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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 管 耗 时 多 长 ， 要
把 杜 甫 草 堂 看 个 遍 。
走 到 茅 屋 时 ， 基 辛 格
脸 上 露 出 兴 奋 之 情 ，
看 到 旁 边 有 留 言 簿 ，
便 找 了 空 白 处 留 言 ；
到 大 雅 堂 ， 又 在 那 里
的 留 言 簿 上 书 写 。 待
基 辛 格 离 开 后 ， 通 过
翻 译 才 知 道 ， 两 处 他
都 用 同 一 句 英 语 写
到 ： “ 产 生 如 此 伟 大
诗 人 的 民 族 ， 必 将 拥
有辉煌的未来。”

希 拉 克 在 成 都 的
有效时间只有3小时，
其 中 8 0 分 钟 都 在 杜 甫
草 堂 。 在 周 维 扬 记 忆
中 ， 希 拉 克 很 喜 欢 中
国 文 学 ， 对 杜 甫 也 很
了 解 ， “ 走 到 草 堂 花
径 ， 他 说 杜 甫 到 草 堂
修 茅 屋 前 ， 便 先 住 在
庙 里 。 走 到 茅 屋 时 ，
驻 法 赵 大 使 就 请 馆 长
亲 自 为 总 统 讲 解 。 ”
周 维 扬 说 ， 当 时 在 茅
屋 专 门 放 置 了 唐 代 遗
址 出 土 的 文 物 ， 讲 完
这 些 文 物 的 来 历 后 ，
希 拉 克 又 对 文 物 进 行
了 细 细 观 察 ， 并 表
示 ： “ 我 真 不 想 离

开 ， 这 个 地 方 太 优 美
了 。 ” 没 想 到 希 拉 克
回 国 后 ， 请 他 的 大 使
给 杜 甫 草 堂 写 了 封
信 ， 对 这 次 接 待 表 示
感 谢 。 待 杜 甫 草 堂 回
复 信 函 后 ， 他 又 亲 自
给 周 维 扬 写 了 封 信 ，
再 次 表 达 了 对 接 待 的
感 谢 ， 并 称 在 这 里 留
下 的 印 象 ， 将 会 长 久
保存在他的记忆中。

楠 树 曾 为 风 雨 所
拔

如 今 一 派 生 机 勃
勃景象

杜 甫 草 堂 几 百 亩
的 园 林 ， 郁 郁 葱 葱 ，
随 处 可 见 的 古 木 名 树
挺 拔 参 天 。 走 在 这 片
绿 林 中 ， 周 维 扬 表
示 ， 这 里 的 古 楠 木 曾
一 棵 棵 死 去 ， 他 们 想
尽 办 法 ， 给 树 滴 灌 、
请 园 林 专 家 会 诊 、 施
肥 等 等 ， 都 不 见 起
色 。 就 连 后 来 补 栽 的
一 批 园 林 植 物 ， 长 势
也不见得好。

这 令 周 维 扬 也
曾 有 过 “ 听 天 由 命 ”
的 无 奈 感 。 1 9 9 6 年 ，

他 还 亲 身 经 历 了 杜 甫
所 写 《 楠 树 为 风 雨 所
拔 叹 》 的 场 景 。 “ 那
天 ， 杜 甫 草 堂 周 边 的
风 力 都 不 是 很 大 ， 唯
独 草 堂 内 风 很 大 ， 大
树 被 风 连 根 拔 起 ， 一
点 都 不 夸 张 ， 香 樟 、
楠 木 几 十 棵 都 倒 下
了 。 ” 他 形 容 那 画 面
和 自 己 的 心 境 ： “ 东
南 飘 风 动 地 至 ， 江 翻
石 走 流 云 气 。 干 排 雷
雨 犹 力 争 ， 根 断 泉 源
岂天意！”

杜 甫 草 堂 的 草
木 生 长 情 况 有 质 的 改
变 ， 来 自 于 水 系 的 流
动 。 那 时 ， 草 堂 的 水
为 死 水 ， 里 面 还 有 杂
物 ， 到 了 夏 天 常 发 出
臭 味 ， 游 客 对 此 颇 有
微 词 ， 这 也 引 起 了 相
关 领 导 的 关 注 。 周 维
扬 了 解 到 情 况 后 ， 便
对 时 任 修 建 办 公 室 主
任 的 李 锋 说 ， “ 能 不
能 设 计 一 个 方 案 ， 把
浣 花 溪 的 水 抽 出 来 ，
在 草 堂 流 一 圈 ， 再 还
给浣花溪？”

