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砸了 
文：趙剛 
 
在給一位藝術家的作品寫文章的時候，年少時的記憶浮現在我眼前。我和這位藝術家聊起以前

家周圍的景象，才知道幾十年前，我們其實住在同一個地方。 
 
在北京城牆外的西北邊有個太平湖，旁邊是埋葬著清朝戰將的墓地，也叫小西天。 
 
湖的西邊矗立著一座煉鋼廠。有時候，暮日之中，蒸氣瀰漫在紅色的天空，讓人感到一絲工業

帶來的希望，時刻提示著新中國的未來。煙囪的影子輕輕地飄在寧靜的湖面上。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充滿傳奇色彩的太平湖變成了一個死亡之地。許多人不能忍受殘酷的整治，

選擇了上吊或是溺水而亡。也許因為當時得不到安眠藥，太平湖永恆的平靜成了這些人 終的

歸宿。他們在樹林幽黯處上吊，或是天黑後走入太平湖。老舍，這位令世人矚目的劇作家，便

走進了湖水中，再沒回來。 
 
後來政府決定建一個地鐵維修站，就把西直門城樓給拆了，這是國民黨給共產黨交權的地方，

然後用拆後的瓦礫把太平湖填了。 
 
馬杰在太平湖邊長大，跟當時其他被迫害者一樣，從城中心的家裡被趕出來。他的父親是個國

民黨的警察， 大的願望是成為一名共產黨員，然而夢想始終沒能實現。 
 
— 
 
那是 1972年，我能夠清晰地看到我的朋友站在一座墳頭邊上，底下是十米深的坑，我還看到
了水和腐朽的木頭。故事裡說滿清的將士就被埋在下面，有一具屍體的頭沒了，傳說中的金頭

盔再也找不到了。走過這個墳，我看到了更多個。墳地在北京西邊延伸開去，他們謎一樣吸引

著我。 
這天有人說我們遭到敵人攻擊了。大家都要挖地道和地窖用以藏身。在挖我小學校地道的時候，

我挖出了骨頭。回家後我告訴了爺爺這件事，眼淚順著他的面頰流下來。直到 20年後我才知
道自己挖的是家裡的祖墳。在一次家族聚會上我得知父親曾經賣掉祖墳裡的物件以求生存。 
 
我們住在一個四合院裡，後面靠著一個陡坡，從上面可以俯瞰莊稼地。我記憶的景色裡天總是

很寬廣。凝望著天際線，我總是想莊稼地外面會是什麼。一個鄰居告訴我說，曾經有過很多松

樹，幾百年的，在我家祖墳上。後來我爺爺把這塊地賣給了農民，換來的錢抽大烟了。 
 
— 
 



 

1983年，我第一次來到巴黎：大多數的日子裡我都去拉雪茲公墓裡散步。我被墓地的景色和
模擬的殿廟所打動，找到了許多年裡自己努力想像的西方世界。當我成為一個畫家後，總在想

怎樣才能描繪這樣的景色。每當聽到瓦格納，就回想起墓地的景色，想像著他在裡面演奏。每

當我看到白色粉末，記憶會在兩種東西之間交替，灰和雪。 
 
在歐洲那段時間，大概一年多，我很傷感。我經常看天鵝游動在馬斯特里赫特的河面上，有很

長一段時間，不知自己身在何處。我沒有錢買一杯酒，在孤獨中看穿自己。我感覺城市是沒有

聯繫的空間，游離在身外，夢境中一般。我不知能停留多久。荷蘭是灰色的、扁平的、黑暗的，

沒有別的。 
 
— 
 
1976年的夏天，父親、妹妹和我在樹林邊的一個晚會上。來了很多朋友，晚會持續到深夜。
天氣很熱，細細的雨像霧一樣飄在空氣中。父親的一個朋友抓了一袋青蛙，他把青蛙從腰部截

