲云诡的历史烟云在我
眼前徐徐展开。

1939 年， 祖国山河破碎，
各路文人名士作鸟兽散，面临
着人生新的抉择。宜兴籍画家
徐悲鸿选择背井离乡， 四年
间，他在异域他乡日以继夜地
画画，将卖画的钱全部寄回祖
国支持抗日，赈济灾民。 一介
文人，一身傲骨，一腔孤勇，满
腔热血， 悲鸿大师的壮举，深
深激励着远在北平静生生物
调查所的教授冯澄如。在此之
前， 他为科学家陈焕镛著的
《中国经济树木》《树木图说》
绘制的全套植物科学画作，早
已奠定了中国植物科学画的
坚实基础，更为旧中国填补了
一项空白的艺术领域。看着眼
前产业停滞、万物凋零、岁月
蹉跎的现状，出生于耕读世家
的冯澄如内心无比焦灼。同根

同脉的宜兴老乡徐悲鸿如一
束光，照亮了有识之士冯澄如
的前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
定，回乡办学，将二十多年所
学与积累传授与发扬。科学家
秉志、胡先骕、陈焕庸等同事
好友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而著
名科学家周培源的父亲，芳桥
著名乡贤周文伯为这项办学
教育事业，不但奔走调停帮助
处理各种事务，还慷慨提供了
自家房子作为教室。

1943 年 7 月，我国唯一一
所专门培养科学艺术绘画人
才的高等学校———江南美术
专科学校，在宜兴芳桥后村诞
生。同时与生物科学画家冯澄
如教授一起从北平奔赴太湖
之滨的，还有全国著名植物学
专家唐英如、动物学专家张宗
葆，三位国内行业翘楚，就这
样相约江南小镇， 意气风发，
颇有点桃园三结义的豪迈气
概，他们在这个小镇携手播下
了生物科学画的种子。

芳桥人历来崇文尚教，旧
时代境内私塾盛行，办学最早
可以追溯到清初建立的阳山
书屋。这是一片文风蔚然的肥
沃之地， 有着深厚的办学根
基。 根基深厚是立足之本，可
当时毕竟形势复杂， 战乱频
仍， 敌后根据地被日伪军盘
踞，炸弹随时从头顶开花。 此
时此景， 又怎能不让人联想
起，中国的大地上那一场史诗
般波澜壮阔的文化大迁徙？成
立于 1938 年的国立西南联
大，这所只存在 8 年多时间的
大学，却在国人心中刻下不可
磨灭的记忆。而在太湖之滨的
小镇芳桥，冯澄如等有识之士
于战火纷乱、形势复杂的环境
里播下文艺种子，开出奇异之

花，展现了中国文人的血性和
风骨。 这不正是中国文人以浩
然之气，护中国文脉的最美写
照？

抗战胜利后，冯澄如等专
家回京继续钟爱的事业，因此
江南美专仅办一届， 学制三
年，学生二十余名。 这所高校
如昙花一现，却培养了一批生
物绘画人才，后来成为中国各
所高校、 科研单位生物科学、
绘画领域栋梁之才。“冯老师
严格训练， 要求细致精确，对
每张习作的形象、色彩、明暗
都要接近标本才算完成”，“在
抗战期间艰苦的环境下，老师
们的教学完全不受影响，不打
折扣，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
教学态度，影响了我们一生的
工作”。 冯晋庸、彭炳元、史南
奎、余鹤松等江南美专毕业的
学生，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忆
起恩师，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他们在各自的工作领域做出
了出色的成绩，将江南美专严
谨认真的教育治学乃至为人
处事的品格精神像种子一样
到处播撒。

2014 年初，“江南美专旧
址”在当地领导以及有识之士
的奔走下得以恢复修建，让这
一段教学史上的绚丽篇章不
至于湮灭在岁月的烟尘里。一
处古迹、一个文化符号，说到
底， 需要一代代人去呵护、继
承、发扬光大，得以慢慢蕴积
成一方水土的风貌与精神。

如今，每次去分水太湖边
的外婆家， 必经过芳桥阳山
荡，巍峨牌楼上“阳山荡风景
区”的题词，正是冯晋庸的亲
笔书法，铁画银钩、龙飞凤舞，
在蓝天里熠熠生辉，仿佛在向
世人诉说一段美丽传说。

“我们的家乡 / 在希望的田野上 /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
上飘荡 / 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在希望的田野
上》）

“高山青，涧水蓝 /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 阿里山的
少年壮如山哎……”（《阿里山的姑娘》）

