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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里的“乡愁”

放生桥石缝里长出的树究竟是什么

树？淀山湖里有没有淀山？青浦的古城门都

在哪里？

就像全国每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总在

各个角落藏着岁月的印记。那些看似普通的

地名、传说背后，往往是一段精彩曲折的历史

故事，且鲜为当代人所知。上海近郊的青浦也

不例外。根据目前考古证实，位于青浦区的青

龙镇早在唐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

口，当时当地一定发生了许多故事，但历经岁

月风霜，只留下零星线索。

邹一峰正在做的，就是寻找和考证那些

当地人习以为常的事物背后的故事，结果往

往出人意料。

朱家角放生桥上的几株树，是不少游客

打卡时必选的背景，却很少有人关心那究竟

是什么树，又为何会在桥上生长。邹一峰考察

了青浦不少桥，发现桥上都有相同的石榴树。

他四处打听，有人说是因为附近居民在桥上

乘凉时吃石榴，石榴籽掉落桥缝中生长。然而

这种说法不太靠谱：且不说不同地方的居民

为啥都在桥上吃石榴，那为何别的水果籽没

能长成树呢？

他多方了解后得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说

法：拱桥依靠拱顶石材层层将压力传导至两

岸，不需要水泥额外黏贴。工匠以糯米粉浆伴

石榴籽填充缝隙，取“石留”之意，即发芽生根

的石榴根盘踞抓住了石头。

视频发出，有人点赞认为合理：“几十

年前就注意到桥上石缝有石榴树，而石缝

没有泥土，几十年后还是如此，真是人与自

然的平衡！”也有人质疑：“难道不是鸟儿衔

进去的吗？”对此他希望更多人提供不同的

观点和依据，“大家能关注到自己家乡的历

史和文化是好事。”

在对这些传说、细节的寻找与考证中，邹

一峰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曾推

出过一个“青浦的历史在这些小区名字里”系

列，讲到因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大批苏北居民

逃至青浦城外搭棚落户，拾荒为生，于是有人

称此地为“叫花浜”。但许多原本的居民施以

援手，当地士绅张桂联还在此办起扶贫学校，

“叫花浜”成了“教化浜，“从中可以看出青浦

百姓的包容与善良。”

寻找和重拾“自己的东西”

“很多东西表面看起来并不起眼，甚至有

些突兀，但是仔细研究一番，会发现背后有着

‘重大秘密’。”邹一峰小时候在青浦区金泽镇

看到一座通体红色的木桥，觉得与这里绿水

青木的环境格格不入，甚为奇怪。

直到反复查阅资料后才了解到，这座普

庆桥原型源自《清明上河图》上的汴河虹桥。

上世纪   年代，这座桥在青浦复建，由中国

古桥专家唐寰澄先生担任顾

问，丈量考证，当时的青浦县

建筑公司负责施工，美国有家

电视台为此拍摄了纪录片。普

庆桥是与周围石桥完全不同

的单孔木拱桥，施工时无任何

支架，也不用榫头钉子，  根

滚圆木和  根横梁以捆绑式

结构连接。

“这让我肃然起敬。相比

之下，我们对自己家乡文化

的了解竟然晚了几十年。”两

年前，邹一峰辞去工作，投入大量精力到自

媒体，为的就是寻找和重拾那些“属于我们

自己的东西”。

“我是土生土长的青浦人，看到日新月异

的青浦，总觉得应该为家乡做点事。”邹一峰

小时候常听爷爷奶奶讲故事，可他担心老人

走了之后，故事也就散了，甚至许多老物件、

老地名也随着发展不见了。“当爷爷奶奶讲的

故事在我记忆中越来越模糊，我担心这些记

忆再不记录下来就没有了。”

他给自己的自媒体定位是“水乡古镇的

        ”，专攻青浦区范围。“我讲的不仅是

故事，也通过人和物的记录，寻找青浦的文

化，其中蕴含的精神值得我们自豪，值得一直

流传下去。”

