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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温州肯恩大学党委书记

王北铰率队在美国新泽西州肯恩

大学本部考察，沾同学的光，我就

从刚进入美国的法布罗奔赴毗邻

纽约的肯恩大学，在其下榻的肯恩

大学校长官邸住了一晚。

我看到一楼客厅摆放着一张

“先师孔子行教像”，而在校长办公

室桌子上则摆放着一张他与习近

平交谈的合影，可见其对中国的深

情厚谊。

第二天上午9时，肯恩大学校

长达伍德·法拉希偕同主管基建与

后勤的副校长菲丽丝到来，应我的

邀请，一起与“浙江1号”在肯恩大

学校长官邸前合了一影。

当天的参观从教师宿舍开始，

法拉希校长亲自讲解每个细节。

小至门窗的螺丝钉、楼梯的栏杆、

地板的平整度与着色的搭配，大至

一个电化教室、剧院、一个学院的

建筑，法拉希校长目光炯炯，充满

深情，以美国人特有的自信配合着

手势介绍着。

美国肯恩大学创建于 1855

年，其用地由肯恩家族捐赠。肯恩

家族成员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

字者之一。其家族成员还担任过

美国国务卿、纽约州州长、新泽西

州州长、联邦参议员、众议院议员、

911调查委员会主席等职。肯恩

大学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

度最佳大学（全美仅有16所大学

入选）,并被美国销量第一、最具权

威的《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美国

最好的大学之一、全美国最好的研

究生学校之一。

做这样一所大学的校长，法拉

希校长的自信和严格要求都由衷

地发自内心。然而，他又特别幽

默，当介绍主管基建的副校长时，

他说:“菲丽丝花钱如流水，她在钱

中洗澡。”事实上，这或者是他对菲

丽丝做出高质量建筑的一种赞赏。

前面来到肯恩大学自由厅博

物馆，据说这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建

筑之一，包括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

内的8位总统曾来此居住、参观或

发表演讲。法拉希校长说：“大家

有兴趣去看看100万美金的消防

车吗？”

这是一幢蓝色的二层建筑，据

说有200年历史，原是肯恩家族的

住宅，现在全部捐赠给肯恩大学。

里面停留着二辆被收购来的最古

老消防车，令人大开眼界。

穿过一片苹果园，在一棵并不

起眼的苹果树下，据法拉希校长

说，华盛顿正是从这里起身前往就

职总统宣誓。

踏过苹果园的沙路小径，来

到一幢米黄色建筑物前，据说这

幢房子有50个房间，曾居住着肯

恩家庭的众多子孙后代，里面收

藏着无数的古董。当肯恩家族考

虑这幢房子及其中的珍宝去向

时，法拉希校长说，要想在历史上

留下美名，就捐给学校吧。肯恩

家庭答应了，并一诺千金。法拉

希校长一再感慨：肯恩家族非常

慷慨！这幢房子及其中的珍藏至

少值1亿美金!

