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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识 

 
作者简介 

宗璞，现代女作家。原名冯钟璞。原籍河南省唐河县。1928 年 7 月生于北

京。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 年考入天

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任《文艺报》、《世

界文学》等刊物编辑。1981 年调到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室。1956 年加

人中国共产党。写有《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等小说。1962 年加入中国作

家协会成为会员。1982 年加入国际笔会成为会员。1984 年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

理事，经澳中理事会、英中文化协会邀请，于 1981、1984 年访问澳大利亚与英

国。现列入 1986年国际名人录和国际著名作家名人录。主要作品有：《弦上的梦》

(1978年 12月《人民文学》)、《三生石》(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宗璞

小说散文选》(1981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丁香结》(1986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

版)等。其中《三生石》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 1978 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童话《总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 

 

关于课文的写作特点 
凝重沉郁  蕴藉深远 

融情入景是宗璞《废墟的召唤》的主要写作特色。作者将历史的回顾与现实

的思考一起融入特定的景物之中，并通过画面蕴涵的意象，传达出一种渴望改革、

渴望振兴的时代呼声。 

作品的开篇，便用一种近乎凄怆的笔调，描绘了在冬日斜阳无力地笼罩下的

圆明园废墟的概貌。描绘了干皱的田地中点缀着的断石残碑，以及那枯荷衰草。

作者渲染这一派荒凉衰败的景象，绝不仅仅是凭吊这一历史的遗迹，发古之幽思，

而是通过这荒芜景象的描写，抒发内心渴望更新、渴望变革的激情。作者渴望改

变这一切，可以说，这种情感贯穿于整个作品之中。在描写“西洋楼”时，作者

将这一带建筑遗迹比作“一列正在覆没的船只”，她希望这只船快些沉没下去，

好让出地方“建设新的一切”。然而每次来到这里，这片寂寞的废墟“只管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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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若无其事地”泊在那里，就像观水法石屏上的雕镂一样，多少年来“石波不

兴，雕兵永驻”，没有丝毫的变化，似乎历史也在这里停滞了、凝固了。 

在整个作品中，读者看不出丝毫作者个人身世的感慨，而完全表现的是对祖

国的深沉的关切。也正是由于这种深远的写作意旨，以及作品中的那种强烈的主

观感情色彩，因而使得作者笔下的景物，具有着诗一般的暗示和形象的张力。作

者描写路边的大石龟“仍然无表情地蹲伏着”，它似乎很想驮着那已经躺倒在土

坡旁的石碑“尽自己的责任”。形容风在小树林中呼啸，“仿佛从废墟上飘来了‘留

——留’的声音”。这些描写都有很深的寄托，它不仅表现了作者内心时不我待

的情怀，而且是在召唤人们尽“每一个我”的责任，召唤人们投身于改革开放的

大潮，读来耐人思索。 

文章后半部的景物描写，在情调和色彩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作者描绘了西

山落日的景象：远处，“晚霞已到最艳丽的时刻，西山在朦胧中涂抹了一层娇红，

轮廓渐渐清楚起来”，“显出一层层深浅不同的紫色，浓处如酒，浅处如梦”；近

处，“水已成冰，冰中透出枝枝荷梗，枯梗上漾着绮辉”，“岸边几株枯树，恰为

夕阳做了画框”。这简直就像一幅色调凝重、意旨深远的油画。画面中远处娇红

艳丽的晚霞和如酒如梦的朦胧山色，与近处的枯树残荷、断碣寒冰，在色调上形

成强烈的反差对比。落霞的美丽娇艳，突出地反衬了废墟的荒芜和清冷。这里，

绝不仅仅是侔色揣称、逼真形象的客观描绘，它既传达了作者改变现实的迫切情

感，也寄托了她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真可谓有景有情，有物有我。这种寓意深

远的景物描写把自然属性的美引向了一种更深更高的境界。 

应该提到，作品描绘晚霞落照并没有采用游记散文中惯用的那种“移步换形”

的手法，而是在相对衡定的空间，细腻而有层次地表现出景物瞬息万变的形态。

从夕阳渐下，到落照迤逦而来，直至“通红的火球消失”，这种细微变化的描写，

不仅表现了作者敏锐、准确的观察、捕捉景物的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现力，而且

巧妙地映衬了作者内心情感的微妙变化与波动。 

作品在写景中还多次穿插了富有寓意的议论。如结尾处作者希望保留一部分

废墟的议论，就是在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悲剧，不要忘记现实的召唤。特别

是作者借那位年轻人之口说出的“怎样尽每一个我的责任？怎样使环境更好地让

每一个我尽责任”的议论，表现了作者忧虑的心情，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绵长的

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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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毅) 

