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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广告·

陆川县隶属广西玉林市，是广西县域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之一，曾先后被认定为玉柴工程机械制造基地、中国铁锅之

都，被评为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整建制推进粮食高产创建示范县，2007 — 2016 年连续十年被评为全国生

猪调出大县。2011 年荣获“广西生态文明示范县”称号，2013 年荣获“广西森林县城”称号。2016 年陆川获评为广西科学发展

进步县。

陆川县作为玉林“东融”发展的前

沿阵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修高

速、通动车、二改一“三件大事”为重

点，打通陆川县对外交通大动脉。主动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先进生产力，用足用

好用活跨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红

利，全力推动以“大湾区总部+陆川制

造基地”“大湾区研发+陆川生产基

地”等合作方式，整建制承接大湾区全

产业链升级式转移，着力招大引强、招

新引高、招才引智，让大湾区发展溢出

效应更好地带动陆川发展。

近年来，陆川县以产业大招商攻坚突破年活动为

抓手，实行县领导带头机制，紧紧围绕机械铸造、健康

食品、新型建材、纺织纺纱等四大产业，扎实有效开展

招商引资工作，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

2019 年 5 月，已签约项目 11 个，投资总额达 101 . 07

亿元。

凭借良好的招商引资形象，陆川越来越受到大项

目的青睐。纺纱龙头企业山东德州恒丰集团投资 6 亿

元的恒和纺纱项目、佛山铸锅龙头企业住味宝厨具贸

易有限公司投资 3 亿元的铁锅项目、广西研砼建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16 亿元的研砼装配式建筑产业

现代化示范基地项目、上海普为小镇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投资 30 亿元的乌石特色小镇项目、广东海大集团投

资 6 亿元的养殖及饲料项目……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

户陆川。

小区楼房新颖别致，城区道路宽阔整

洁，夜幕路灯亮丽迷人……一个产业兴

旺、民生幸福、和谐宜居、富有活力的区域

性新兴城市芳容初绽。统筹推进重大市政

道路、城市新区开发、市政设施建设等城

市建设工程，有序推进城东新区开发、东

环路扩建等重大项目建设。同时持续开展

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大会战，先后完成松鹤

公园、远辰大道、金惠风雨桥、百镇示范工

程等一批重点市政工程建设。大城市框架

正逐步形成。

文/罗钊

新华社南京 6 月 4 日电(记者王敬中、罗震、
张展鹏)公元 1276 年，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来
到苏州，他震撼于自己眼前所见：水道如织、小桥
流水、人人衣锦着缎，一派繁华气象。

这座位于长江下游的城市是一座“名贵”之
城，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联想到万里之外的
故乡，他亲切地称苏州为“东方威尼斯”。

千百年来，交错纵横的水道使苏州繁荣不衰，
富足的苏州人建起了一座座典雅秀丽的园林。

从苏州乘高铁到上海只需 20 多分钟，这座
城市至今仍是中国最富庶的地方之一。城内尚存
100 多座古典园林，其中有九处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来自苏格兰的坎贝尔·麦克格雷戈，在苏州生
活数年。游历世界多地后，他在苏州定居下来。他
说，他对苏州园林和苏州闲适的生活情有独钟。

“在很多地方，人们很难摆脱城市的喧嚣浮
躁。但在苏州，这里有一百多处静谧的山水园林
供人赏玩休憩。当你跨进园林大门，置身高墙内，
那一瞬间仿佛进入另一片全新的世界。”他说道。

在苏州园林里，坎贝尔说他找到了“内心的宁静”。

园林设计与蕴含的哲学理念

如今大多数园林已经对公众开放，但在过
去，苏州园林却是士绅官贾的私人花园。这些精
美的园林在公元前 6世纪开始出现，到公元 4世
纪时蔚然兴起。

最早的园主人造园时，寄望于摆脱官场斗
争，远离尘世俗务，归隐山林，修身养性。随后数
百年间，后世园主不断修葺完善，这才有了今天
布局精巧复杂的苏州园林。

历朝历代，苏州园林的设计始终与中国文
学、山水绘画交织在一起。

苏州园林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古典哲学理念，
最突出的是“天人合一”理念，即万物与人为一体，
人与自然和谐。

第一次到苏州园林的游客，也许会觉得这里路
径错综复杂，有如迷宫。但大到一块山石，小到一叶
青草，苏州园林的每一处设计都有特别的含义。

在拙政园，这座面积最大的苏州古典园林里，
拙政园管理处主任、苏州园林博物馆馆长薛志坚
详细讲述了苏州园林的设计精髓和美学价值。

薛志坚说道：“苏州园林层次错落有致，山石、
花木、建筑、水景是造园四大核心要素。”这些元素
相互交织，构成数不尽的斑斓组合。

在拙政园庭院的一角，石头甚至“闯”进了院
落里，使人有“不出城廓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
而得林泉之趣”之感。

