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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 版 书 架 用钢笔画为重庆建筑留存记忆
——访《重庆近代城市建筑》作者欧阳桦

重庆日报：你最想给读者推荐的重庆近代建
筑有哪些？

欧阳桦：重庆近代建筑比较集中的是渝中区
小什字的新华路和打铜街一带，比如美丰银行、
中国银行、川盐银行、交通银行及川康置业银行
等优秀近代建筑。另外，南岸的龙门浩、下浩一
带也集中了重庆开埠时期外国洋行、商务楼、仓
库等各类建筑物。20世纪50年代的优秀建筑则
集中在文化宫、大田湾和大礼堂一带，主要有重
庆人民大礼堂、文化宫影剧院、大田湾体育场、重
庆体育馆、文化宫大门等。这部分建筑是在当时
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修建起来的。现在来看
不管是建筑规模、材料的运用还是建筑艺术质量
都非常高，是重庆极为宝贵的建筑文化遗产。

重庆日报：你认为重庆当代建筑与近代建筑
相比有哪些新特点？

欧阳桦：重庆当代建筑体量更巨大，往往一
栋建筑就可以把一座山遮挡。但要注意的是，当
代建筑与城市街道空间的大小和尺度不协调时，
容易让人产生压抑和无助的感受。有的公共建
筑外形夸张，在视觉上给人一种震撼，但巨大的
空间趣味性不够，难以让人接近。当然，好的建
筑物一定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岁月的打磨，也许
二三十年或百年后，现在我们觉得一般的建筑
物，终究会显示出令人惊叹的美感。

重庆日报：对于当代建筑与山水之城和谐共
生，你有何建议？

欧阳桦：新的城市建设应该在广大市民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建筑要对其
高度和基地位置作整体的控制，不能让城市新增
的建筑物破坏了美丽山水之城的格局。

当代建筑
要与山水之城和谐共生

□本报记者 赵欣

黑与白，对立又统一，是最基础的抽象
色彩。哲学家眼里，黑色意味着永恒的沉
默，白色意味着无尽的可能。在重庆大学建
筑城规学院教授欧阳桦笔下，黑白线条勾勒
出了质朴而隽永的钢笔画，这些画记录了时
光长河里那些大多都已湮没的重庆建筑。
日前，它们被结集成书，以《重庆近代城市建
筑》之名出版问世。

其实，早在2010年，《重庆近代城市建
筑》第一版已经与读者见面，并在2011年斩
获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一等奖。那么，时
隔12年推出的新版有何新意？用钢笔画记
录重庆近代建筑背后有何故事？为何会坚
持几十年专注于这项创作？带着这些问题，
重庆日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欧阳桦。

学术著作可以更亲民

在重庆历史、人文、艺术出版领域里，
《重庆近代城市建筑》的表现形式无疑是独
有的。第一版问世后的如潮好评，欧阳桦有
注意到，而且身边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也是
能感觉到的，“这说明近一二十年来，重庆市
民对城市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越来越关注，
对了解城市和城市历史建筑有强烈的愿望，
这也是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我的书恰好在
读者与城市建筑之间充当了传播媒介。作
为一本学术著作，它改变了板着面孔、居高
临下的固有印象，成为建筑专业人士、文史
工作者、绘画爱好者，以及普通城市居民都
能阅读、也愿意阅读的有趣书籍。身为作
者，我对此感到欣慰。”

欧阳桦介绍，2022版与2010版相比有

不少变化：“首先增加了不少读者感兴趣的
内容，尤其是城市景观方面的，对重庆老城
的一些标志性景点，市民所熟悉的典型场景
都有新的画面充实进来；同时，书中章节略
有增减，增加了绘画感、时代感、艺术性更强
的新图；另外，书籍装帧设计方面变化很大，
版式大胆、轻松、活跃、新颖，让学术著作变
得更亲民。做出这些改变的目的是以更丰
富的内容、更有价值的资料、更有趣的画面，
回报读者的厚爱。”

在努力让作品亲民的同时，欧阳桦也
强调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在城市中，原汁
原味的古建筑凤毛麟角，难以见到。若是
做研究，还需要到图纸堆中去查找资料。
而近代建筑大都距离时间并不那么久远，
城市中还有不少存在，甚至还在使用，这
些建筑物是城市的一部分，我们看得见、
摸得着，便于实地考察、记录、研究。但因
城市快速发展也让其数量急剧减少，我们
需要加快调查研究的步伐，在此基础上抓
紧进行保护和利用，使负载着历史积淀和
文明传承的历史建筑成为我们城市的文
化背景。用钢笔画来记录，也是一种学术
的尝试。”

每幅画背后皆有故事

为何会想到用钢笔画的形式来记录建
筑呢？欧阳桦表示，自己执教于重庆大学建
筑城规学院，学生都要学习钢笔画技巧，作
为将来设计工作中绘制草图、收集设计资料
的一种辅助手段。“我一直参与钢笔画的教
学工作，所以自然而然习惯用钢笔画这种绘
画形式来表现建筑。另外，从绘画的角度
看，钢笔画的黑白色调沉稳、凝重，既有岁月
的质感，又有艺术的美感。很多读者对钢笔
画也感兴趣，用钢笔画表现建筑可起到一定
的科普作用。”