斷，留下腿，給我們做了吃，青蛙的上半截就跳回到樹林裡去了。凌晨三點了，似乎沒有人想

離開，我終於睡著了。突然一聲巨響，像是掉下來一顆炸彈，就是我們挖小學地道時等候著的

那種炸彈。一切都開始搖晃。我床邊的那堵牆倒了，我趕緊跑出了房子。我看到東邊的天空，

深紅色的暈，整個天空好像都在燃燒，聲音從地下傳出來。緊接著我聽到人們的尖叫。 
 
然後天亮了。所有前一天我看到的房子都消失了，變成了平地，只有平地。還有些房子倒了陷

到地面以下。行走中，有人跟我打招呼，但沒人告訴我發生了什麼。我看到一堆黑色的沙子，

中間有個洞往外冒水。我嚐了嚐，味道很苦。還看到死馬和其他死動物橫豎躺著。忽然間就沒

有吃的了。我能找到的只有樹上的蘋果。兩天後有人把一隻死馬做熟了，這是我第一次吃馬肉。 
 
我看到一個女人當眾換衛生墊。他是北京大學文學教授的妻子，教授因為偷糧票而被勞改。很

多犯錯誤的人娶了這樣或那樣不得體的妻子，因為沒人願意嫁給勞改犯，他們只能娶邊遠地區

的女人。在勞改農場裡明顯缺少女人。 
 
晚飯後的時間裡，一群人聚在一起玩吉他。其中有一個女的，據他們說是滿清頭號間諜的妹妹。

她姊姊曾指揮滿清的軍隊，我爺爺就帶領其中的一個旅。後來她被國民黨抓了。許多年後，我

給她畫了一張肖像。 
 
我們試著撤離，逃回家中。沿著鐵軌行走，身體疲勞地扭動著，就像義大利麵條。走在路上，

我看到地面上幾哩長的裂縫。人們把成堆的屍體掩埋起來。他們給裂縫注入石灰粉，然後噴灑

藥劑。空氣瀰漫著霧，像是蒸汽。 
 
— 
 



 

有一次我發現父親把家裡 好的餐具都拿出去，在後院把他們摔碎。後院裡即刻出現了一個碎

瓷堆成的小山。回來後，他又把自己穿過的鞋全都拿出來砍斷。三天後，一幫我們學校的檯面

上的人超了我家，檢查每一樣東西。我徒勞的試圖保護我的玩具，可都被他們砸了，包括我的

卡車。從那以後我總想殺那些人。以後的 30 年我時不時會打架，總聯想到那個砸我玩具的人，
總想找他報仇。 
 
他們威脅說要把我妹妹的頭髮剃了，因為她長得漂亮。他們曾剃掉了我們小學鄧校長的頭髮，

把她滿頭自然捲都剃了。他們讓鄧校長穿男人的衣服在學校掃地，還讓她用尿盆喝水。我想他

們完全可以對我妹妹做同樣的事情。 
 
我隨家裡搬到了一個很大的大雜院住，有一大群鄰居。夏天時，我看到院子裡有許多孩子。很

多女孩都穿裙子，我很喜歡。老女人洗衣服做飯聊著天，都不穿上衣。他們看上去就像一個快

樂的大家庭。我溜進另一個大雜院，看到的是同樣的情景。這樣的大院子能延伸幾哩地，貧民

窟似的一大片。我們在公共廁所玩火。男孩喜歡在公共廁所玩火，把房頂的油毯撕下來點著了，

覺得很好聞。 
 
— 
 
2001年我回到北京後再去尋找以前住過的地方，但已經不復存在了。 
 
— 
 
慕尼黑，1991：城市被白雪的地毯覆蓋著。我在一間公寓裡住了三個月。每天，透過窗子我看
到雪，然後沿著雪看到慕尼黑的歌劇院。同宿舍的告訴我可以通過參觀集中營尋找到納粹主義