最后，来到一个曾经是马厩改

作的办公室，法拉希校长又不失时

机地幽上一默：这里关着的马是政

府工作人员和律师。再往里是一

个会议室，法拉希校长站上讲台，

重温一遍时为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在考察一个小时的肯恩大学

之后，就是在此敲定组建温州肯恩

大学。

法拉希校长认为，温州肯恩大

学应该与美国肯恩大学一样好，甚

至更好。他希望在离任之前做到

这样，以至有资格迎接习近平主席

的参观，而现在还远远不行。

这或者就是法拉希校长的使

命感。

作别肯恩大学来到世界金融

的中心纽约，看到《世界日报》在

“纽约社区”里的一则消息：纽约城

市学院校长授予2012年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莫言荣誉博士。有趣的

是莫言在感言中说：“如果我能碰

到钱多得花不了的人，我会建议他

们捐给学校、建立基金。”而在同一

天消息中，中国首富马云的阿里巴

巴“抢双11，盘中创下117美元的

挂牌新高。”如果莫言碰到马云，不

知道是不是会这么说。

因为马云或者就是中国第一

个钱多得花不了的人。笔者大胆

建议，不妨学一学肯恩，建一座马

云大学。

一直以为秋天是最好的

季节，天高，气爽，麦浪，红

叶，还有香花儿。香花儿是

指秋天的桂花。我种植并接

触过许多香花，如兰花、茉

莉、栀子、白玉兰、夜来香之

类，但它们远不如桂花的香

气令人每年都念想。说起来

兰花和茉莉花香的确也是摄

人心魄，无可否认，但桂花的

香却格外让人舒心怡悦，那

甜腻浓郁的香弥漫在空气

中，飘散得老远，叫人无可拒

绝。

氤氲在鼻子底下的桂花

香，会让人忆起一种糯米食

品——桂花汤圆。孩提时参

加亲戚婚礼，瞅着其他孩子

在大人牵护下端着一碗暖暖

的汤圆递送给新人，那种嬉

戏般的温馨场景……哎！眼

底不免流露一丝羡慕，羡慕

的不仅是小孩摇摇摆摆端送

汤圆的权利，还有那嘴馋，那

撒上星星点点金色桂花的汤

圆使我味蕾生津难抵诱惑。

吮吸到空气中的桂花香了，

我就好像嗅到汤圆的味道，

总想张口“啊呜”吞吃几下，

桂花香味便全都含在嘴里

了，甜在了心里。

我 并 非 没 有 体 验 过 给

新人端递汤圆的经历，小时

候给舅舅们端过，也给其他

的亲戚端过。甚至自己结

婚时候也有一个孩子给我

和妻子端上一碗热气腾腾

香气袅袅的桂花汤圆，虽然

已经没有了儿时的那种滋

味，但你一口我一口，温暖

总写在脸上。这是瑞安习

俗，咀嚼桂花香的汤圆成了

夫妻间甜蜜幸福的寓意。

在儿时印象里，桂花做

的 食 品 有 许 多 ，如 桂 花 糖

呀、桂花糕呀、还有……虽

然记忆中有些模糊了，但知

道跟桂花相关的一些本地

传统小吃中还有芙蓉糖、箬

糕、炊糕，上面都要点缀上

零零星星的干桂花粒；偶尔

到亲戚家里做客，主人会端

上一杯氤氲着水汽的绿茶，

里面有几粒金黄色的桂花

美美漂浮其上，可爱且带有

馥香。

说起桂花不能不说到杭

州，杭州城内遍植桂花，尤其

是西湖边。有一年 10 月到

杭州，刚巧抓牢桂子飘香的

尾巴，住进西湖边一家日本

人开的宾馆里头，园子里栽

植了好多种桂花树，然金桂

已落尽，惟有四季银桂尚余

些许发了白的花米，余香未

了，味不太浓。傍晚时分，我

刻意去西湖边转悠，发现周

边的金桂也已撤了枝头，只

剩下四季银桂的香气。杭州

满觉陇是著名的桂花种植

地，我没有去过，但知道满觉

陇那个村子每到桂花飘香时

节，赏桂喝茶的游人是络绎

不绝的。那里的人摇落桂

花，做成糖桂花或其他桂花

食品，作为本地特产，卖给游

客品尝。清代张云璈诗云

“西湖八月足清游，何处香通

鼻观幽。满觉垅旁金粟遍，

天风吹堕万山秋。”可见，满

觉陇桂花在古时即非常出

名。

桂花开放时节正值中秋

前后，跟中秋月的主题有些

相近。传说月宫有一株高达

五百丈的桂花树，拘禁于月

宫的吴刚每天要砍伐它。这

是玉皇大帝对他的惩罚还有

许诺，如果吴刚砍倒桂树，便

可获得仙术。桂花树却是即

砍即合，屹立不倒，吴刚跟桂

花树的纠缠也就没完没了、

永无止日了。幸亏月宫有嫦

娥 在 ，吴 刚 也 不 至 于 太 寂

寞。据说，若现在在月明之

夜抬头眺望月球，肉眼仍可

看到吴刚在砍伐桂树。

瑞安城内也种植了许多

金桂树，行道路旁、公园里、

广场还有山上都有栽种。在

中秋时节，经过玉海广场和