几十年过去，欧阳桦已经记不太清自己
用钢笔画的第一座老建筑是哪里。不过他
坦言，起初画老建筑时也感到困惑，“当时我

对建筑物结构的认知很肤浅，再加上线条单
调，形态枯燥，一不注意很容易画成机械制
图的效果，难以激起绘画创作的热情。因
此，为了把房屋建筑画出趣味，表现出一定
的艺术性，我也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磨
练、思考，一边画一边摸索总结经验。掌握
了一定的技巧后，逐渐有了一些起色，描绘
建筑也比较有信心了，画出的建筑也能为大
家所接受。”

欧阳桦说，能够支撑他一路坚持下来的
原因，除了老建筑本身之美外，还在于他所
描绘的每一栋房屋背后，几乎都有故事。“比
如访问道门口的刘义凡住宅时，居住于此的
老人总说该建筑在民国时期曾是银行，底层
还有金库，但又说不出到底是什么银行。直
到有一次，里面一个房间搭建的外墙拆除
时，发现老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纸，写着‘四
行联合办事总处’几个大字，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抗战时期迁到重庆的中国银行、中央银
行、交通银行等组成的联合办事总处这个重
要的金融机构，就在这栋结构复杂的洋楼里
面。”

还有一些建筑，在欧阳桦看来尚存未解
之谜。“江津吴滩镇的杨氏住宅，内部空间处
理很奇特，与大多数本地老式民居完全不
同。而且房屋中的隔墙的制作方式也与平
时见到的川渝地区夹壁墙、板壁墙迥异，是
一种全新的墙壁，既隔热又防寒，成本也不
高。直觉告诉我这栋建筑很有故事，但遗憾
的是，访问了多位老人始终未能打听到房屋
主人信息。我还会再去探寻，相信会找到满
意答案。”

□李燕燕

离别的月台，胖胖的父亲，蹒跚的
背影，朱红的橘子。从一板一眼的课
文到老师程式化的讲解，第一次读《背
影》，是在初中语文课上。

“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
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
的样子。”老师低头用强调的语气导读
这样几句话，我把塞在课桌肚子里的
湿漉漉的果皮快速扔进同桌男生敞着
的书包。几分钟前，我的浅粉色新裙
子被那个淘气鬼甩墨汁溅了几滴。

“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
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
来了。”拿起课本，带着“报仇得逞”的快
意，我跟着周围同学一起大声诵读，心中
却没能泛起任何涟漪。

一位文学评论家曾说过：“好的作品，带
着成长性，读者在成长的不同阶段，重读作
品，能够得到不同的感受。”朱自清的作品，正
有着这样的特点。

时间一晃，八年过去。
重读《背影》，我大学即将毕业，在城西一

所中学做实习语文老师。我从少年时代开始，
就如《背影》中的作者那样，对于父母，“总觉他
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所以父母的
想法，我那时只想着去否定。父母希望我大学
毕业先找个中学任教稳定下来，我却坚持要考
研。一天夜里，下了晚自习，我回到当时的出
租屋，房东老太太指着桌上的一个保温桶，遗
憾地说，你爸刚才来过了，说给你带了你妈妈
做的藕炖猪蹄汤，让你补补身体，这不，他才走
没几分钟。突然，一种未曾体验过的情绪从年
轻的心底升起，我跑着扑到窗边，只见小区外

左拐通往大马路的巷子，昏黄的路灯下
父亲骑着自行车快速驶过的背影。回
到桌前，揭开保温桶，一股喷香热气扑
面而来。氤氲之中，一切似曾相识。

第二天，再带着学生翻开书页，诵
读那些熟悉的语句。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
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
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
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
易了……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
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生动的文字，顿时让人眼前浮现出
那个月台，以及那个正做着艰难攀爬动
作的老父亲，就在这个场景浮现的一瞬
间，另一个场景立时从脑海中乍现并与
之重合：父亲接过保温桶，跨上自行车，
艰难骑行在尚在建设的三环路的尘土
中……两个不同场景，虽然分散于两个
时空，却似曾相识。读着读着，我的鼻
子有了酸楚的感觉。我悄悄背过身去。

再读《背影》，是在2021年的春天。
那年，再版的《背影——朱自清散文集》
摆上了书店的货架。这是一部亲情主
题散文精选集，4大篇章，39篇经典佳
作，包括《背影》《匆匆》《荷塘月色》等人
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佳作。我特意买下
了一本，但暂时并不打算让正读小学五
年级的女儿看——因为年纪太小，品不
出朱自清经典中的那些深意与情感。

对于《背影》，年幼时无法为其中的父子
相处场景动容；稍长始阅世事，读《背影》，部
分场景便感觉似曾相识；年过不惑，《背影》中
那些字句不知不觉镌刻入心，在某个似曾相
识的瞬间，这些字句自动闪现而出。

对于其他散文，诸如《荷塘月色》亦是如
此，“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
处。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
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
人……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
荷香月色好了。”年少时只能察觉这一番叙述
之下的夏夜惬意，慢慢年长，才能额外体察这
番言语之下的无奈与孤寂。

