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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初中的时候，读到鲁迅《秋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
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枣树
春来尚有绿叶，但抬眼从我家的小窗望
出去，近处是一片黑瓦，远处也是一片黑
瓦。在小阁楼上做作业，眼睛酸涩时，渴
望有一点带生机的绿色。忽然有一天，我
看到一处瓦楞缝隙里生长出了绿草，细
细的枝干在风中轻轻摇曳，后来知道这
叫“瓦垄葱”，这一簇绿草让我目光追随
了许久。
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居住在

沪西的一条弄堂，四周见不到槐绿榴红，
水泥电线杆，碎石路，灰扑扑地带
着压抑感，附近的车行马路上，也
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棵行道树。那
时人们还没有莳花弄草的雅兴，
只是在临近年末养上两盆水仙，
给新年增添一点绿意。水仙也称
为“雅蒜”，在小阁楼上发现“瓦垄
葱”不久，我在家里种上了青蒜。

为什么弃“雅蒜”而就青蒜？
我的企望是“为怜绿叶四时在”。水仙和
青蒜同属石蒜科，“凌波仙子”清香沁人，
但花败后便和绿叶一起扔了；青蒜无花，
但肥硕翠润的蒜叶四季常青。就是为了
拥有那数片绿色，我找来几颗蒜头，一瓤
一瓤地掰开来放入瓷盆，添上清
水，蒜叶很快长得楚楚动人，冬天
拨开窗外的风雪，阳光下叶片晃
动着盎然春意，夏天挑破屋内的
燠热，叶片在风扇边跳跃一段凉
秋。凝视青蒜，自得其乐，用今天的说法
就是“养眼”了。
后来搬家到新工房，有了客厅，还带

了阳台，又正值家庭园艺兴起，于是买来
一些启蒙教科书，边阅读边劳作，在书桌
上放了文竹、虎尾兰，客厅里有了龟背
竹、散尾葵，阳台上更是铁树、瓜子黄杨，
芦荟、令箭荷花、昙花、吊兰……只缘袅
娜多情思，满眼晃动着刘禹锡：迎得春光
先到来，浅黄轻绿映楼台。然而阳台下
面，光景依旧，楼盘地面狭窄，种不了几棵
树，以致有什么喜庆活动，居委会便请大
家搬出自家的盆栽，临时装点一下门面。

让人没想到的是，用盆栽装点环境
后来大行其道，逢年过节，市区一些景点
会摆放上万盆鲜花。毕竟人工痕迹重了，
我所喜欢的，还是淮海路的悬铃木。尤其
是夏日漫步于此，悬铃木树叶悄然变为
深绿，肆意生长，隔街牵手，层层叠叠地
形成了一片绵延的绿荫。曾有诗人说，有
悬铃木的地方，就合适走路和停驻，春夏
有亭亭青伞，足以庇荫思绪，秋冬有沙沙
落叶，踩出满地韵律。

有韵律的路越来越多，我老单位一
旁的四平路，近些年也成为网红打卡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栽种的银杏树，现在已

是延绵不绝，成了金色长廊。秋天
来了，树叶绿中带黄，接着是黄中
藏绿，到了深秋，满树都变成了金
黄色，阳光照在树叶上，闪射无数
耀眼的光点，一阵风吹过，那光点
如同小精灵似的，带着沙沙的笑
声轻快跳跃。网红之路新绿多，电
视和手机屏幕上看到，还有江川
路的香樟，延川路的珊瑚朴，北江

燕路的金丝垂柳，隆德路的七叶树，水电
路的栾树，南亭公路的北美枫香……

五年前我搬到现在的居处，小区中
等规模和品质，却是春风花草，满眼葱
茏。疫情来袭时，我常在小区兜转，细细

打量了一番，主干道是两排高大
的樟树，浓荫蔽日，路旁齐腰高的
有石楠、花叶青木、珊瑚树等；沿
石径走向小区深处，桂花、杜鹃
花、樱花，还很多不认识的植物，

借助手机识别软件辨别，路边铺满的
是沿阶草，红花檵木和绣线菊被修成
半圆球状，近马路边缘长着茂密的小琴
丝竹……问了下小区物业工人，说这里
的植物种类竟有六十余种。

推窗便见树茂花繁，枕边听闻鸟鸣
啁啾，如同身置公园，也算是诗意栖居
了。暮春时分，孙女在樱花树下拍照发朋
友圈，几片粉红的樱花缓缓洒落，极富动
感。我突然想到，在她这样的年龄，我不
是也在家中寻“葱”养“蒜”、追求自然吗？
浅红深绿取次攀，不嫌日日到花间。花草
树木，是我们永远追寻的那片养眼之最。

