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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的水
李颖

打卡大好河山
曹慧中

雨中的多伦路

林筱瑾

龚伟明

移居杭州数年，最喜欢的是西湖。夏季到那边去看荷

花，接天映日的红荷碧莲绿水赏心悦目。西湖岸边人潮汹

涌熙熙攘攘，更增加了暑天的炽热。口渴难耐感觉快要热

晕了？别慌，环西湖边的多处免费凉茶供应点，可以让我

们这些漫“游”城市景点的中老年人解除那份焦渴，这就是

我尤其偏爱西湖水的原因。

2011年6月24日，西湖申请世界遗产获得成功，以后

每年的这天，就是特定的杭州西湖日。夏季免费凉茶供

应，也就此拉开序幕。从起初的凉白开，到后来的茗香茶，

直到亚运会倒计时100天开始供应的花果茶，服务周到却

分文不取。西湖水煮制的凉茶，清新可口沁人心脾，源源

不断滋润着八方来客。我曾亲眼看到外地漫“游”西湖的

老人群体喝着花果茶，在此歇脚笑言畅谈幸福家事……

早在2002年，杭州就顺从民意实施了“还湖于民”的

策略。经过周密的调研，环西湖的岸边水深只有八十厘米

到一米二左右，湖边游览完全可以保证游客安全。据此，

围绕湖面的栏杆被悉数拆除，原先被栏杆遮挡了70%的湖

山景观，现在视野开阔一览无余。杭州西湖日那天，90%

以上的国有景区，向全国所有游客免费开放，游客与西湖

的水更有了零距离密接。而西湖也在日以继夜地接纳着

慕名而来的各地宾客。

继2016年9月世界第十一届G20峰会在杭州成功举

办，2023年9月，亚洲运动会也在杭州举行。这届亚运会

有45个国家和地区共一万两千五百多名运动员参赛，人

数之多，创下亚运会历届报名之最。西湖的水，也已经涌

向全世界。

如今西湖的水再也不是白娘子眼中的泪。千年等一

回的坚贞爱情动人传说，伴随着雷峰塔边清澈的湖水，一

曲永流传。

撑伞走在多伦路，空气是清新湿润的。

多伦路是一条近六百多米长呈L形的马路。退

休后我通常散步漫“游”健体，从横浜路进入多伦

路，走到四川北路，过苏州河桥，然后再返回。

多伦路由无数二寸见方的小石块铺成。雨水

顺着小石块之间的缝隙淌开。这样的路面，鞋底不

易浸水。所以，小雨时候我也乐意走一回。

雨中的多伦路，两旁十几尊铜质雕像相间，栩

栩如生，吸引着路人的目光。这不，在以鲁迅和两

位青年文艺家交谈的场景为内容的雕像旁，一位

女孩走过来侧立一旁，一位男孩用手机为她拍摄

后，两人乐呵呵地在伞下牵手而去。鲁迅身穿中

式马褂坐在藤椅上，左手指夹着烟卷，头微扬，左

腿跷在右膝盖上，神情淡定自若。两位衣着西装

的年轻人眼帘向下，上身前倾在思索。三人之间

的茶几上叠着两本书。或许一本是《呐喊》，一本

是《彷徨》，影响着年轻的文艺家。

多伦路上的一尊尊铜像都是历史文化名人，凝

聚着思想波涛和情感浪潮。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

国一些文化名人先后在这里从事文学活动。因此，

多伦路的历史是厚重的，文化是深厚的。

晴朗的日子，有年轻人来这里拍婚纱照。此

时，小雨淋湿了所有的铜像，小雨洗净了铜像上的

灰尘。橘黄的芭蕉花在不远处小旗般扬着，蓝色的

牵牛花攀援在人家栅栏上。路两边错落着老式居

民楼和小洋房，一长排历史文化名人墙廊显得别具

一格，一间间旧书摊、文物古玩店铺以及咖啡馆颇

具特色，文化气息浓郁。

都说“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有人若想感

受一下旧上海的人文风情，或独自或结伴走一趟多

伦路就可以了。

小区里有一群来自外地的老人，他们退休后随

着上海成家立业的子女一声召唤，便从老家连根拔

起，来到上海加入带娃大军。

带娃是件累事，自己的兴趣爱好只能退居二

线，如何把两者从相生相克变成相互融合与良性互

动呢？有，邻居老吴做到了。

老吴是辽宁人，从事报业工作数十年，一直对

上海文化很感兴趣。退休后随子女来到上海浦

东。相对于浦东，浦西的历史人文元素深深吸引着

他，尤其那次参观完邬达克的纪念馆后，引发了他

对上海老建筑的关注。近年来，上海的不少历史建

筑对外开放供市民参观，它们成了老吴每周雷打不

动的去处。孙子上小学了，除了课堂教育外，他认

为孩子多多行走、阅读城市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开

阔眼界，加深对上海历史的了解，于是开始带上孙

子，每周一次地铁加步行游走上海。

老吴会提前规划好行走路线。比如在苏河湾

滨江绿带的观览行程中，他注意行走节奏，既不伤

自己的膝盖又消耗了热量。还不忘事前摸清苏州

河北岸附近的网红餐饮、商业，在歇息时打卡作为

对小孙子和自己的犒劳。爷孙俩参观完景点，常

常边吃着特色小吃、品尝着美味的冰激凌，边述说

所见所闻的动人细节与心得。老吴知道，培养孩

子复述和写作能力需要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

数年坚持下来，上海的故事化成营养、变成鲜活的