翻过扉页，所见便是这个散文集的序“想
念是一种淡淡的哀愁”。同样，阅读的感受在
成长中变化，在跨越时空的似曾相识中，“你
懂得了珍惜，学会了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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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

又一个浪潮来了，你注意到了吗？
这就是许多走在前沿的科学家预测的、

继互联网浪潮之后的又一场新技术革命浪
潮——生物经济浪潮。

这样的浪潮，犹如平行世界，就在那里，

但是就差捅破那一层窗户纸，或者说隔着一
扇窗户，很多人视若不见或一无所感，但是它
已然是客观存在。

很多“未来”已经到来，而有的人一无所
知。这本小书，就是想给更多的人们打开一
扇看到“已经到来的未来”、看到那个平行世
界和“别有洞天”的窗户。

这个“平行世界”，是一个新的已经到来
的时代——生物经济时代。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作为长期跑科技
的记者，我开始将重点之一放在生命科学尤
其是基因组学上，因缘际会，那时候，正赶上
中国科学家赶上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末班
车”，虽然只承担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也就是
3000万个碱基对的测序任务，中国仍然成为
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6个国家之一，也是唯
一的发展中国家。

换言之，作为和曼哈顿计划、阿波罗登月
计划并列的三大人类科学计划之一，人类基
因组计划成为唯一有发展中国家跻身的大科
学计划之一。

人类基因组、水稻、家猪、家蚕……伴随着
测序技术、生物信息学等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
对物种的解读能力在不断加强，然而，生命天书
虽然都是由A、T、C、G四个“字母”以不同方式
组成，却远比0和1组成的信息世界更为复杂，
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转录组学、代谢组学、
生物的多态性……对生命的了解越深入，人类
越发现生命科学的玄妙远远超过想象。

在现实生活中，多组学科技术正在悄然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变化，从科学服务到临床
应用，从分子诊断到生物育种，从应对未知生
物的感染到生物能源的研发……比如“唐娃
娃”即唐氏综合症的筛查，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技术（NIPT）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通过采集
孕妇外周血，提取游离 DNA，采用新一代高
通量测序技术，并结合生物信息分析，评估胎
儿发生染色体非整倍体的风险，换句话说，只
要抽静脉血就能早期发现孕妇的胎儿是否有
唐氏综合征、爱德华氏综合征、帕陶氏综合征

等3种染色体疾病的“嫌疑”。而以前只能靠
羊水穿刺才能确诊，无创产前基因检测具有
准确、无创、安全、早期和规范的特点。国家
卫计委临床检验中心负责人李金明说，传统
血清学唐筛存在较大漏检风险，假阳性率高；
羊水穿刺虽准确率高，但穿刺伤口可能引起
宫内感染，造成一定几率的流产风险。而无
创产前基因检测是一项安全、准确、非侵入性
的新型胎儿染色体疾病检测技术，具有远高
于血清学唐筛的准确性，对降低新生儿出生
缺陷率具有重大意义。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凭借当代基因科
技的发展，从静脉血中就能发现唐氏综合症的

“蛛丝马迹”，甚至后来还能通过液体活检技术
发现循环肿瘤细胞，实现对肿瘤的早发现。

大量单基因疾病、各种罕见病……基因
科技至少以分子诊断为切入口，开创出一片
崭新天地，将基因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的生产
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可知可感。

从上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现在，从寻找
所谓“功能基因”到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从
多态性研究到癌症基因组计划，再到肠道菌
群研究，从单细胞基因测序到精准医学，从无
创产前检测到心血管疾病的遗传诊断，这20
多年来，我一直在这一领域跟踪报道不同的
团队，不同的科学家、临床医学家。

坚信这本小书——《生物经济：一个革命
时代的到来》将有助于更多人明白在一个革命
性时代到来之际“自己要担负的责任”，从而创
造更为光明、更为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

（本文系《生物经济：一个革命性时代的
到来》前言，有删减）

一个亟待重视和落实的重大科技计划
——生物经济时代的迫切呼唤

新书简介

《重庆近代城市建筑》由重庆大学出版社
于2022年5月出版。作者历经几十年收集整
理，通过建筑绘画的形式，以400多幅精彩细
腻的钢笔素描，客观与艺术化结合地再现了
重庆晚清、民国，至20世纪中期建成的，城市
中遗存至今的和大多已经消失了的各类经典
建筑及建筑景观，演绎了山地建筑、滨水建筑
的构筑，以及独一无二的山城历史面貌，并将
建筑的建造背景、使用功能、艺术特点等静静
陈述、娓娓道来。

作者介绍

欧阳桦，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硕
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理论、建筑遗
产保护，在“建筑绘画”“西南民间建筑”方面
造诣深厚。

对话作者

新书简介

《生物经济：一个革命性时代的到来》一
书以深度对话16位知名专家、科学家、企业
家、投资人等方式，剖析国内外生物经济发展
大势和成功经验，多角度探讨这场以生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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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名专家篇、投资人篇、前沿企业篇、科学
家篇、地方实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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