就 这 样 ， 待 改 造
水 系 完 成 后 ， 杜 甫 草
堂 里 的 树 木 长 势 越 来
越 好 ， 呈 现 如 今 的 一
派生机勃勃景象。

发现唐代遗址
为 杜 诗 所 写 提 供

了实物佐证
在 唐 代 遗 址 发 现

之 前 ， 杜 甫 草 堂 有 个
最 大 的 缺 憾 ， 便 是 从
文 献 到 文 献 ， 没 有 具
体 的 实 物 。 走 近 唐 代
遗 址 ， 其 中 有 十 多 个
埋 藏 了 一 半 在 地 下 的
大 大 小 小 的 陶 罐 ， 周
维 扬 指 着 它 们 说 ， “

这 可 能 是 唐 代 的 冰
箱 ， 因 为 有 一 半 埋 藏
地 下 ， 能 让 里 面 储 存
的 食 物 在 温 度 较 低 的
环 境 下 保 存 ， 不 易 生
霉 。 ” 说 完 他 又 指 着
远 处 的 一 口 井 ， 表 示
唐碑就出土在那儿。

杜 甫 草 堂 正 门 西
侧 的 唐 代 灰 坑 、 北 门
内 东 侧 苗 圃 基 地 的 唐
宋 民 居 遗 址 的 发 现 ，
要从2002年3月说起。

那 是 一 个 周 末 ，
杜 甫 草 堂 的 工 人 正 在
做 地 下 管 网 铺 设 ， 周
维 扬 突 然 接 到 电 话 ，
说 正 门 旁 挖 到 了 水 缸
及 几 只 碗 。 周 维 扬 担
心 是 文 物 ， 立 即 让 大
家 不 要 动 ， 待 周 一 开
完 例 会 后 ， 他 到 现 场
一 看 才 发 现 ， 那 是 一
块 碑 很 大 的 碑 座 。 几
只 碗 经 鉴 定 为 唐 代 文
物 后 ， 周 维 扬 兴 奋 至
极 ， “ 这 对 杜 甫 草 堂
有 极 大 的 价 值 和 意
义 。 ” 后 来 ， 在 灰 坑
内 还 出 土 了 大 量 唐 代
陶 瓷 器 物 及 残 片 ， 还
有 石 臼 、 块 状 石 灰 和
一 些 锈 蚀 的 铁 器 等 物

品。
又 过 了 没 多 久 ，

草 堂 东 庄 进 行 管 网 铺
设 ， 那 天 周 维 扬 正 在
睡 午 觉 ， 突 然 又 接 到
电 话 ： “ 周 馆 ， 发 现
地 下 室 ， 上 面 盖 有 石
板 ， 说 不 定 里 面 有 金
银 财 宝 。 ” 周 维 扬 立
即 赶 到 施 工 现 场 ， 掀
开 石 板 ， 发 现 下 面 有
一口枯井。

那 块 石 板 上 的
文 字 ， 是 杜 甫 草 堂 唐
代 遗 址 中 ， 唯 一 一
件 有 文 字 记 载 的 文
物 — — 唐 代 僧 人 塔 铭
碑 ， 上 刻 “ 大 德 行 感
禅 师 垂 拱 三 年 ， 终 于
本 寺 ” 。 垂 拱 三 年 即
公 元 6 8 7 年 ， 杜 甫 为
避 “ 安 史 之 乱 ” 于 公
元759年入蜀，印证了
杜 甫 初 到 成 都 时 寓 居
寺 庙 — — “ 古 寺 僧 牢
落 ， 空 房 客 寓 居 ” 。
虽 然 目 前 不 能 断 定 它
们 与 杜 甫 有 直 接 的 关
联 ， 但 却 为 杜 诗 所 描
写 的 居 住 环 境 以 及 这
一 带 人 们 的 生 活 状 况
提供了实物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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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草堂唐代遗址

  从杜甫的诗复原了他的故居后，
从此再没人问茅屋在哪了(下)

杜甫草堂博物馆景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