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巴黎出发，驱车 5 个小时就到了与
法国紧临着的德国西南边陲一个古老的城
镇——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特里尔市。这
里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
命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创者、近
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的诞
生地。

最早看到这位蓄着大胡子的伟人肖像
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马恩列斯毛”5位领
袖的肖像并排悬挂在教室墙壁上。此后，

“马克思”这个名字伴随着我一路学习、工
作，直到现在。6月初的一天，怀着十分崇
敬的心情，专程到他的家乡拜谒，也算圆了
我半个世纪的夙愿。

早晨，车行驶在通往特里尔的高速公
路上，天空乌云密布，一路上淅淅沥沥的
细雨下个不停。公路两旁，茂密的森林、
绿茵茵的牧场、美丽的村庄尽收眼底。下
高速公路后，只见层层梯田盘绕的山坡上
种满了葡萄，特里尔城就坐落在德国母亲
河——摩泽尔河狭长的河谷盆地里。

特里尔还是一座有着 2000 多年悠久
历史的文化古城，它与罗马、伦敦、巴黎 3
个城市并称欧洲四大古都，有“阿尔卑斯山
北第二个罗马”之称。在人口只有11万的
特里尔市区，就有尼格拉城门、圆形露天竞
技场、凯撒浴场、芭芭拉浴场、罗马桥、伊格

勒纪念碑、特里尔大教堂、圣玛利亚教堂等
多处历史悠久的建筑，充满了浓郁的宗教
氛围和人文情怀。

200多年前的1818年5月5日，马克思
就诞生在这座山水环绕、具有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的古城，一直到 17 岁离开这里，到
波恩和柏林去读大学。马克思受到来自家
庭和学校的众多良师益友的引导和影响，
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崇尚理性、向往民主的
世界观。在他的高中毕业作文《青年在选
择职业时的考虑》中，马克思第一次表达了
为全人类服务的崇高理想。

走在街道上，如果不是特意寻找，几乎
要错过马克思故居。眼前这座德国莱茵地
区的典型建筑，位于特里尔布吕肯街 10
号，建于1727年。这是一座灰白色的3层
楼房，有着淡黄的粉墙、棕色的门楣和窗
沿、乳白色的窗扉。1947年5月5日，马克思
故居博物馆在这里对外开放。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大门旁边的一块黑
色铭牌，上面刻着德文：“1818 年 5 月 5 日
卡尔·马克思在这里出生。”当年，楼上是
马克思一家的住室，楼下是他的父亲亨利
希·马克思律师租赁的房屋。马克思一家
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时间。在大约1岁半的
时候，小马克思随父母搬到了西蒙大街 8
号居住。

走进博物馆，展览包括3个部分：第一
部分展示了马克思的生平及他所生活过的
地方；第二部分展示了马克思的研究成果；
第三部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
的 广 泛 传 播 和 影 响 。 这 里 展 出 的 有

《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版本、早期译本及重
要版本，《资本论》的最早版本、早期译本，
以及 19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书籍等。令我
感动的是，展出的图片中，有长征途中的
毛泽东、延安的中共领袖们、解放军进北京
城、开国大典等内容。在地板上的深灰色
世界地图上，用重色块标记着社会主义国
家，而墙面上镂刻一句熟悉的名言：“凡是
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
的我们就要反对——毛泽东，1939年”，看
后倍感亲切和自豪。

马克思故居留言簿上超过70%都是中
文留言。德国人也许不太明白，为什么
中国人比德国人更崇拜马克思，以至于特
里尔大学特别设立了一个项目——专门
研究中国人的这些留言，试图从中找寻出
马克思及他的思想对人类文明发展所起
的作用。

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走出博物
馆，天空已是云开雾散，阳光普照，我们散
着步，来到离马克思故居不远的圣西蒙教
堂广场。这里矗立着一尊中国为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而特意赠送的马克思铜像，
本体高4.6米，连同基座总高5.5米。铜像
的作者是国际知名雕塑家、中国美术馆馆
长吴为山。铜像生动传神，呈现出一个拿
着书、行走中的马克思。前来凭吊的人们
似乎看到，马克思以自信深邃的目光、从容
坚定的步伐，从特里尔走向世界，从历史走
向未来。

我久久注视着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铜
像，不由地感慨伟人之所以伟大，不仅仅
是因为做出了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贡献，
还因为他们经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磨
难。马克思度过了几乎长达 40 年的流亡
生活，40 年的拼命工作，40 年的贫困和牺
牲。在漫长而卓绝的斗争岁月中，他忠于
少年时代的誓言，初心不改，为人类解放
事业的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
最后一刻。

星转斗移，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人类社
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作为“千年
第一思想家”的马克思依然在世界各地受
到人们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
耀眼的真理光芒。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
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
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
也就没有将来。”我想。这应该是迄今为止
人们对马克思的最高评价了。