补 课 王 克

    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双休日，
我遵父母嘱托，带着刚上小学的
孙女来了一次红色之旅，打卡苏州
河边上的四行仓库，给她补了一堂
爱国主义的历史课，一来了却离休
父母的一桩心事；二来也是我这个
老党员为庆贺党的百年诞辰、传
承党的光荣史做点微薄贡献。
那日阳光明媚，但我心情略

显沉重。现在的年轻父母都在为
下一代的前途血拼，嘴上喊着一
句相同的口号“不要输在起跑线
上”。他们不顾家庭条件和孩子的
具体情况，学龄前就开始恶补“家

庭作业”，而
且内容五花

八门：乐器、外语、书法、国画、舞
蹈……但鲜有听说对孩子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和历史传统教育的。

不能说这些父母有错，孩子
们长大后的确需要知识和才艺，
这也是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中
实现自身价值的
一块“试金石”。
但是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正能量
教育更不可缺。一些孩子早早被
父母送到了国外，他们年纪小，
“三观”尚未形成，“抗疫”能力差，
很容易迷失自己，在他国里被“西
化”，变成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这正是缺乏历史教育和正面引导

的恶果。
记得我们小时候，课本上满

满的英雄人物，雷锋、王杰、欧阳
海……弘扬的是爱国主义、集体
主义，讲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我的父母都是老干部，对社会

上的丑恶现象深
恶痛绝又无可奈
何。我每次去探
望，他们总是语

重心长：“别人家小孩子我管不了，
但我们红色家风接力棒一定要传
承下去！一代传一代，千万不能在
第四代身上失传，你要答应我。”

在四行仓库纪念馆，我边参
观边讲解，引得旁人都朝我竖大

拇指点
赞，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拄着拐杖颤巍
巍地走到我面前：“你是爷爷还是
外公啊？带第三代来的人不多哦，
现在年轻人都带孩子去迪士尼、
田子坊、汤连得，这样下去，怎么
对得起打江山的老一辈呦。”一席
话，说得我心里沉沉的。
回家以后，我把这些感受微

信给儿子、媳妇。不到五分钟，他
们回信了：“老爸放心，我和萧晨
（儿媳）只要有空一定带她去一大
会址、思南路周公馆和渔阳里，给
她补上这一课，红色家风不会在
我们身上失传！”我心里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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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浦河西起淀山湖，
东到黄浦江，全长 46 公
里，1976 年冬-1977 年春
开挖。河道经青浦、松江、
闵行、徐汇四区。基本是实
地人工开挖。1976 年 12

月，笔者参加了淀浦河的
开挖。那时，“四人帮”刚刚
粉碎不到两个月，
社会上的政治氛围
还是过去的那一
套，农村的组织形
式还是以人民公社
为主的三级所有制
经济形式，即生产
队，生产大队，人民
公社。
那时我已经从

农村走出，进建筑
工程队工作了好几年，在
市里参加城市基本建设。
我和现在的农民工一模一
样，农忙时回生产队参加
三夏、双抢、三秋，冬季还
回农村和农民们一起兴修
水利、开河挑河泥。和现在

农民工不一样的是，我们
的劳动所得是工分，而且
要到年底才能分配得到一
点微薄的收入。开挖淀浦
河，在当时，是解放后上海
郊区最大的一项水利工
程。上海市革委会发动了
市郊所有生产队的全部强

劳动力，约有几十万
农民工参加开挖。
我们生产队分配到
松江县九亭人民公
社淀浦河水闸那一
段的开挖任务。这
一段河面宽，挖得
深，按立方数分段，
我们生产队只有两
米宽一段，全生产
队 30 人都挤在一

条狭长的河床里挑挖河
泥，一人两只竹畚箕，一根
扁担，一把铁锹，就是每人
的工具。然后挑着一百斤
以上的河泥担，排队爬上疆
滩，挑上泥山倒掉河泥。

从河床底到地面有四
五米深，再从地面爬上五
六米高泥山，斜坡在疆滩
上做踏步有五六十个台
级。十二月份到一月份，是
上海的隆冬季节，晚上温
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早
晨 7点钟，农民工们来到
淀浦河工地，昨天的烂泥
地，经一夜低温寒冻，成了
坑坑洼洼的硬地，肩挑河
泥踩在坚硬的冻土上，像
踩踏在乱石块上，一不小
心会扭歪脚筋，疼痛不已。

