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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世界
□李世平

地中海周围有欧亚非三洲。充足的

阳光、美丽的海岸、迷人的神话传说以

及丰富的文化遗产，使这片湛蓝的海独

具魅力，令人向往。最近，我用 40 天的

时间，特意围绕地中海转了一圈，经过

了十几个国家、岛屿和地区。

从北京直飞罗马，然后再飞西西里

岛，我来到这个地中海第一大岛。西西

里作为意大利“黑手党”老巢，名气很

大，不过现在“黑”的气息一点也没有，

倒是中世纪建筑遗存很完整，加上周围

山势连绵起伏，整个岛很是漂亮。这里

的希腊神庙坐落在山脊之上，竟然是世

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希腊神庙群，宙斯神

庙废墟也曾是希腊人建造的最大的神

庙。锡拉库萨则是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

德的故乡。埃特纳火山是欧洲最高、最

大、爆发最频繁的火山。就凭这几点，就

足以来西西里走一趟了。至于号称西西

里最美小镇陶尔米纳的萨沃卡村，因曾

是经典影片《教父》的拍摄地，尽管地处

偏僻的山上，也没被我等游人忽略。我

在威特利酒吧点了一份名叫柠檬格兰

尼塔的点心，一边想象科波拉创作《教

父》时的情景，一边欣赏地中海风景。夕

阳染红了山崖，教堂的钟声在回荡，令

人沉醉。

从西西里乘飞机到希腊雅典，利用

短暂的时间，我再次“拜访”了帕特农神

庙，然后，再向东飞往塞浦路斯，第一时

间来到帕福斯东南方一处海边。海上有

一组岩石，被称为爱神岩。在希腊神话

中，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特就降生在

这里。塞浦路斯因此也“荣幸”地成为维

纳斯的故乡。这里处处可见维纳斯的雕

塑品，连农贸市场也站立着女神的全身

人体仿真塑像，“看护”着水果蔬菜。

这里不止有传说，海岸风光也很独特，

其蓝旗海滩及海洞是塞浦路斯的王牌

景点，大自然亿万年的造化，成就了大

海边无数天然大洞穴和拱桥，令人称

奇。希罗基蒂亚石器时代遗址和库伦

城邦遗址则是两处重要古迹，虽已残

缺不堪，也值得前去发一番思古幽情

的。

离开塞浦路斯，我向西飞往马耳他

首都瓦莱塔。这个被誉为“由绅士为绅

士建造”的军事化城市历史悠久，文化

古迹众多，整座城市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市内有很多古老的骑士府、

歌剧院和博物馆，圣约翰大教堂以装饰

辉煌繁复、收藏珍品众多而闻名。戈佐

岛是马耳他第二大岛。岛上的枝甘提亚

巨石神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直立式宗

教建筑，比埃及金字塔早建一千年；卡

利普索岩洞是荷马史诗中描写的希腊

英雄奥德修斯和仙女卡利普索共度 ７

年的仙地。这些古迹如今只有一些石块

遗存，欣赏它们当然得动用书本上读到

的一点知识去发挥想象了。

马耳他很小，只有 300 多平方公

里，人口不足 50 万，典型的小岛国，旅

游资源丰富，除了首都瓦莱塔，前首都

姆迪娜还是欧洲仅存的几座文艺复兴

时期的城堡之一；圣约翰十字军初来时

安营扎寨的城池、圣安吉洛城、辛格利

亚城、骑士时期瞭望塔雕刻的富有寓意

的眼睛和耳朵、不同风格的建筑楼宇、

充满历史遗留痕迹的蜿蜒幽静的小巷

……置身马耳他，仿佛时光倒流在中世

纪时代。当然，老东西看久了难免有点

沉重，但此地气候宜人，海岸平坦开阔，

海水清澈，五颜六色的遮阳伞点缀着银

色的海滩，视觉经此转换，感觉好极了。

继续向西，飞到西班牙马拉加，再

乘车南下，我到达直布罗陀。这里被称

为“欧洲之角”，与南边的非洲国家摩洛

哥隔着一道海峡，相距仅 30 公里左右，

地中海海域到此结束，直布罗陀海峡西

边就是大西洋了。进入直布罗陀就等于

到了英国所属领土。一座不大但很突兀

的山峰是直布罗陀的中心，小小城区以

此山为中心展开，老街、新城、商店、行

政中心等一应俱全。由于地方狭小，直

布罗陀城中心有一条道路，平时人来车

往，一有飞机起降，前后一封闭，这条路

就是飞机跑道。这也成了直布罗陀一大

特色景观。傍晚和清晨，我两次登上这

座山峰，看日落日出，看海天一色。

南下北上，东进西出，几番转车转

机，我到达摩洛哥、突尼斯做短暂旅行，

准备进入利比亚，看的黎波里的大莱波

蒂斯考古区和班加西的西兰尼希腊古

城。在利比亚驻突尼斯大使馆，我被告

知欢迎到利比亚旅游，但由于目前国内

政局不稳，无法保证游客的人身安全，

不赞成前往。尽管我一再表示安全问题

我自己负责，而且有人接应，但使馆人

员还是不放行。花费一天口舌，终究去

不了利比亚。

我郁闷极了，只能悻悻地离开突尼

斯。不甘心就这么转机回国，于是，我又

向北飞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看著

名的庞培遗址、维苏威火山和阿玛尔菲

海岸线。这里离西西里岛不远，40 天前

我刚从那里开始地中海之行。

□全幸雅 周志鸿

月 日，福建气温骤降，海拔 多米的建宁金铙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冰’花开”，在四月飘雪后，现雾凇奇观。金铙山上百树银丝，成了冰雪世界。