脑库储备。

还有一次，和爷爷在景点走散了，家人急如

热锅上的蚂蚁，一个多小时后，孙子却淡定地搭

地铁回家来，有惊无险，受到大家交口称赞。

难怪小小吴的见识面、表达力和体力杠

杠的，城市漫“游”，功不可没！

编者按：

最近，城市漫步成了

热词，那么由漫步衍生的

漫“游”感觉更适合老年群体。因为他

们可以独自一人品味市井繁华，也可三

五好友享受人间烟火，更有一批志趣相

投的人组成“城市观察团”，考察城市的

过去和现在。老年人参与城市对话的

活动中，从来就没有缺席过，他们有着

充裕的时间，加上丰富的生活阅历，可

以深入城市的肌理，既

体验人文魅力，也能活

动筋骨，强身健体。

最美的淡紫色
章宜娟

老吴家的“私教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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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退休了。

自从有了闲暇时光，特别想去看看祖国的山山

水水。于是我和爱人决定自由行，享受两人世界的

纯粹与安宁。我们在长城上回看历史，在葡京大酒

店体验喧嚣和奢华，在维多利亚港湾度过结婚纪念

日，在东方明珠塔上俯瞰浦江两岸。我们在黄鹤楼

旁拍照，在鼓浪屿上听琴，在夫子庙里膜拜，在雷峰

塔中叹息。观温州城的变化，看花果山的美景，探究

城市的文化底蕴，寻觅城市的历史足迹。我还常和

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组团出游。每到一

处，我们都会用相机把美好的瞬间变成永恒，并将这

种快乐分享给身边的人。我们热爱生活，纵情山水，

即使是老年人，又何患无处打卡？

我常常期待和K友们的每月一嗨。无论是美

声、流行、烟嗓抑或是走调，那都是一种情感的宣

泄。我们在天空城飙歌、在自由港吼叫、在宝乐迪

练嗓、在星聚会点唱。城市的每一处角落，似乎都

荡漾着我们的歌声。我们在自娱自乐中，增进了

与社会、与老年朋友的交往。

我爱去城市中的公园，在放松筋骨的同时，享

受大自然的馈赠。我在河边听风吹杨柳，看水面

涟漪，观鱼跃蛙鸣，赏鸟语花香。它让心境变得平

和，让心胸变得开阔，让生活变得美好，让自己变

得满足！

我青睐茶楼的氛围。邀上三五好友，泡上一

壶好茶，谈天说地、谈诗论文、海阔天空、无拘无

束。偶尔，我们也光顾咖啡店，要上一杯热气腾腾

的拿铁，体验一下年轻人心中的网红店。

如今，我已步入老年，但心态不老。做自己喜

欢做的事，交几个情趣相近知根知底的朋友。闲

暇时，去我们喜欢的地方打卡。悠哉！乐哉！

ElderlyWeekly
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不了什么，真正的艺术在
于战胜衰老。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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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年初秋的清晨，我坐高铁去北京出差，离发

车还剩50分钟。若驾车，路况难料。导航显示，

从我家到虹桥站，坐轨交10号线，只需20分钟。

我兴冲冲地来到10号线伊犁路站，一米开外，站

着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我拿出火车票，请她确认

一下。她瞄了一眼，说：“这是从上海火车站出发

的，10号线不直接到。”“啊！”我顿时蒙了！工作

人员说：“不要急，坐10号线到虹桥路换3号线，应

该来得及。”火烧火燎的心头好像被浇了一盆水，

我平静下来。上车，转乘，一路顺利。从此，我记

住了这条暖心的10号线颜色——淡紫色。

在如今密密如织的地铁交会图中，这条淡淡

的紫色线，离我的住处最近。它从北端的浦东基

隆路，到南端的虹桥火车站，串起来的形状，像鸽

子的翅膀。

退休后的我，空闲时喜欢漫“游”在这条紫色

线的里里外外。要逛街，它载我到淮海路、南京

路、四川路；想观光，它带我去新天地、豫园、外滩

滨江、苏州河沿岸；要增加知识学养，去沿途的上

海图书馆，非常便捷。它的沿途还有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等知名学府。

令我难忘的，还有10号线的温度。有一次在

上图站，三位志愿者带着一个15岁的孤独症患儿

站在地铁出入口，那孩子高声喊着：“这里是上海

图书馆，下车的乘客，请注意脚下空隙。”他说得不

太流畅，却令我从内心涌起一种感动。让孤独症

患者融入公众场合，对他们有着多大的益处。听

说，10号线常有这样的活动。那里的地铁工作人

员心怀爱和包容。

10号线沿路，全程整洁漂亮。经常走进

这条美丽的紫色线，内心也会变得清澈高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