等到 10点钟后，太阳的光
照，融化了大地的坚冰，坚
硬的冻土化成了泥泞的烂
泥地，农民工们必须换上
高统套鞋才能挑担走路，
有时挑着担，套鞋深陷在
烂泥中，一用力，脚会从套
鞋中脱出，赤脚闯到烂泥
中；有时挑着河泥担上坡，
走在疆滩一滑，会连人带
担泻到河底。每天从早上
挑泥到太阳落山，已经感
到疲惫不堪了，好像一天的
能量已经发挥到了极限。
那时“农业学大寨”、

“人定胜天，山河变颜”等
宣传口号做成一块块标语
牌插在河塘的高泥山上。

1976 年开挖淀浦河
时，上海电视台的记者想
拍摄一部农民工们开挖淀
浦河、挑灯夜战挑河泥的
宣传片，他们察看了整个
淀浦河工地上农民工密集
度，因我们分到的这一段
是建水闸河段，河面最宽，

河床最深，农民工最密集，
开挖淀浦河采用的是人海
战术，没有一点机械化的，
站在地面上向纵深望去，
就是黑压压的一片。记者
们和公社、大队的领导联
系好，准备等天黑上灯后
拍电视。
这一天，记者们下午

2 点多就来到淀浦河工
地，他们插红旗，树标语，
拉电线，装太阳灯，摆好三
脚架，装上摄像机，真的忙
碌了一个下午，只等太阳
下山，夜色降临，摄像机一
开，农民工当演员，他们即
可完成任务。
可是，人们对过去的

那种形式主义已经深恶痛
绝，这些记者不知农民工
们开挖淀浦河的艰辛，还
来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
农民工们当然不买这个账！
想不到，五点钟一到，

夜色还没降临，农民工们
都拍拍畚箕，肩上扛着扁
担，不约而同地转身离开
淀浦河工地。任凭公社、大
队的干部叫喊，他们头也
不回地直奔住宿地而去。
这些记者只得干瞪眼，耸
耸肩，两手一摊，失望地苦
笑一声。几个干部也只能
露出尴尬的脸色。最后只
得拆除所有布置和设备打
道回府。这是我看到农民
工们对形式主义作的一次
无声批判。

开挖淀浦河工程大，
没有机械配备，全部是人
力开挖。我们生产队的强
劳力在工地上开挖了四十
多天，连 1977年的元旦也
在工地上过的。元旦这一
天是下大雨，不能去河塘
开挖，全线农民工借此休
息了一天。在我的记忆中，
开挖淀浦河是时间最长、

最艰苦的
一次。庆
幸的是，
开挖淀浦
河是市级

项目，市里有资金下拨到
公社，农民工们以此来改
善伙食，有大肉块吃了。
现在每当开车走过九

亭的淀浦河涞亭路大桥，
我总会想起开挖淀浦河的
这一幕。

漕港河里的船
冯正平

    古镇朱家角是典型的江南水
乡，漕港河穿镇而过，把朱家角镇分
成南北两块，放生桥———明代建造
的五孔大石桥，又把朱家角镇南北
连接在一起。
小时候我最爱在放生桥顶上看

大帆船穿过桥洞，湍急的江水推着
大船徐徐驶近，高高的船帆迎面而
来，大有泰山压顶之势。只见水手们
将船帆迅速降下，再把桅杆放倒，动
作之麻利，令人称奇；船刚穿过桥
洞，水手就把桅杆立起来了，似乎这
桅杆擦着桥洞而过，十分惊险，把行
人看得直抽冷气。巨大的白帆也随
之在嘎嘎声中升起来了，好风鼓着
它，徐徐远去。偶尔有一艘船，操作
失误，桅杆磕在桥洞上，折断的辟啪
声惊心动魄，至今记忆犹新。漕港河
是上海通向江苏、浙江的水上大动
脉，满载着各式各样货物的大小船
只来来往往，川流不息。
一年一度的“摇快船”活动更是

吸引眼球的赛事，农历七月廿七那
一天，漕港河两岸人山人海，放生桥
上更是站满了人，挂灯结彩的“快
船”在河中争相竞技。每条“快船”上
有八个人，穿得花花绿绿，六人摇
船，其他二人在船头敲锣打鼓，制造
气氛。船尾驾着双橹，每支
橹上配备三个人，两个人
在甲板上掌橹，另一人站
到挑出船外的踏板上吊
浜，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
把船摇得飞快。站在船外
木板上吊浜的人更是疯
狂，还会玩些花样，在下蹲
时臀部可以碰到水面，好
像蜻蜓点水一样，赢得了
岸上观众阵阵喝彩。偶尔
会出现意外，你瞧，这儿两

