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Y城与事

www.xinminweekly.com.cn36

投稿邮箱：citystory2016@163.com

七年探看一棵树

在全民族抗战爆发 88 周年前夕，

我来到上海市徐汇中学，去看一棵树。

七年前种下的这棵树，于今年 6 月 23

日被命名为“白求恩树”。在命名仪

式上，当我聆听师生朗诵毛泽东同志

《纪念白求恩》文章的时候，想到很多。

我不仅仅想到自己学生时代也曾

读到这篇课文，更想到 1890 年出生

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的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在他的青少

年时代，或许未曾料到，自己的生命

将与万里之外的华夏大地紧紧相连。

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期间，白求

恩放下优渥生活，怀揣着“消灭法西

斯，捍卫人类尊严”的信念，跨越重

洋投身中国抗战。在硝烟弥漫的晋察

冀边区，他以血肉之躯构筑起移动的

生命防线——冒着炮火将手术台搭建

在离战场仅数里地的地方，连续 69

个小时为 115 名伤员施行手术；徒步

翻越太行山脉，用自制的“卢沟桥”

手术器械车，将现代医疗技术带到最

需要的地方。

在“白求恩树”命名仪式现场，

我听与徐汇中学团委共建的上海市第

八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孙平医生说，他

在二军大（现海军军医大学）求学期

间，就学习过白求恩不仅是救死扶伤

的医者，更是播撒希望的火种。“在

简陋的战地医院里，白求恩手把手培

养出 130 余名战地医生，创建了中国

第一所特种外科医院。他革新战地救

护流程，设计并推广 13 套手术器械，

让‘流动医疗队’成为抗战时期最坚

实的生命保障。” 

七载光阴流转，校园里崇德楼前

这株石榴树，如今名为“白求恩树”，

已亭亭如盖，挂满红色的果实，也能

让更多的学子记下白求恩大夫……

管敏华（上海，园林绿化工程师）

高铁轮轴技术为例，呼吁正视中日

工 业 差 距”， 原 本 是 资 深 媒 体 人

宋家根先生的高见。他在《承认差

距、发奋追赶、不吹牛皮》一文中，

捎带了一句对我的溢美评述，却被

AI“抢”着误戴在我头上。“文化

反思”一节中，AI 表扬我“通过‘亚

细亚号’列车与我国铁路发展史的

对比，强调‘承认差距才能进步’

的深刻洞见”，也是宋家根先生的

高见，与我无关。

后来我又试着搜索了三次，每次

结果都不尽相同……

44 年，退休后又参与铁路关心下一代

工作 11 年，定义为“资深铁路工作者”

尚可接受。但我业余开展铁路史研究，

充其量是个“民间研究者”，冠以“文

化记录者”有点拔高。在“笔耕不辍”

一节中，AI 还给我送了顶大大的高帽

子：“曾拒绝‘世纪名家’等虚名，

坚守‘临名不苟取’原则”。实际情

况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没有上某些江

湖骗子的当而已。

更令人尴尬的是，AI 还把本该

属于朋友的精辟观点，错按在我头

上。在“时代观察者”一节，“以

智能搜索给我“戴高帽”

某日我试着通过智能搜索查一查

自己。AI 的效率确实惊人，仅仅几十

秒，一份上千字的人物评价就呈现在

屏幕上。

这份评价，分别采集自社会团体、

媒体报道、自媒体公开发表的 7 篇

（条）文章和视频。从个人经历、铁

路文化守护者、跨界创作者、时代观

察者、人物特质等五个维度对我进行

描述……

总体尚称靠谱，但几处小差错却

令我脸红耳热满头汗：它给我戴了好

几顶“高帽子”：我正式“路龄”近

陈慈林 （浙江杭州，国企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