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成都市总府路81号院内的琼瑶故居。
赵紫萱 摄

琼瑶曾就读的泸州市泸南中学旧址。
王伟 摄

1913年的成都仁济医院大楼,琼瑶出生于此。
图据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官网

她的乡愁在四川

知名作家琼瑶 图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12月4日，知名作家琼瑶去世。作
为华语文学圈内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
的去世让不少人悲伤触动。当天，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琼瑶儿时在
成都的故居，追忆她成长的故事。

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琼瑶和她的
双胞胎弟弟出生于成都，并在如今的成
都市锦江区总府路81号院内一个老阁
楼里居住过一段时光。

12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锦江区顺
城大街，找到了总府路81号。走进小
区，一抬头，就能看到琼瑶的故居。

这座三层砖木结构的阁楼，占地
760平方米，是典型的近代公馆式建筑，
风格偏向欧式。阁楼正面最上方有个显
著的五角星样式，淡黄色的瓦片撑起了
三角形的屋顶，窗前有些杂草。楼上的
窗户和门是中式风格，呈棕红色，远远望
去古朴却十分独特。

这座建筑原本是民国时期一位银行
家的宅邸，后来成为多家银行员工的宿
舍。2015年5月26日，这座建筑被列入
成都市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如今，这座建筑被总府路81号院包
围起来。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多数是租
住在这里的年轻人，他们知道小区里有
一栋年代久远的旧楼，但却不知道里面
曾经住过谁。

市民刘大爷已在总府路81号院居
住了20年。他说，琼瑶是他年轻时喜欢
的作家之一，他知道琼瑶“奶娃儿”时期
就住在这里。时常有游客因为琼瑶慕名
前来参观留影。

“我们最初搬来时也很好奇，到阁楼
里去看过。这是一栋三层楼、里面是木
结构的建筑，每层大概150平方米，里面
很漂亮，墙上还有用石膏雕刻的花纹。”
刘大爷说，现在居住在阁楼里的是一位
60多岁的女士。

“房屋很坚固。”刘大爷说，这栋楼有
上百年历史，从他住进这个院落就是这
样，从没改变过。

如今的琼瑶故居，院外早已没有那
片油菜地，而是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繁华
庞大的商业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

探访琼瑶成都故居

三层砖木结构阁楼保存完好

知名作家琼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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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瑶曾在四川生活、学习，
她在自传《我的故事》中回忆过
这段童年时光：“我们在泸南中
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我
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
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
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
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着
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
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
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
这儿又一点一滴地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
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
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
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地
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文中的泸南中学，位于泸
州市，当地知名乡愁摄影师、书
画家王伟曾用镜头“追忆”琼瑶
与泸南中学的故事。王伟说，
他的母亲曾在泸南中学所处的
库房街小学任教，在了解到琼
瑶与泸南中学的缘分后，他曾
于2018年寻访泸南旧址，拍摄
了一组名为《梦回泸南》的乡愁
摄影作品。

《梦回泸南》来源于琼瑶给
姨妈的一封信——“泸州的泸
南中学与我渊源至深，曾有我
儿时的记忆，曾有我童年的欢
乐。”拍摄前，王伟还特意寻找
与琼瑶相似的演员，“我想把琼
瑶对泸州的爱，以及怀旧的感
觉，用摄影的手法表现了出
来。”照片中，王伟记录了泸南
中学曾经的廊道、门槛、门、教
室，幻想琼瑶曾在这里翻着书
走过。他还专门创作了《梦回
泸南》歌曲，表达他对琼瑶的敬
仰之意。

采访中，王伟发给记者一
张手绘的泸南中学图。“我当年
去拍摄时，泸南中学已经破败，
但因为去过，了解过它的结构，
就带着对琼瑶的尊重、对这个地
方的怀念，手绘了一张泸南中学
复原图。”得知琼瑶离世的消息，
王伟长叹一声。

4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琼
瑶母校——泸南中学的工作人
员。其透露，每年新生开学时，
学校都会带学生回到老校区开
展寻根活动，其中会重点讲述
学校的来历以及琼瑶在泸南中
学的经历。得知琼瑶离世的消
息，对方遗憾表示：“学校下午
都在转发这条消息，大家都表
示很遗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荀超 刘叶

作为华语文学圈内知名女作家之一，
琼瑶与成都有着剪不断的缘分。

1938年，琼瑶出生于位于成都四圣祠
街的仁济医院（今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4
岁时跟随父母回到老家衡阳。1944年，战
火烧到衡阳，为躲避战乱，她和家人历尽
艰辛逃难到重庆，随后又跟母亲去了泸
州……可以说，琼瑶的大半个童年都在四
川和重庆度过。

琼瑶曾经有一本记录自己与亲人分隔
39年后，回乡探亲的书《剪不断的乡愁》，其
中专门提到了自己与四川的缘分。

故乡是什么？对于琼瑶来说，是出生
的地方，是接近半个世纪都无法遗忘的乡
音。1938年，琼瑶和双胞胎弟弟出生在成
都仁济医院，从小她就在暑袜街附近玩
耍。虽然只在成都生活了4年，但她一直没
有忘记这个“第二故乡”。她甚至在2002年
还给曾接生她的护士段仪明寄来一本描写
自己生平的书《我的故事》，以示纪念。

琼瑶曾在书中写到了乡音，实力演绎
了乡音无改鬓毛衰：“我离开湖南时，说的
是四川话。现在，我说的是略带南方音的
国语。乡音，我甚至不知道，我的乡音是怎
样的？小时候，我的语言是复杂的，为了适
应环境，我说过四川话，说过湖南话，说过
上海话，说过北京话……如今，已演变成目
前唯一会说的国语了。”

在《剪不断的乡愁》中，琼瑶记述了与成
都阔别40年后再度相遇的场景。她还专门
找家里老人打听了当年在成都的住处——
暑袜街、布袋巷。在琼瑶的脑海中立刻勾勒
出关于暑袜街的图画：古老的石板小路，路
两旁老式的四合院，院中有合抱的大槐树，
枝丫伸出了有小花窗的矮墙。每户人家都
有两扇油漆斑驳的红门，门上嵌着褪色的铜
门环。当然，这条街一定在郊外某处，因为，
街的旁边，应该是大片大片的油菜田。

也许是离开成都太久，琼瑶已不记得
暑袜街位于成都市闹市区，但对当年门前
的油菜花印象依旧清晰：“唯独记得在我居
住的地方，门前有一大片的油菜田，每当油
菜花开的季节，那金黄色的油菜花，似乎漫
无止境地由地的这一边，一直开到天的那
一头。油菜花。这么多年以来，我记忆的
底层，一直有一片盛开的油菜花。”

除了油菜花，琼瑶记忆中还有茶馆和
滑竿。在《几度夕阳红》中，琼瑶曾经描写
过四川的茶馆。在她回乡探亲时，还专门
去体验了一把成都的茶馆：“这家茶馆在一
个闹市区的小巷里，像一座学校的大礼堂，
但已十分陈旧。里面早已坐满了人，原来
都是听说要表演，全部‘老客人’都来了，座
中白发苍苍的不在少数。大厅前面有舞
台。座位是长板凳，板凳前有简单的木桌，
桌上有茶碗茶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闫雯雯

■知名作家琼瑶12月4日在台湾新北淡
水家中去世，享年86岁。

■琼瑶原名陈喆，籍贯湖南衡阳，1938年
生于成都。她的许多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
品，包括《还珠格格》《一帘幽梦》等，在华人
世界享有盛名。

泸州市泸南中学
琼瑶在这里

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