不同的花木代表不同的时节。春有牡丹、夏日

赏荷、秋来桂香、冬品寒梅。
“这里不仅四时景不同，更是一步一景。”薛志

坚说道。园林里亭台楼阁、曲径通幽，各种人造建
筑，方寸之间都有讲究。“园林里的建筑引人入
胜。”站在网师园里，薛志坚如是说，“只要走过一
扇门宇，就能看到三种截然不同的美景。”

这座有着近 900年历史的古老园林，在苏州园
林群里也算得上是“长者”。网师园占地 5000多平方
米，超过五分之一的面积被一座巨大的池塘占据。
“水是苏州园林的灵魂，把园林里的各个元素串联起

来。”他解释道，“水像一面明镜，能够延展空间。”

苏州“迷宫”与西洋“画廊”

在其他园子里，人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迷失
在大自然中的感觉。狮子林以假山著称，假山群峰
起伏，几十平方米的范围内，山体分上、中、下三
层，有 21 个山洞，九条曲径。

苏州园林多以迂回曲折的路线展开布局。蜿
蜒错落的小径和回廊使游客放慢脚步，仔细欣赏

如诗如画的美景。
“我认为这体现出中国人尊重自然的情

结。”坎贝尔说道。
叠山理水、建筑花木不只用来欣赏，设计者

还创造出一个可以倚楼听雨、品闻花香、触摸山
石的自然环境。行走其间，是一种调动全身感
官、与自然交流的感受。

苏州园林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骚客“散怀
山水”的志趣和审美。薛志坚说，园林的布局更
加灵动写意，效法自然。虽由人作，但宛如天开。

与错综复杂的苏州园林相比，西方园林更
像是一个艺术画廊，讲究严谨、工整对称。走进
园里，一眼望去，四下尽收眼底。

若说西洋园林“悦目”，那苏州古典园林则
更加“赏心”。

苏州园林走向世界

苏州以“园林之城”闻名遐迩，目前，苏州正
力求实现从“苏州园林”到“园林苏州”的转型。
近几十年来，苏州古城区和古典园林的保护、修
复工作一直在进行。

苏州严格控制古城区内建筑的高度，所有
建筑不得超过 24 米，以保护古城的天际线。数
百座古建筑和古典园林得到有效保护。

起源于苏州的古典艺术形式评弹和昆曲也
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代代相传。由于苏
州对各项文化遗产保护得当，因而获评全球首
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

苏州市民王再祥说，苏州园林最大的特点
是把大自然放进自己家里。无论是在春天、秋
天、夏天还是冬天，都能看到大自然的景色，这
就是苏州人在家里能看到的世界。

现在，即使不是生活在苏州的人，也有机会
一睹园林的风采。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些机
构就致力于将苏州古典园林的设计精髓传播到
海外。

在园林“走出去”方面，苏州园林设计院一
直走在前面。院长贺风春介绍说：“20 世纪 80
年代，我们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起
第一座园林。此后，从加拿大到日本，我们在海
外多地建起了超过 30 座古典园林。”她表示，
“我们想让不同国家的人欣赏、理解苏州园林的
美妙之处和文化内涵。”

中国智慧，全球方案

苏州园林是中华文明的一笔永恒财富，反
映了中国人尊重自然、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理念。但是如何传承发扬这笔财富呢？也许在
一千多公里之外的北京可以找到答案。

目前，2019 年世界园艺博览会正在北京举
行。此次世园会以“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为主
题，集中展示了各式花卉苗木、亭台楼阁，旨在
将园艺融入日常生活，使古老的东方智慧与全
球创新水乳交融。

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参展商吉姆·西金·
卡孔感慨道：“中国不负这届世园会的主题。发达
国家必须在保护环境方面做得更多，而发展中国
家则应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努力倡导绿色生活。”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定不移走
绿色发展之路，同时和世界各国一道分享生态
环保的理念和科学技术。

“宛自天开”的苏州古典园林正是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的最佳典范！
(参与采写：倪瀚琳、张展鹏、李光正、李响、赵颖)

左上图：这是 6 月 2 日，工作人员在北京世园会江苏园表演；右上图：这是 5 月 9 日无人机拍摄的江苏苏州拙政园；
下图：这是 5 月 9 日无人机拍摄的江苏苏州狮子林。 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李博摄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