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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本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沈艳梅 马正心 王平

今年 5 月 27 日，银联联合 40 余家商业银行正式推

出银联二维码产品。自产品上线以来，银联二维码月均

交易笔数增幅达到 45%，活动商户数月均增幅达到

87%，已有超过 120 个主流 APP 上线开通银联二维码，

包括工、农、中、建、交等 17 家全国性商业银行，以及手

机京东、京东金融、美团、美团外卖、大众点评、快钱、飞

凡等拥有亿级用户量的APP，同时近200家主流收单机

构及分支机构完成收单侧业务改造及开通。

为进一步推广银联云闪付，提升云闪付用户支付体

验，重点拓展浙江地区银联二维码产品受理场景和商户

范围，10 月 12 日，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携手收单机构、

服务商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中国银联浙江地区云

闪付合作伙伴大会”。本次大会采取邀请制和报名制，

短短一周时间，吸引了省内银行机构、收单机构、商户拓

展商、系统服务商、软件服务商、营销服务商、终端厂商

等约100多家企业报名，参会人员超过260人次。

此次大会，吹响了银联全面推广银联二维码的号

角，揭开了银联联合各方力量角力二维码支付市场的序

幕。表明了中国银联将以崭新的姿态为社会提供银联

云闪付系列产品和服务。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领导出席会议并致开场辞，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系统介

绍了中国银联战略级产品银联云闪付, 并向服务商分

享了浙江地区云闪付发展策略和对服务商的分级激励

政策。会场还设置了体验区，展出最新的银联云闪付系

列产品，良好的使用体验受到参会代表的一致好评，多

家服务商与银行机构通过银联搭建的平台达成合作，在

现场签订云闪付合作协议。

中国银联浙江分公司徐承彦总经理表示，未来支付

产业的发展趋势是虚拟化、移动化和泛在化的，二维码

是现阶段支付发展的的重要方向，接下来银联将与银

行、收单机构、广大服务商一起，共同推动银联二维码在

浙江地区的快速发展，给金融消费者带来更好的移动支

付体验。 刘亚丽 钱冰冰

中国银联携手产业各方共创移动支付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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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9日，纽约，陈丹青的家。

那天非常冷，木心的《世界文学史》结束了最后一课。当

时，木心会小范围地给一些身在美国的中国画家讲讲课。

那年木心67岁，他对同学们说：等你们六十七岁时，可以

看看。像葡萄酒一样，阳光，雨露，慢慢成熟的。

席地而坐的陈丹青那年 41 岁，如今，他 64 岁，快到了老

师当年说的年龄。但当年的课上，很多事，他已经不太回忆得

起来，他看自己当年的笔录，70%都忘记了。

昨天，“木心的讲述：大英图书馆珍宝展”在木心美术馆开

幕，今起一直展到 2018 年 1 月 14 日。同时开展的，还有木

心耶鲁藏品高仿及文学手稿真迹展。开幕式前一天，馆长陈

丹青坐在办公室里，再一次和本报记者聊起了木心。

4 位英国和爱尔兰文学家的手稿——拜伦勋爵《爱情与

黄金》手写稿、编写《莎士比亚故事集》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兰

姆的书信、奥斯卡·王尔德戏剧作品《温夫人的扇子》第一幕的

打字稿，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最著名的《达洛维夫人》手稿，

已经静静躺在了木心美术馆的玻璃柜里。这些珍贵的手稿，

通过为期三年的“大英图书馆在中国：共享知识与文化”交流

项目，首次在中国亮相。

28年前，木心给这一干画家学生上了5年的文学课上，提

到这四位他极其喜爱的作家。文学课结束5个月后，1994年6

月6日，陈丹青陪着木心，去了英国。这是木心除了居停纽约

的24年之外，一生唯一的国外旅行。

拜伦、兰姆、王尔德、伍尔夫的手稿，首次在中国展出

大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亲手把这些珍宝送到乌镇

一个明代的陶罐，让木心伤心起来
“阿拉窝里厢原来全是这样的东西”