一日之计在于晨，7 点刚到，杏林大

桥开始拥堵缓行，桥底、引桥、桥面，瞬间

被车流填满。惊蛰，春分，谷雨，木棉三角

梅正盛，城市烟火气渐旺，新冠疫情防控

向好，社会全面复工复产，4 月，高三年

初三年也陆续开学，一切逐渐恢复常

态，慢慢显现春日生机。随车逐行，这条

路走了好多年，如今起点依旧，终点更

远。

右拐进入集杏海堤，这段海堤连着高

集海堤，统称厦门海堤，曾是重要的交通

枢纽，担负着 319 国道与鹰厦铁路的运输

重任，是铁路进入厦门岛的唯一通道，在

当时它与武汉长江大桥等建筑并称中国

建筑史上的奇迹。历史烽烟里的建设离

不开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嘉庚”，惊涛骇

浪里铸就的“海堤精神“已经成为厦门

精神之一。如今，它依然托举着厦门轨

道 1 号线从这里经过，成就了最美的地

面海景地铁，连接岛内、集美老城、杏

林、集美新城和厦门北站，连接过去、现

在和未来。

车到集美学村，“闽海之滨有我集美

乡，山明兮水秀，胜地冠南疆”，我在这里

学习、工作和生活了近 30 年。这里，从幼

儿园可以一直读到博士后，“春风吹和煦，

桃李尽成行”；这里，一个不朽的名字与日

月同辉，“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

红”，向内 1 公里，是我工作了 25 年的地

方———集美中学，百年老校，新时代正蓄

势再出发，巍峨南薰楼，雄伟道南楼，如今

只能远眺和祝福。

思绪来不及转换，已经见到“集美校

友会馆”几个金黄大字，黄永玉所题，这个

老头，独特的集美校友，无愁河上的浪荡

汉子，纵横自由的文艺鬼才，2018 年在北

京见了真尊还合了影。在那屋檐下，那几

个老头还在天真着，忙碌着，“红晖老弟

啊”“红兄红哥啊”“昂晖啊”，那些日子，任

镜波老师、陈经华老师、钟国平老师，对我

的称呼时时亲切响起。集美校友总会，也

许无法再“秘书”，也许不能再“理事”，但

他们的“诚毅”于我，已然“心中藏”。

过了集源隧道，开始提速，同集路，

畅通无阻，不设红灯。一条发展大动脉，

连接了同安集美，通向了四面八方，车

轮滚滚，满载着无数的经济，承载着无

数的希望。

红绿灯，等待入城。同安，晋太康三年

（282 年）置县，厦门最大的行政区，著名

的侨乡和台胞祖籍地，闽南“金三角”的中

心地带，重要的交通枢纽，2019 年全国百

强区。吴夲、苏颂、陈化成、辜鸿铭等名人

辈出，陈嘉庚先生出生的集美社，原属泉

州府同安县。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秀丽

的自然人文景观，千年“银城”正在焕发金

光，新时代，富美同安，气势如虹。

缓慢驶进同安一中，新的工作单位。

大轮山下，梵天寺旁，远眺双溪入海，自古

读书圣地，宋代理学大家朱熹曾在此设堂

讲学，同中学府，享誉八闽。看今朝，同安

一中已成市直属学校，兴办滨海新校，不

负韶华，只争朝夕。2019 年 10 月，举办同

安公立初级中学创办 95 周年暨同安一中

办学 78 周年。

陈嘉庚先生与同安一中有过一段不

解之缘。1913 年陈延香先生等创办同安

阳翟小学，1924 年增设公立初级中学，简

称“同中”，被认为是同安一中前身。小学

和初中的创办得到陈嘉庚先生资金、人力

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1934 年初中被政

府勒令停办。

1940 年 10 月底，陈嘉庚先生在莲花

垵柄村视察，认为政府禁设学校绝无理

由，决定办“集美初中同安分校”，拨款调

人，筹备迅速，3个月后开始招生。因不准

私立学校设立分校，1941 年 1 月 11 日，陈

村牧校董从永安来电：“教育厅不准办分

校。”1月 20 日停止，移交给县政府，集美

初中同安分校一共存在 84 天。2 月中旬，

在集美初中同安分校基础上办起来的“同

安县立初级中学”开学，同安人称之为“同

中”。因设备极其简陋，故仍用集美学校的

开办费和课桌椅，此后办学也深受集美学

校影响，有着不少联系和许多关系。

打开办公室，案头叠放着几份按新址

寄来的报刊杂志：集美校友总会的《集美

校友》杂志，老王文津、季玉校友的《集美

报 20 年作品集》，瀚明王仔的《集美风》，

林希社长的《鹭风报》，一种嘉庚情怀鞭策

勉励，一份集美牵挂割舍不弃，一股华侨

气息环绕难拒，一条诚毅道路且行且惜。

庚子本命年，踏上新征程，文建兄草书苏

轼《定风波》名句“一蓑烟雨任平生”相赠，

实乃一路走来最真实之写照。

新冠病毒，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建

国以来的一场非常战役，病毒来势之汹、

疫情传播之烈、范围扩散之广、全社会所

面临的挑战之大，堪称前所未有。支持者，

逆行者，奉献者，牺牲者，用他们的坚实脚

步持之以恒，不断前行，何其艰辛，何其自

豪。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天堑亦可

变通途，不管是“溯洄从之，道阻且长”，还

是“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终是要“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终是要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林红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