艘船撞上了，由于抢速度碰成一团，
一名船员掉到水中，溅起一片很大
的水花。不过没关系，熟谙水性的他
一骨碌翻身爬上船尾，又使劲吊起
浜来。这一民俗活动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中期戛然而止，近年来有关部
门有意恢复，可惜已经找不到掌握
“摇快船”技巧的水手，只得作罢。

中学时代，每每经过放生桥，我

总喜欢在桥上停留片刻浏览江景。
放眼西望，夕阳余晖照在白帆上，一
切都变成金色的，高低不同的船帆，
错落有致矗立在江上，使人联想起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的诗句，金色的江水像游
蛇似的围着帆船舞动，浮光
掠影，静影沉水，背光的大树
浓重的身姿给画面增添了厚
重的深褐色。向东看去，小货
轮拖着长长的船队，像水上火车慢
慢悠悠地驶来，还不时响起几声悠
扬的汽笛声。那时陆上交通落后，汽
车运力不足，水上运输占领半壁江

山，又正值“大干快上”的年代，船队
就越拖越长。
改革开放后，已经难见帆船了，

代之而起的是“啪！啪！”声响个不停
的小机船，在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
工作效率方面，小机船是当之无愧
的“英雄”，然而成千上万艘“小机
船”驶过后，江面上留下的油污却是
一项不光彩的“成果”，它不仅给水
生动植物带来灾难，还直接或间接
危害着人民的健康。

随着经济的发展，“小机船”在
环境整治中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
漕港河里偶尔还有货轮拖着小船队
经过，基本上“这里的江面静悄悄”。
于是应运而生的是旅游船只，成为
朱家角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
高速公路的建成，村村通公路的

实现；高速铁路的问世，陆上交通网
的发达，使得水上运输变得越
来越衰微。如今帆船早已不见
了踪影，“摇快船”也成为了历
史，“小机船”遭到淘汰，唯独
旅游船称霸江上。放生桥静

静地见证了漕港河上船的变化，向
四方游客诉说着过去的情景。
消逝了的风景不会再现，但却

永远留存在我深深的记忆中。

良知不可或缺
安谅文 天呈图

明人明言微语录    人性不可或缺的是良知。现代
人自以为比先人拥有了更多知识，
但多少人匮乏或者陌生了良知？这
一种丢失，是现代人的退化，也是一
种羞耻。
良知，是人性的闪亮。它是积淀

于人心中一抹温暖的底色，也是融入
在骨髓中的一缕静洁的元素，更是
流淌在血脉中的一种高贵的品质。

人性的良知，不仅拯救别人，也
是拯救自己，更是拯救人类。而良知
泯灭，是人的自毁，也是天地之悲。
良知，即便微弱如同一缕飘摇

的烛火，也必须用心去呵护，或者用
良知助燃点拨，让这一缕火，长亮不
熄，愈燃愈烈，薪火相传。
良知不是小事，但良知往往体

现于小事。良知并不属于宏大叙事，

但良知真正决定人间大事。
倘若连良知也荡然无存，人还

能说有人味吗？是的，良知就是人味
的基本，名利可有可无，良知必须固
守。
即便心地本质善真的人，有时

良知也会一时沉睡。即便心灵丑陋
不堪之人，或许也会偶现一念良知。
良知不可能直接给你带来财富和地
位，但它赋予你最基本的人的感知
和尊严。它理应属于人生财富，居于
人的最重要地位。

什么人都是不可怕的，可怕的
是失去了良知的人。失去了良知的
人，就与野兽无异。

给予别人一丝良知的对待，就
是对自己良知的救赎。留存良知，良
知会赐予你精神富足。

良知的衰减，是人类灾难的开
始，而良知的兴盛，充溢于每个人的
心间，这是人类祥瑞的发端。

良知，是仁慈和善良的聚光，是
正义和公德的凝结，是感恩和博爱
的绽放，也是良善战胜狭隘和私我
的激情。

良知是一种纯粹的、绝不依赖
于物质、在人心驻扎的本质，它属于
情感，更属于理智，它在迸发的一瞬
间，撼动心魂，人心的丑陋势必颤抖
不止。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真功实技，真价实货，
真得实惠。
念好自有善行，思恶

何以良为。
善之远行，好自独到。

有时揭露和制止伪善，比直接行善更难也更重要。
虚张声势，可能误你一世。
明事不用暗做，明语不用暗说。
一味显示自己，大多只含黔驴之技。
地有用放，物尽当量。
没有一种谦虚的态度，何来一种务实的进步。
没有谦让，你的抢档并不表示你的强档。
心以情愿，少有怨言；心含杂念，多有事烦。
想事，能有预见；测事，几种方案；遇事与办事，才

能成其事或顺其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