关于“长春园” 

    长春园：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前后，于 1751年正式设置管园总领时，

园中路和西路各主要景群已基本建成，诸如澹怀堂、含经堂、玉玲珑馆、思永斋、

海岳开襟、得全阁、流香渚、法慧寺、宝相寺、爱山楼、转湘帆、从芳榭等。其

后又相继建成茜园和小有天园。而该园东部诸景(映清斋、如园、鉴园、狮子林)，

是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大规模增建的，包括西洋楼景区，长春园共占地一千

亩。悬挂匾额的园林建筑约为两百座。 

    清帝为了追求多方面的乐趣，在长春园北界还引进了一区欧式园林建筑，俗

称“西洋楼”，由谐奇趣、线法桥、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

大水法、观水法、线法山和线法墙等十余个建筑和庭园组成。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开始筹划，至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建成。由西方传教士郎世宁、蒋友仁、

王致诚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建筑形式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风

格，造园形式为“勒诺特”风格。但在造园和建筑装饰方面也吸取了我国不少传

统手法。 

    西洋楼的主体，其实就是人工喷泉，时称“水法”。特点是数量多、气势大、

构思奇特。主要形成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颇具殊趣。 

    谐奇趣：是乾隆十六年秋建成的第一座建筑，主体为三层，楼南有一大型海

堂式喷水池，设有铜鹅、铜羊和西洋翻尾石鱼组成的喷泉。楼左右两侧，从曲廊

伸出八角楼厅，是演奏中西音乐的地方。 

    海晏堂：是西洋楼最大的宫殿。主建筑正门向西，阶前有大型水池，池左右

呈八字形排引有十二只兽面人身铜像(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

鸡、狗、猪，正是我国的十二个属相)，每昼夜依次辍流喷水，各一时辰(两小时)，

正午时刻，十二生肖一齐喷水，俗称“水力钟”。这种用十二生肖代替西方裸体

雕像的精心设计，实在是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一件杰作。 

    大水法：是西洋楼最壮观的喷泉。建筑造形为石龛式，酷似门洞。下边有一

大型狮子头喷水，形成七层水帘。前下方为椭圆菊花式喷水池，池中心有一只铜

梅花鹿，从鹿角喷水八道；两侧有十只铜狗，从口中喷出水柱，直射鹿身，溅起

层层浪花。俗称“猎狗逐鹿”。大水法的左右前方，各有一座巨大的喷水塔，塔

为方形，十三层，顶端喷出水柱，塔四周有八十八根铜管子，也都一齐喷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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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皇帝是坐在对面的观水法，观赏这一组喷泉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荷兰使

臣得胜等，都曾在这里“瞻仰”过水法奇观。据说这处喷泉若全部开放，有如山

洪暴发，声闻里许，在近处谈话须打手势，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 

    西洋楼景区，整个占地面积不过圆明三园总占地面积的五十分之一，只是一

个很小的局部而已。但它却是我国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成功尝试。这在我国

园林史上，在东西方园林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兴建，曾在欧洲引起

强烈反响。一位目睹过它的西欧传教士赞誉西洋楼：集美景佳趣于一处，凡人们

所能幻想到的、宏伟而奇特的喷泉应有尽有，其中最大者，可以与凡尔赛宫及圣

克劳教堂的喷泉并驾齐驱。这位传教士的结论是：圆明园者，中国之凡尔赛宫也。 

 

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及整修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先后将其列为公园

用地和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征收了园内旱地、进行了大规模植树绿化。在十年动

乱中，遗址虽然遭到过一些破坏，但它毕竟被保住了：整个园子的水系山形和万

园之园的园林格局依然存在，近半数的土地成为绿化地带。十几万株树木蔚然成

林，多数建筑基址尚可找到，数十处假山叠石仍然可见，西洋楼遗址的石雕残迹

颇引人注目。尤其是 1976年 11月正式成立圆明园管理处之后，遗址保护、园林

绿化有明显进展，西洋楼一带得到局部清理和整理，整个遗址东半部的园林道路、

园林设施从无到有，逐年有所改善，来园凭吊游览者有大幅度增加，圆明园园史

展览馆，自 1979年 11月举办以来，至今累计接待中外观众近 400万人次，其中

十分之一为中小学生集体参观。国衰园毁，盛世兴园。在中华大地振兴之际，圆

明园遗址迎来了新的春天。1983 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方案》，明确把圆明园规划为遗址公园。同年，北京市政府拨出专款，修复了长

春园的东北南三面 2，300 米虎皮石围墙。在中央改革精神推动下，在北京市和

海淀区政府及圆明园学会等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1984 年 9 月圆明园管理处