拜谒马克思故居

家住洛浦公园附近，一到晚上，经常到
河堤上散步、锻炼。虽是夏天，这里风景依
然醉人。长长的河堤，一路柳条盈盈，随晚
风曼舞。走在弯弯的小路上，月季花、木槿
花，还有不知名的小花儿大片盛开着，清香
弥漫，让人步履轻松。河堤好多地方的夜
景都不一样，在灯光下有一种如梦如幻的
别致。

我时常沿着七一路附近的河堤向牡
丹桥的方向漫步。河堤上每隔几米就是

一个路灯，灯身下面全是各种牡丹诗词。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竞
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一
路品读着诗词，感受着洛阳诗词文化的魅
力，有种梦回大唐的感觉。洛河南岸、牡
丹桥在洛浦的夜色中交替变换着七彩光，
倒映在碧波荡漾的洛河里，溢彩流光，让
人感受到洛阳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真是
为生活在发展得越来越好的洛阳而骄傲
和幸福。

河堤上，音乐响着，有暴走的人们，
有做健身操、打太极拳的。优美的旋律，
舞动着的身姿，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在
这里，你会感受到生命的顽强与美好。
行至牡丹桥东边河堤，会时常听到一对
老人在吹着葫芦丝，温婉，悠扬，动听。
看到他们用心投入，忘记身外一切，忍不
住站在一边静听一会儿，让自己的心随
着他们的曲子飞翔，穿越时空。我想，无
论年岁如何，保持这份心境，生命多么丰

盈和美好。
有时我在河堤边一个安静地方坐了下

来，背对木槿花香，与洛河对视，感受洛河
静静流淌，任思想的羽翼自由舞动。在清
风明月里，心亦歌亦舞。兴来编几句小诗：

“漫步河堤去，良宵童话编。杨柳临风舞，
洛水妙韵传。皓月当空照，花灯仙境添。
一路诗词醉，梦回大唐园。独享静欢处，心
如四月天。”

无论你在不在意，日月每天都在更
替；无论你在不在意，花儿都在努力地绽
放。我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岁月静好，时
常抖落一身的疲惫，让美好永驻心头，时
时保持生命的清新、鲜活，向暖浅笑，努力
前行。

洛 浦 之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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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还不到20岁的我，来城里打
工，租住了一间五六平方米的砖坯房。房里
单人床、小桌子、案板、蜂窝煤炉子，占据四
周。桌子属多功能，吃饭、写字、看书，后来弄
了一块玻璃板放上，下面还压着照片；炉子夏
天不做饭时提到门外，放在屋檐下。一个人
的日子也不觉得难！

后来结婚了，砖坯房的构成没变，就是稍
大了点。遇到天气不好，白天进屋也得拉着
灯。夜晚，讨人嫌的老鼠会三五成群，在芦苇
搭的棚上“咚咚咚”跑来跑去，就似开运动
会。还清楚地记得在孩子几个月大时，早上
起来，听到窗外滴滴答答的下雨声，一摸孩子
的枕头咋是湿的？仰脸看，是屋棚低洼处聚
集的水珠，正好滴到枕头上。因老房年久失
修，功能逐渐退化；接下来，渗漏的位置，多点
开花；女儿稍大点，我们上班不在家，只要稍
有下雨，女儿就好像得到了指令，把家里的盆
盆罐罐，凡是能接水的器皿都搬出来，分摆到
不同的漏点。遇到这种状况，脑海里总会想
起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后来，单位集资建房，终于购得一套南北
通透、62 平方米的两居室。每天穿着高跟
鞋，沿步梯“嗒嗒嗒”上下七楼，就像踩着琴
键，浑身充满了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人、亲戚、朋友，都不
咋来我家。有啥事，基本都选择在路上碰面
接洽，或站在楼下扯着喉咙吆喝；后来，我也
到了退休年龄，再加上腿疼，只要吃饭能凑
合，就不下楼买菜，闲暇想外面时，就趴在窗
户上左右、上下瞭望！

前几年，我们卖掉旧房，女儿用公积金贷
款给买了套120平方米的电梯房。眼看着一
天天房子周边，一个个大、小公园环绕，看书、
赏花、晨跑、挥拍……新增添的体育设施功
能，越来越贴近百姓所需，让你想去做啥活
动，都能实现。

最重要的是，我80多岁的老母亲，再也
不怕来我家住啦！你看，上下楼有电梯，坐轮
椅有通道，小区、公园遛弯不用搬凳子，累了
有亭台长椅……

回想近10年来，女儿认真工作，外孙女
努力学习，生活恬淡，我家的日子也迈上了新
台阶！大环境应了你所想的愿望！生活真是
芝麻开花节节高！

感受住房变迁

岁月回首

生活空间

旅人凝望

□晓利

□田彩婷

□来学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