如今，邹一峰也是青浦故事家协会的会

员，常常参与文化配送活动，将自己在青浦走

街窜巷的经历和考证出的故事讲给社区居民

听。那些阿姨爷叔们发现自己早已叫顺口的地

名背后原来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历史；视频号下

有人留言“因为这段故事期望到青浦来实地看

一看”……这些都让邹一峰感到“值了”。

在寻找中感受共鸣

邹一峰的一天是从图书馆开始的，“平均

下来一天    的工作时间是在图书馆里度

过的。”只要在书上看到有趣的事，他就会用

笔记下来，如今这些信息已经写满了七八本

笔记本。

在图书馆，他关注和阅览最多的是中外

历史和青浦本地文史书籍。“讲好一个故事

很考验一个人的知识储备。”邹一峰说，自己

不但要了解青浦的历史，还必须了解中外历

史。比如在制作《商榻的故事》这期短视频

时，虽然当地有“地名出自‘双塔’”的传言，

但他认为，要解释“商人下榻”之名中“榻”的

来历，就必须提到当时吴淞江淤塞对商业格

局带来的变化。“大背景下才能讲好细节故

事，观众才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历史事件的来

龙去脉。”

从“曲水园的九曲桥为何是‘   ’式”

这样的历史考据，到“余则成、李崖简历里的

‘青浦班’”这样源自影视剧的梗，邹一峰的

选题既多元又接地气。他坦言自己的选题灵

感首先是儿时老人们讲的故事和幼时游玩

的经历。而每到一个地方，不寻常之处他会

格外留心，“好奇心非常重要”。在地图或书

上看到有关青浦历史的记载，他也会实地走

访以探究原委。

邹一峰一般下午才出门采风，青浦的大

街小巷都留下他的足迹。“拍视频的过程也让

我更深刻地感受着家乡的风土人情。”在寻找

一处已经消失的古代建筑时，当地居民详细

地讲述自家代代传承的故事，还热情地拉着

邹一峰到家中拍摄，“这种淳朴热情的乡情和

文化共鸣让我感动。”

这些走访时遇到的人，都被邹一峰视为

视频的“共同创作者”。“同一件物品，同一段

历史，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我要找到这些说

法中的共同点，再结合查证的资料和书籍，梳

理出逻辑，尽可能说清前世今生。当然，这也

只代表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随着影响力日益增大，网友“点单”也成

了他重要的选题来源，还有网友对内容进行

讨论、纠正，提供新的线索。比如在青浦沈巷，

传说某村田间曾有一片清代墓地，因年代久

远，如今只剩一对石人石马，其墓主人杨方来

的信息，就来自抖音上一位网友提供的线索，

“网友给我的创作带来了很多帮助。”

曾经有人看到他的视频，找他“带货”，被

邹一峰拒绝了。“因为很多产品和我想传播文

化的初衷不符，我不愿意将就。”他害怕自己

带了与调性不符的货，创作就“不纯粹了”。直

到现在，他都不靠自媒体创作获得收入，靠教

授他人音乐来贴补，这对有两个孩子的他来

说压力不小。但看到有人给他留言表示感谢，

“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青浦还有这么多好玩

的地方、有意思的故事”，还有不少人表示“必

须来青浦旅游几次”，邹一峰就会感到欣慰，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 青浦区盈浦街道有条“三元路”，可当地人习

惯称它为“三元河”。原来的那条河为什么消失

了？视频号“弗兰克哥哥讲故事”试图用一条短视

频解答这个问题：作者顺着如今的三元路，从记

忆中的菜场、烧卖店一路讲到当地规划、经济变

迁，还原出昔日三元河的走向，勾连起天、地、水

“三元”的旧时民间朴素信仰。“即使文明不断进

步，那条河也一定会留在我们潜意识深处。”

“城市建设速度越来越快，再不讲这些事，

我怕古城的印记慢慢被淹没于时代的潮流中。”

这位讲故事的“弗兰克哥哥”本名叫邹一峰，“  

后”，土生土长的青浦人。作为腾讯视频号认证

历史博主、青浦区故事家协会会员，他的足迹遍

布青浦的各个角落，寻找隐藏在烟火气中的历

史和智慧。“知道家乡这么多值得自豪的事，我

真的很快乐。我想把这份快乐、自豪传递给大

家。”（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记者范献丰

80后小伙用短视频讲“青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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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一峰为居民讲述社区在发展变化中的小故事

"邹一峰在社区活动中进行演讲

"邹一峰在青浦区盈浦街道南门街现场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