湖滨公园之间的这段繁华街

道，都有馥郁的桂花香味在

空中飘袅，仿佛萦绕在我们

身上不去，也让城市的繁华

有了几个时日的清心，尽管

是那么短暂。天气热的话，

桂花还会花开二度，那就延

长了赏花时间，记得近些年

都是如此。但瑞城的香桂无

法跟杭城香桂相比，是属于

自生自灭的一种状态，没有

人会刻意去收集，做糖桂花、

桂花糕或者其他什么桂花食

品，那些儿时的桂花食物已

离我们远去。

我自己种植在阳台的桂

花亦无心去收集，终让她们

失去光泽随季凋零撒落在肮

脏泥土里，毁却清雅一生。

我便提醒自己，明年吧，明年

记得收集一些，切记，秋天很

容易就过去了。

听说西方人没有午睡习惯，而

国人则有午睡嗜好。这一行为于

人益害如何，不作论。据说道家认

为子午得酣眠，是有利人体健康

的。我也有此好，但我不以其为

睡，而言之“憩”。《尔雅》释“憩”为

“息”，有休养生息之意。如此，午

憩当可算为小睡了。想起朱自清

先生在《荷塘月色》中的一句话：

“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

的。”他写的是荷塘上的月韵，而借

来表述对午憩的体会，这风味也就

只有自知了。

因为一天两个工作时间段中，

除了为午膳而忙碌，也实在不能有

始有终地做好一件事,于是，午憩

便成了最佳的休闲方式，可以去疲

乏，可以培元气，并能于四季之异

而享不同风味，故人们乐此不疲也

在情理之中。

我以为四季之午憩，最可享受

风味，且能以其为美者，当在秋天

了。虽然古人有“春眠不觉晓”之

美境，但那闻啼思红落的情怀，也

只能是酣眠后的另一种庸倦，断不

能与午憩的适意相提并论。所以，

因了春晓哀伤于春艳之短暂，又如

何能享光阴短暂的午憩。炎夏固

然能于午间，享得凉风之畅而卧床

箦，但醒来后又要行于烈日之下而

为生计奔劳，其温度之差又焉能让

人有心去体会午憩的风味。所以，

夏日午间，得到的依然是和夜的酣

眠一样的麻木。而冬季，酷寒带给

我们的，只能是拥衾取暖之用了，

那只能是一种基本生理需要。惟

有秋天，因为它是物盛而衰的过渡

期，使人对生命眷恋犹胜于任何季

节，而为午憩注入特有的情趣，使

其别有风味了。

最爱秋天，是风的凉爽，吹过，

自然忆起初恋的黄昏，那只轻轻为

你拭去眼角泪花的手。最爱秋天，

是雨的绵长,落着，自然想起老屋

檐下，那缸清澈中荡着的碧玉水

草，金红的鱼儿悄悄入梦。因为有

了这两样遐思，秋天的午憩就有了

让我迷醉的风味，特别是有秋雨的

日子。

膳后，漱口，去装束，拿一条小

毯和一册随笔类书籍，在沙发上一

躺，盖毯子于小肚，可以自由地借

文章之言而午憩了。此时，窗外便

是淅沥的雨声，听其中还夹着柔柔

的风声。偶然回眸望着窗扉，那丝

丝不断的雨珠，打在窗台的吊兰

上，仿佛少妇在梳洗她长瀑般的黑

发，竟有风情万种。雨珠不时地被

叶子的颤动弹起，一下子消失在雨

帘里，找不到哪一滴是被拒绝的吻

了。有时候，斜织的雨丝在明窗，

任性地描起美的图案。只是，这些

美是那么的短暂，叫你无法猜透雨

丝的心情，使人感叹美丽生而即亡

的无常。目光在书籍与窗雨间不

断地游移，墙壁上的时钟模糊起

来，渐渐进入无念的午憩，牵挂的、

无碍的，都在此刻消去。

然而，身居高楼，午憩时，只能

看到天雨来临的空蒙，却比不得在

最低层的那番领略秋雨落地的滋

味。这令我怀念儿时居住在阿姆

家的时光了。

阿姆家是在一座小院里，全都

是平房。秋雨天的中午，侧卧于床，

似睡未睡间，望着老屋檐头的水珠，

串串地滴落在青石阶上，朴、朴有

声。而落向天井的雨，打在道坦边

那些枝叶上，却是嗒、嗒声，两相和

鸣，随雨的疏密而忽缓忽促，恰如听

着古琴的弹拨，如空谷幽兰之远

香。于是，便甜甜地入梦。只是童

年贪睡是因为没有牵挂，比不得成

人这午憩的享受。多年后，我第一

次听着《寒山僧踪》，在那空蒙、悠远

的曲中，似乎能够体悟童年的真性，

宛如重回当年秋雨正午了。

因为能够享用秋雨午憩的片

刻风味，当憩则憩，生命才绽开自

在的莲花。

■■金锦潘金锦潘

驾游美洲（6） 肯恩大学考察跟随记肯恩大学考察跟随记 ■王 键

桂子飘香人知秋

午憩
■■李浙平李浙平

肯恩大学博物馆(原为肯恩家族故居)

微信公号“人文瑞安”，扫一

扫 ，加 关 注 。 欢 迎 来 稿 ：

306674722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