的核心。當我讀關於集中營的故事時，看到雪，想到灰燼。我住的公寓房頂上有一圈煙囪，我

經常想像他們是怎麼把人燒成灰的。每一次當我順著廊道走向慕尼黑歌劇院時，我就想到納粹

的「悲慘的人生」，還有德國的景觀。到現在，每當我來到德國，散步的時候就會想到三樣東

西：灰燼、雪和交響樂。 
 
— 
 
1976年 4月 4日：許多人匯聚到北京。他們穿藍色上衣，袖子上帶著黑紗。另外的一些人帶
著紅袖章。他們雲集到廣場，很快變成人山人海。至今我還記得那片藍色的海，中間是點點的

黑頭髮和黃色的臉。幾天後街道被清洗乾淨了。這裡或那裡能看到血跡——出了什麼事的證明。 
 
— 
 
我經常聽人說起蘇州的園林。他們說如果人間有天堂，那就是在蘇州。在造訪蘇州之前，我常

在北京的頤和園閒遊。遊倦了就去圓明園，感受被外國入侵者燒掉的皇家花園。這地方是怎麼



 

被點著的是個謎。在那裡，我開始將景觀與 T. S. Eliot的詩＜荒原＞聯想起來。一天快要結束
的時候，夕陽下的圓明園，總會讓我產生希望。黑暗有時會點亮我的想像。 
 
1979年，我第一次來到蘇州。我感到深深的失望。我不明白自己所看到的。我回到圓明園，
回去畫那個荒原。紅色的天空和綠色的草經常出現在我的畫裡。幾年後我的心理醫生告訴我那

是抑鬱症的早期症狀。 
 
紫竹院公園在北京西邊。我去那裡畫荷花和柳樹。在那裡我遇到很多藝術家和詩人，其中無名

畫會和北島，在圓明園就遇到過。春天大家都去畫開放的花，我卻畫不了花。在公園裡，我的

繪畫生涯開始了。 
 
— 
 
離開中國很多年後，我開始追溯記憶中的那個時代，盡可能回想那些模糊的場景。我曾經酗酒、

喝到早晨四五點鐘。1989年的一個早晨，我和幾個醉鬼在紐約市的大街上蹓躂，我撿起一份

紐約時報看到頭版的新聞，但是讀不下去了，直到第二天早晨醒來…⋯…⋯ 

 
兩年前我花時間仔細的遊覽了蘇州。那裡的建築讓我著迷，似乎每一個轉彎處都有一個故事，

我發現自己每一次都沈浸其中，揣摩著一處處的隱喻。我覺察到鮮活的歷史故事和政治籌劃背

後的幽靈。我置身水與石頭的迷宮中。這次我用黑白膠片去掉了園子的顏色。取而代之的是我

記憶中那個時代的顏色。顏色褪去了，留在了過去，或是守候在未來。我時常感覺水彩具有一

種可能性，使思緒延展。 
 
— 
 
我很高興能在蘇州博物館的老館展示作品，這裡曾經是清朝太平天國起義的忠王府。太平天國

是反對清朝的一個天主教派，之後在蘇州建立起獨裁主義的教令，佈道天堂與平安的主旨。然

而天主教令與蘇州很不和諧，因為幾個世紀以來蘇州一直是世大夫們心理角逐的戰場，也是他

們隱退官場後的棲身之地。蘇州園林這樣的雙重意義讓我想到道家思想就是老子從混亂的官場

隱退竹林後誕生出來的。 
 
世大夫們從官位退下來，構想和建造了蘇州園林，他們是倖免了朝廷處罰的人，未能倖免的則

活的很悲慘。園林是他們無盡想像力的物質體現，他們在建造中傾注了歡樂、悲傷、渴望和情

慾。園林中數不清的支路延伸出來，被竹叢打斷。這些盡端神秘而欲言又止，是園主在造園過

程中講述的一個個故事。這些難以捉摸的景致或許暗示出中國造景的審美意向，籌劃重於表達。

同樣道理，中國的山水畫追求具象表達之外的意境。畫的作者深思熟慮，將自然中優美的形體

和神秘的氣氛交織起來，意在畫外的那種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