1984 年初夏和金秋，一些姑娘和少年（青年），每天下
午或晚上，在教室、操场，在宿舍过道、水房，听着录音机
播放的歌曲，跟着变幻的旋律，一支一支地跳集体舞———
北京几十所高校的大学生，将参加 10 月 1 日晚上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联欢晚会，表演集体舞；另有一部分大
学生将参加白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国庆阅兵和群
众游行。

这是艰巨的政治任务，建国 35 周年盛大庆典，是改革
开放之后第一次大型庆祝活动。 能在庄严宏伟的天安门广
场展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风貌和新时代大学生的风采，机
会千载难逢。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育系、历史系等系和
专业的 81、82、83 级学生，以及 84 级新生都参加这次活动。

但跳集体舞，对中文系 81 级 100 名大学生来说实在是
太难了———中文系大学生疯狂地读中外文学名著， 热衷写
诗、散文、小说，平时没什么体育锻炼，觉得跳舞是“社会青
年”喜好的，大学生是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青年，才不把时
间和精力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呢。

练习集体舞的过程一波三折，可以用“艰难”来形容：
《在希望的田野上》《青春圆舞曲》《阿细跳月》《桔梗谣》《阿
里山的姑娘》《乡间的小路》等作为歌曲和乐曲听很优美，但
以这些曲子来跳集体舞可不容易。 一开始，跟不上节拍的，

“顺拐”的，动作僵硬的，形体不到位的……每次状况不断、
洋相百出，弄得同学常常“笑场”，当然也是“五十步笑百
步”；这次解决这个问题，下次又冒出那个问题，现场一片混
乱；男、女生相比，女生稍好一些，毕竟体形柔软、柔韧性强。
我有段时间早晨去跳健美操，勉强能跟上节奏。当时我们已
经上大三、升大四，好多男生长成 1.75、1.80 米的大小伙子，
手脚不听使唤，有的同学想学“南郭先生”，可艺术系老师和
学生都是火眼金睛，一眼就能看出谁在“乱舞充数”；一个人
跳不好，大家都陪练……

几个月内，我们在上课、读书同时，加紧练习。期间放暑
假，又提前开学，距离国庆大典时间更近，任务更紧迫，有同
学产生焦虑。 当时一万名日本青年来华，我们学校分到 500
名，有几天他们与我们一起排练，又是一个磨合过程……但
凡事熟能生巧，经勤学苦练，大多数同学都能跟上节拍，肢
体变舒展，舞姿也协调，也越来越具有团队精神。 大家信心
百倍： 要为新中国成立 35 周年庆典展现大学生最美的风
采。

10 月 1 日下午 3 点多，我们坐大客车从学校所在的北
太平庄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的位置在人民大会堂附近。我
们用充沛的热情，展示所学的所有舞蹈，跳舞是各个方阵轮
流，每个方阵跳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广场上还有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航
空学院等校的学生。就是那天下午，参加国庆阅兵和群众游
行的北京大学几位学生第一次亮出“小平您好”的条幅（当
时信息不畅，我们后来得知）。

天安门广场流光溢彩，火树银花，明月高悬（那天是农
历初一），“人山人海”“热血沸腾”是真实的场景和心境。 其
实身在其中，并看不到什么，周围只见大学生，各个学校
都在挥舞校旗，更多的大学生挥舞国旗，互相之间在拉
歌，看谁的声音响亮、气势足，我们嗓子喊哑了还在唱，
其实不是唱 ，而是在吼 、在喊 ；但身在其中 ，还是不一
样，有一种无言的骄傲、自豪和神圣 ：我站在天安门广
场———这是中国的心脏、世界最大的广场！ 我感受中国
的巨变、中国的强大！当一组组焰火腾空而起、一束束礼
花漫天飞舞时，好多同学激动得抱在一起，流下幸福的
眼泪。 我与同学、男友还请同学拍下一张合影……我们
在天安门广场彻夜狂欢，中间就吃点面包、喝点凉水，可
是谁也不知道饿和渴，不觉得苦和累，直到次日凌晨 3
点钟才集合坐车返校……

多年以后， 我才真正明白 1984 年对于中国的重要历
史意义。 但这个瞬间和场景一直保存在我心灵影像中，这
也是上世纪 60 年代出生、80 年代大学生的集体记忆。 35
年过去，当年一起跳集体舞的同学，现在都从青年到中年
奔老年，成为大学教授、机关干部、资深媒体人等，你们还
记得当年的歌声、旋律和舞姿吗？ 能想起那些好笑又好玩
的情景吗？ 常回忆天安门广场带给我们的感动、震撼和激
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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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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