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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维也纳时，已近黄昏，匆匆吃过晚饭，便
跑去听了一场音乐会。维也纳是古典音乐的摇篮。18世
纪以来，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如海顿、莫扎特、
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等，都在维也纳度过大部分
音乐生涯，谱写了许多优美的乐章。来维也纳，不听一
场音乐会，那就太可惜了。

音乐会在市中心的一家规模不大的音乐厅举行。
虽然没有金色大厅那样金碧辉煌，这座音乐厅却显得高
洁典雅。维也纳人对于音乐的追求，就像国人追捧美食
一样，透着一种要干什么事都不将就的劲头儿。开场之
前，剧院大厅里已经站满了盛装出席的观众，很多人都
身着正装，还有人拿着杯香槟品尝。人们低声细语，整
个大厅无喧闹之声。走廊的墙壁上挂有许多油画，大都
是一些人们都熟悉的音乐家。我们作为旅游者，尽管都
换上了较体面的衣服，但在这种场合也显得随意了些。
好在进入大厅一落座，感觉便好了很多。

尽管这仅仅是一场小规模的音乐会，莫扎特和施特
劳斯的老乡们却把他们的作品演奏得尽善尽美。演出结
束，全场一片沸腾，在那种狂热的掌声中，我好像找回
了多年前当文青的那种感觉。

美泉宫
第二天早晨起了个大早，参观美泉宫。由于茜茜公

主的故事广为传播，大多来维也纳旅游的人都把参观美
泉宫作为首选。因此，导游特地安排我们这天早起，赶
在开门后第一拨进入美泉宫。果不其然，等我们参观完
毕，游人已大量涌入宫来，我们则向下一个目标——维
也纳市中心的霍夫堡皇宫前进了。

美泉宫是维也纳最热门的旅游景点，每年接待游客
六七百万之众。来美泉宫，是绕不过那位茜茜公主和玛
丽娅·特蕾莎女王的。这两个女人的名字好像和美泉宫
已经无法分割。

1955年奥地利拍的电影《茜茜公主》使这位奥地利
历史上的最漂亮的皇后广为世人所知。这部连续三集的
传记性电影，讲述了这位漂亮公主嫁给年轻的奥地利皇
帝弗兰茨·约瑟夫的故事，以及茜茜公主为当时奥地利
改善与匈牙利和罗马帝国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
电影中的很多场景是在美泉宫拍摄的，所以，美泉宫自
然而然地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

玛丽娅·特蕾莎则有点儿像中国的武则天，这位女
皇以惊人的治国天分使腐朽的哈里斯堡帝国获得“伟大
复兴”。她不但治国有方，而且喜欢园林，美泉宫正是
在她当政时扩建的。扩建工程从1743年开始，直到其生
命的最后一年1780年才终于完工。由于她的大手笔，这
座金碧辉煌气度不凡的宫殿在占地面积和豪华程度上仅
次于法国的凡尔赛宫。

现在的美泉宫是对外开放的皇宫博物馆，大部分陈
列保持着玛丽娅·特蕾莎时代的原貌，也有一部分是按
照十九世纪约瑟夫皇帝和伊丽莎白皇后（茜茜公主）的
时代风格布置的。行走在这座巴洛克艺术宫殿中，如同

翻开一部沉重的历史，每个房间都有故事。美泉宫的后
花园是一座典型的法国式园林，巨大的花坛两边种植着
修剪整齐的绿树墙，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人物的雕塑大多
出自德国艺术家威廉·拜尔之手，使这座园林充满艺术
气息。园林的最高点是凯旋门。我在这里盘桓了很久，
感到这个后花园与北京紫禁城的御花园真是大相径庭。
如果说紫禁城的御花园小巧、极端精致的话，那么，这
座花园则恢弘辽阔景深旷远。站在凯旋门回望美泉宫，
很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

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将美泉
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理由是，“美泉宫宫殿和花园构
成了整体艺术作品的一个完美范例，它们经历几个世纪
的翻修，完整地证明和生动地展现了哈里斯堡王朝历代
王室的品味、兴趣和远大抱负”。

我们的导游是个奥地利人，一副中学历史老师的摸
样。从一开始，她就总是提起哈布斯堡王朝，给我们补
习关于哈里斯堡王朝的历史知识。说实在的，和中国历
史比起来，欧洲历史相对复杂得多，那哈里斯堡王朝的
历史呢，就更加复杂了。哈里斯堡王朝是欧洲历史上最
为重要、影响力最大、统治地域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
王室家族，该家族成员曾出任过奥地利、匈牙利、比利
时、荷兰以及德国等国君主。人家通过近亲结婚，把许
多欧洲国家的王室都变成沾亲带故的统治阶级一家人。
因此，用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来看这段历史，就显得太
乱，乱得理不出个头绪。好在我们这群人里面除了有个
来自德克萨斯的中学教师偶尔提些问题外，别人都把导
游的历史介绍当作故事，听得津津有味。 