3 个礼拜的英国之行里，他们在伦敦呆

了3天，基本上就泡在美术馆和博物馆里，看

了国家画廊、大英博物馆。

“他不太要看，很奇怪。”木心对西洋绘画

没有像陈丹青想得那么喜欢，他觉得画得太

老实了。那天，他只注意了文艺复兴时期的

画，在伦敦国立美术馆，他在达芬奇的那张

《岩间圣母》素描前，坐了很久吗，“但很明显

是他在陪我，漫不经心在等我。”

木心的遗物中只有一本画册：50 年代古

董版达芬奇。陈丹青说，有哪位画家只存一

本画册么？也只有一幅画被他配了框子，挂

在墙上：保罗·塞尚的画（法国画家），画着三

只苹果。

有一天，木心让陈丹青陪他到伦敦附近

的一个小镇，买了一样陈丹青一辈子都不会

去买的东西：衬衫的袖扣，含金的。还买了一

块怀表，他还跟木心去过一次古董市场，他买

了一个明代的陶罐，50 英镑。木心拿过来一

看，伤心起来：阿拉窝里厢原来全是这样的东

西。

木心做事情前都会调查清楚，他一定是

问了那个镇上哪里有古董店才会奔过去。

陈丹青说，我相信这都是他童年的梦。他是

富家子弟，他在书上、电影里看到过。那个

年代，他到上海去还能看到老英国绅士的打

扮。

“我现在年纪老了，岁数差不多接近他去

（英国）的时候。他是 67 岁去，我今年 64

岁。当时我刚过40岁，还不太能明白一个老

人的举动。他去英国的时候，一个是要核对

他青年时候的一个想象，发现大部分对不上，

就算对上了也形似神不似。第二个，他其实

有点像我妈妈。浙江人很节省的，但其实每

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买点小东西，不太

贵。平常不买也就不买，但到了那个地方，就

想买。一个戒指，一个袖扣，我在他死后清理

遗物的时候都找到了。现在所有遗物都放在

藏品库。”

只有跟陈丹青到莎士比亚家乡斯特拉福

德小镇，在小教堂看到莎士比亚的墓，他才稍

微舒服一点。

莎士比亚的墓也很奇怪，在一个祭坛上，

绳子围着，上面一块一块牌子竖着，有点像中

国的灵位，最旁边一块就是莎士比亚的，比电

脑大一点，上面写：诗人莎士比亚。

木心看了很久，终于满意了：“叫他诗人

是对的，没有叫他戏剧家。”

五十年不闻乡音竟还全部听得懂
回到乌镇的木心写下散文《乌镇》

英国回来之后，过了半年，12 月，木心回

到了阔别 12 年的中国。再过了一个月，

1995年1月，他回到了50多年不见的故园乌

镇。

“他 1982 年去的美国，跟我们讲完课

67 岁，已经在美国呆了 12 年，他有个极限

的。我出国的时候，第一次回国也是过了

11 年左右，我回去就告诉他中国的变化，现

在出国，随时可以回来，那个年代出国的

人，都是一去不回头的，去了才知道，越到

国外越思乡——其实不是思乡，是怀念我们

已经切断了的记忆，但记忆其实切不断，累

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想回去了。他离开中

国 12 年，离开故乡 50 多年，他老了，只想回

来看看。”

但木心没有跟陈丹青讲，他要回乌镇。

“因为他是个不回头的人。但问题是，你

到了上海，抬头也算是江南的天空，我相信他

会抑制不住，买张票就走了。”

这次木心犹豫不决了，一会儿说要去，一

会儿说不去了。到了乌镇之后，木心给陈丹

青写了很长的一封信，A4 纸大小的纸，正反

面全写满，讲的都是他回国的感慨。

他在桐乡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坐长途

汽车到乌镇，一上车，他就偷听车上人的讲

话，发现自己全部听得懂。他以为五十年不

闻乡音，会听不懂。比方老头，叫老老头，还

有一个妇女上来说：“这里刚刚落呀，乌镇是

雪白雪白了。”

“站上不会有人在乎这句话，故像是专向

我报讯的。”木心说。

那时，他在给陈丹青的信里就已经这样，

遏制不住地诉说着车上能听到的所有家乡

话，后来变成了《乌镇》。

“你想，他从小读的是鲁迅、茅盾，故乡已

经给了他一种语言，重返故乡，尤其说是感情

上的，不如说是修辞上的，他迷恋这种修辞，

现在他亲身经历这种修辞，所以会把它写出

来。”

展览背后看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