与海淀乡园内农民实现了联合，采取民办公助形式，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

开发建设遗址公园。从而使遗址保护整修工作迈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首期工程

是整修福海，1984年 12月 1日破土动工，历时 7个月蓄水放船。1985年孟冬接

着整修绮春园山形水系，至次年初夏完成。这两期工程均以挖湖补山为主，并修

建园路桥涵和园林服务设施，清整古建基址，进行绿化美化。两年动土方 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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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使 110 公顷范围的山形水系基本恢复原貌，其中水面 55 公顷。福海中

心蓬岛瑶台东岛的“瀛海仙山”亭和西岛庭院，绮春园的新宫门，以及西洋楼的

欧式迷宫(万花阵)，均已在原址按照原样修复。后又经两年整修提高，遗址公园

初具规模，于 1988年 6月 29日，正式向社会售票开放。6年来，园内游人已超

过 l，000 万。圆明园的兴衰荣辱，是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的。遗址公园

虽然只是刚刚起步，但它却是圆明园百年残毁史的重大转折，是名园复苏的历史

性开端。也揭开了首都园林发展史新的一页，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象征。 

    最近 6年来，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整修建设，又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进行了

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续完善提高了福海、绮春园两景区的绿化美化、园路桥

涵和服务设施。二是园林遗址的清理整理水平有明显提高。这两个景区已有蓬岛

瑶台、涵虚郎鉴、观澜堂、别有洞天、涵秋馆、天心水面、凤麟洲等十余处遗址，

清运碴土，廓清石建基址，整理临水台基，界定遗址范围，立石镌刻盛时图景，

供游人凭吊。三是择要修复了几处景点，如绮春园的仙人承露台、碧字和浩然亭、

福海别有洞天的四方亭等。四是全面补砌了绮春园东半部的河湖自然石驳岸，计

4，960 延长米。五是全面清理整理了西洋楼遗址的西半部，清运碴土 16，000

立方米，廓清谐奇趣、蓄水楼、养雀宠、方外观、五竹亭、海晏堂等各座古建基

址及喷水池，并归位大批台基柱壁等石件。六是从 1992年 12月起，全面整修长

春园山形水系，至 1994年 4月基本竣工。共动土方 20多万立方米，浚挖河湖水

面 28 公顷，整砌石驳岸 9，500 延长米，整理山形 42 座，使该园山形水系均基

本恢复原貌。并整理了海岳开襟、思永斋、流香诸、得全阁、鉴园、狮子林等处

园林遗址和临水台基；挖掘复位乾隆御题匾诗刻石 31件；种植各类乔灌木 35400

余株(丛)，栽种莲藕 10 公顷。至此，圆明三园整个东半部(200 公顷)已初步连

片建成遗址园林。如今的圆明园遗址公园，已是山清水碧，林木葱茂，花草芬芳，

景色诱人。它既富于遗址特色，又具备公园功能，是一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及人

民群众游憩的好去处。     

    (资料来源：圆明园网) 

 

永恒的主题 

    圆明园中断石残碑的图片，在小学的课本上就见过。心头的压抑，几乎是与

生俱来。然而，居京近四十年，竟没有去过圆明园，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自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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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清为什么。 

