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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来~?来~?来~，这是白头翁，唧~唧~

唧，这是绣眼鸟。”国庆假日一早，60岁的符正
昌带着他的尼康相机来到松江天马山公园爬

山寻鸟。只见他穿着黑色短袖和军绿色户外背
心、戴着迷彩袖套和迷彩帽、背着黑色双肩包，

包的边上露出了一把伪装伞，“我这身打扮可
是有讲究的，隐蔽性强不易被鸟发现”。

他向记者介绍，上海这个季节主要拍候

鸟，他已有六年观鸟经验，以前都是去植物
园、森林公园等地拍摄，天马山还是第一次

来，这次最希望能拍到三宝鸟和杜鹃鸟。但野

拍要看运气，不是技术好就能拍到的，有时呆
一天，一只鸟也拍不到。

不一会儿，穿着运动短装的张晨晨、刘小
强和陈祎来三人在山路上从符正昌身边跑过，

他们正在为之前报名的三十多公里越野比赛
做准备。从普陀开车过来的沈轶峰和邻居一行

六人在山路上有说有笑，两个小男孩拿着小国

旗一路你追我赶，很快就来到了“银杏古树”景
点，一棵 700年树龄的银杏树依然粗壮挺拔，

嫩绿色的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光彩透亮，游客
们纷纷拿起相机拍照留念。

“你好啊，植物中的大熊猫！”小学六年级
的徐梓彤正在笑着和古树“打招呼”，她说：

“我和家人来过几次了，这边环境很好，历史

悠久。这个假日，老师布置了一道征文题《爱
我中华》，我就想写我熟悉的天马山，再查阅

下资料就可以写出来了。”
银杏古树前，一座倾斜的古石塔让人啧

啧称奇，拍照留念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斜塔
的背面，可以看到底部缺了很大一块，这座

古塔有怎样的故事？为什么叫护珠塔？家住

泗泾的王辉怀着好奇的心情扫了扫“建筑阅
读”的二维码认真地听起了介绍，“护珠塔位于

松江区佘山镇天马山中峰，又称宝光塔，建于
宋代……”他告诉记者，他是通过朋友介绍第

一次来这边爬山，也学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记者抬头看到，偶尔有鹰隼从高空飞过。

符正昌敏捷地拍下了这个瞬间。他已经带好
干粮做好了蹲点一天的准备，“我外出拍鸟日

行 3?多步，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到户外呼
吸新鲜空气，另一方面拍鸟是摄影和美学的

结合，乐趣无穷。”
中午下山的路上，经过“铜观音”景点，阵

阵饭菜香飘来。这里是人们途中休憩的好地
方，几张石桌凳已经坐满了游客，大家都自带

食物，有的在吃水果，有的在吃自热锅冒菜，
还有的啃起了大闸蟹，一只小野猫也被吸引

了过来。
真是一个悠闲的假日。

【小常识】

据《上海市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公报》显
示， 上海海拔最高点是位

于金山区杭州湾的大金山

岛，为 103.70米，其次是位
于松江区的西佘山， 第三

是天马山，均接近 100米。

本报记者 屠瑜

天马山上觅野趣
登山观鸟看斜塔

    国庆，换个玩法游魔都！长假

里，上海有哪些避开人潮的好去处？
新民晚报全媒体《魔都十一宝藏游》

继续打卡各区隐藏“宝藏”景点，与
你分享私藏攻略。

若想放慢脚步，逛江南水乡是
不错的选择。青浦区的练塘古镇已

美了 1000多年，人气虽不及朱家角

和枫泾，但安静闲适，同样值得一
游。不得不提的是，这里是新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之一、有“红色掌柜”美誉的陈云的