我们离开美泉宫时，见一群中学生在花坛中莳弄花
草。看得出来，这些孩子是在这里参加义务劳动。我们
小时候也经常参加这样的活动，如植树、拆城墙、挖防
空洞等等，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看到这些花样年华
的孩子在这里劳动，像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正是这
些孩子才给这座花园注入了新的生命，也显示了一种文
化的传承。

霍夫堡皇宫
近午时分，来到市中心的霍夫堡皇宫。如果说美泉

宫是维也纳的颐和园，那么，霍夫堡皇宫就是这座城市
的紫禁城。

霍夫堡皇宫曾经是哈布斯堡王朝奥匈帝国皇帝的冬
宫，现在是奥地利的总统官邸所在地。霍夫堡宫始建于
1275年，直至1913年期间，经过多次修建、重建，最终
成为现在的规模，占地24万平米，具有19个庭院和2900
个房间，被称为“城中之城”。 每一代皇帝都按照自
己的喜好进行过扩建或者重修。如今的霍夫堡皇宫汇集
了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甚至是新古典主
义各种风格，成为一座建筑艺术的宝库。与北京故宫开
设珍宝馆、绘画馆等专门展馆相似，这座皇宫内也设置
了很多博物馆，如珍宝馆、茜茜公主博物馆等供人参
观。皇宫里还养着马，人们可以看到身穿传统服装的卫

兵骑着高头大马。
霍夫堡皇宫在德文中的意思是宫廷城堡的意思，

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哈布斯堡王朝曾经在这里统治着庞大
的神圣罗马帝国，直至1806年弗兰茨二世皇帝在拿破仑
的威逼利诱下宣布这个神圣帝国的解体，同时成立了奥
地利帝国。奥地利帝国的风风雨雨，奥匈帝国的闪电雷
鸣，甚至于奥地利与德国宣布合并，都发生在霍夫堡。
一般来说，皇宫的历史越久，房间越多，其中的故事也
就越多。

对一般游人来说，要想在短时间里弄清楚哈里斯堡
王朝的来龙去脉是不现实的。听导游讲故事，能在皇宫
里看到一些历史人物的遗迹，就不算白来。漫步来到旧
皇宫的广场见到了弗兰茨一世皇帝的塑像，高大雄伟，
引人注目。当然很少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解散了神圣罗马
帝国，从弗兰茨二世皇帝变成了奥地利帝国的弗兰茨一
世皇帝，这么做对奥地利产生了哪些影响。人们更关心
的是，他的妻子就是世人皆知的茜茜公主。

沿英雄广场漫步西行，便是霍夫堡皇宫的新宫，当
年希特勒就是站在这座环形建筑中间的阳台上宣布奥地
利与德国合并的。年轻时读《第三帝国的兴亡》，觉得
奥地利只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国，是第三帝国的一枚
棋子，简单了解了哈布斯堡王朝后才知道，奥地利在欧
洲历史上绝非等闲之辈。

参观完霍夫堡，已是中午时分。我们一车的游客分
成两拨，喜欢美食的人到附近寻找餐馆；对哈里斯堡王
朝感兴趣的人继续参观皇家墓穴。早晨出发时在旅店没
少吃，没人觉得饿，因此，我们选择参观皇家墓穴。

皇家墓穴
皇家墓穴就坐落在霍夫堡东边不远处的一座小教堂

的地下室，要不是有导游带着，还真不好找。 
跟着导游进入墓穴，阴气扑面而来。这座教堂的

地下室里，从1633年起，共有143位哈里斯堡家族成员
葬在这里，其中有12位皇帝和19位皇后。他们的棺椁都
很讲究。早期的以铜棺为主，晚期的多为石棺。棺椁一
多，就有了气势，这同站在墓地观看成排的墓碑的感觉
还真不一样。

估计信奉天主的哈布斯堡皇室成员没有任何入土为
安的观念。数百年来，他们坚持将自己和家族成员葬在
一起，反映了他们对哈里斯堡王朝的自信和骄傲。“踏
破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这句话，对躺在这里
的人是不太适用的。

由于对哈里斯堡王朝并不熟悉，一个个棺椁对我来
说都是冷冰冰的，尽管这些人生前都有许多故事并把这
些故事带进了棺材。 

差不多到了参观的尾声，墓室里的气氛有了些许变
化，但见三个并排的棺椁面前排满了鲜花。原来，这是
伊丽莎白皇后、弗朗茨皇帝和鲁道夫皇储。

走出墓穴，哈布斯堡的人与事，留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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