    过了“耳顺”之年，我终于迈进那朱漆大门。十月的北京，秋光正好。园中

湖畔，枫叶如丹，游船摇动着一池一池色彩缤纷的细浪。一百多年前，我国成千

上万的艺术家和能工巧匠们，移天缩地，把全国最美好的风景名胜，都浓缩到这

里。那原是只为帝王享乐的，却给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举世无与伦比的文化财富。

如今，人们只能见到一处处苍凉的“遗址”，从荒野乱石中寻找昔日的景象。 

    我无心留恋那诱人的秋光，便直奔“西洋楼”景区。在整个占地五千二百余

亩的园中，那儿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落。那里当年曾从西洋“引进”的一组西式建

筑。包括“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从图片上看，颇为壮观。1860年英法

联军入侵北京时，同整个园林一起，被西洋人洗劫之余，一把火烧个精光。如今

只有断缺的石柱立在蓝天下，雕花的残破石碑卧在荒草中。虽然这景象自幼便镂

刻在心上，一旦真的展现在面前，我的两腿竟如钉在地上，觉得心在微微地颤栗，

思维也仿佛停止了。 

    当我从沉思中醒来时，眼前又是熙来攘往的人群。有些盛装艳抹的男女，在

轻歌嬉笑中，挤到断柱下频频拍照，我便忽然想到鲁迅小说中刑场上的看客那麻

木的心。一丝淡淡的悲哀袭来，便转身离开。 

    当天夜里醒来，仍觉眼前杂陈着断石残碑。 

    再过一个月，已届仲冬，便一个人又去圆明园。园中万木荒疏，游人寥落。

没有风，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雾霭。远处的景物，都只在有无之中。听见有

凿石的声音，走近看时，石工在修复一座残破的单孔拱桥，是园中原有的一百多

座桥中仅存的一座。我心想，就照原样保留下来，不更好些吗？如果需要，就在

旁边另建一座。 

    湖水已经结薄冰，湖与湖间的溪流里，还能看见水在冰下涌动。林中红叶早

已落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惟有松柏，依旧墨绿，傲然挺立。 

    我还是循着上次的路，直奔“西洋楼”景区。蓦然觉得，那雕饰着美丽花纹

的断石残碑，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是一部读不完的书。 

    在“远瀛观”的遗址旁，果然有人在作画。上次来时，也看到端着调色板的

画家，一个围观的年轻人说：“画家老到这儿来。”“永恒的主题！”画家没有抬头，

像对自己说。此刻，画架就支在乱石中，画家正用浓重的油彩往画布上涂抹。我

看他蓬松的头发，不修边幅的脸，严肃而隐着痛苦的神情，便觉得有些像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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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似快要完成，背景是远处落了叶的丛林，浓重而灰暗，近前是衰草中裸露的

断石，隐隐地闪着灰白的光。画家已过中年，穿一件旧了的军大衣。我想：他也

是从战场上回来的吧？便轻轻走过去，站到他的背后，想搭讪几句。可他旁若无

人，依旧全神贯注，只管涂那浓重的油彩。于是，我又轻轻地离开。 

    这儿极其宁静，湖水、苍松都已隐入沉思。我默默地在废墟中站了一会儿，

然后沿着草丛中细小的路走下来。那些路，是一百多年来，由沉重的脚步踩出来

的。 

废墟旁边有园史展览。几间平房中摆着的，没有照片，没有实物，几乎全是

复制的图画及文字说明，画工都极精细。但我无暇细看，只在一部翻译过来的历

史书前，看那些用红笔标出的文字，那儿记载着法国文豪雨果在 1861 年写给友

人信中的一段话。正是英法联军动掠烧毁圆明园的第二年。他在信中提到了这次

暴行，然后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

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将受到历史制裁的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

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

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 

站在玻璃柜前，我似乎听到，超越时空，一颗伟大的心在悲愤地搏动。     

我又一次悻悻地离开废墟。走了一段路，停下来，回头看看，觉得这座露天

的博物馆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宝藏。这自然不是指珠宝和建筑，那都早已被劫掠

焚毁，我想到的是一个伟大民族心灵上的创痛。珠宝可以重新制造，建筑可以原

样修复，而心灵的创痛，要平复却很难。但，创痛也可化为力的宝藏。 

循原路返回时，路过“万花阵”，这是仿照欧洲的迷宫建造的。上次来，听

几位年纪大的同伴说，不敢进去，怕走不出来。的确，那四尺高的“卍”字图案

雕花砖墙，分隔成若干道迷阵，常常使进去的人走投无路。不过我想，不去走，

既到不了终点，也无所谓出来，只能做个旁观者。便花五角钱买了票，走进迷宫。

左转右拐，前进后退，碰了好几次壁，又改弦易辙继续走，终于登上了中心的石

亭。 

    坐在石亭的栏杆上小憩，俯瞰迷宫，顺着来路，辨认那扑朔迷离的巷道。生

活中常会遇到这样的迷宫，身临其境，往往迷糊，站到高处，则一目了然。记得

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华东野战军在山东中部的山区，夜夜行军，即如走

进迷宫。后来知道，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山区，也牵着敌人的鼻子转迷宫。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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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干部战士有些迷糊，走得多了，便啧有烦言。可党中央、毛主席、野战军

的首长站在高处，看得清楚。我们华东野战军走出山重水复的鲁中地区，便是广

袤千里的淮海平原，柳暗花明时节，到达长江边。那时，英国军舰“紫石英号”

“黑天鹅号”虽然横陈江中，妄图阻止我军渡江，却终于带着遍体弹痕逃到太平

洋去了。1949年，毕竟已不是 1860年。从那时到现在，又过去了四十年……战

争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不过，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人，该不会忘记，有时枪炮

声并不可怕，而寂静却使人不安，何况，天空已经聚起乌云，风雨在滚滚而动了。 

    走出圆明园的大门，似乎了却一桩半个世纪的心事。脚步却还是沉重的。 

(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