家乡。坐落于此的陈云纪念馆，小桥
流水，绿树掩映，展现了陈云的儿时

环境和革命历程。若还想详细了解
青浦的文化历史，青浦博物馆 6000

多年前的上海古文明之源令人叹为

观止。 本报记者 肖茜颖 孔明哲
向袁媛 刘力源

    悠悠市河，在桥洞下蜿蜒而过，荡出一

片水乡旧梦；古朴街边，白墙黛瓦的老房保
留着明清模样，无声诉说当年光景……这

个假期，如果不想去市中心“轧闹忙”，不妨
来松江区永丰街道逛一逛古桥老街，享受

不一样的悠闲静谧。
有着近 500年历史的松江仓城古建筑

聚集成片，被誉为松江府城文化的“活化

石”。据嘉庆松江府志载，永丰古街区（今松
江区中山西路老街一带），明清两代皆有仓

城之称。从明朝起，仓城为漕粮重地，是松
江府最大漕粮（税粮）仓储地和漕运始发

地，城筑四门，米业兴旺。
门前连街市，屋后闻橹声。一条中山西

路，是千百年来松江发展的缩影。如今，这
些历史悠久的老建筑经过修缮后，已经有

部分对外开放，形成了独特的历史风貌街。
杜氏雕花楼、松江布展示馆、有明堂、艺云

阁、张氏米行……茶楼酒肆、宅邸店铺里的
喧闹声依稀，文人骚客、古圣先贤的赞叹声

依旧。
中山西路 203号，坐落着一处建于清

代的老宅———凯氏宅。今天的它有了一个
“新身份”：松江布展示馆。老宅保留着四方

天井，屋里隐隐有木质香味，沉静秀美的松
江棉布罗列展示，恰如其分。松江布，泛指

松江及其附近地区出产的棉布。因其质地
优良，花纹精美，至明、清两代，松江也成为

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制造中心。世人赞叹：

“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国庆期
间，除展示外，还能跟随老师学做植物染料

染制真丝围巾，体会手工的乐趣。
一升、一斗有多大？古代用来蒸饭的木

桶叫什么？在距离松江布展示馆不远处的
张氏米行，你或许能找到答案。旧时的米行

仓房式、重檐顶，南为临河楼，北有碾米车

间。这座建于民国时期的江南传统民居，几
个月前刚刚修缮完毕，与世人重新见面。传

统粮食作物展示、大米的称量与炊煮工具、
松江大米历史……在这里，“米”元素布满

整个空间，游客们可以学做米糕酒酿。它将

被打造成为具有松江特色的传统饮食文化

展示平台。
古街逛完，还可以再去一旁的古桥转

转。大仓桥是上海地区仅存的两座五孔石
拱桥中的一座，同时也是松江境内最大的

石桥。当年，百余艘漕船泊于桥下，满载着
大明朝超过二十分之一的漕粮，从这里运

往京师。

跨过大仓桥九十二级的台阶，便如同
跨过了仓城五百年的时光。桥那一头，还有

一条秀南街，众多老宅沿河而立。这条静谧
的老街，以其原生态的样貌，见证了历史的

沧桑变迁。本报记者 杨洁 文 岳诚 摄

仓城古街巷 寻觅旧时光
    过节了，在东余杭路 1107弄 2

号的过街楼附近响起了悠扬动听的
萨克斯乐曲，一曲《我的中国心》表

达了乐手们对祖国的情感，一曲《鸿
雁》则倾诉乐手们浓浓的不舍之情。

乐手都是这个旧改基地的居民，因
为旧区改造，他们中的许多人即将

搬离这里，而这支名为“欢乐萨克斯

群”的里弄小乐队，在他们乐队的诞
生之地举行了喜迎双节、告别旧居

的音乐聚餐。
这是一支刚刚组建了 5个月的

萨克斯小乐队，有 12名队员，最年长
的队员是张旭东 72岁，年纪最轻的

是朱海广 53岁，队长兼老师的张力
根是 63岁，他们都是附近的老邻居。

唯一一个不是街坊邻居的“外来户”
黄雯华，是张力根和太太的同学，尽

管住在宝山，也加入了这个群体。他
们中很多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学的。

或许有人会以为他们的老师很
厉害，但其实张力根也是从 2017年

才开始跟上海音乐学院老师学习的
萨克斯。他毫无保留地跟大家分享所

学到的相关知识和演奏技巧，他自嘲
说：“学员们是赶鸭子上架，而我则是

现学现卖。”张力根在 1107弄 2号居

住了 63年，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
的“土著”居民，多年来他内心深处一直渴望

能改善居住条件。如今，随着旧改项目的启
动，搬新房子的愿望终于有机会实现了。只

是旧改慢慢推进，他内心却有了另一种复杂
的感情———对这座充满了回忆的老房子所

含的不舍。考虑到也许其他老邻居会和自己
一样，对“搬新家”有着既开心又不舍的复杂

情感，张力根和乐队成员商量，一起举办一场

“音乐告别聚餐”，既是喜迎双节，又可以通过
乐队的演奏和老邻居分享这份告别旧居的

特殊感受。 通讯员 杨丽颖 记者 袁玮

新假日 生活新

  松江大仓桥诗意
之上海

■ 符正昌正在天马山拍鸟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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