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里一亭，以安名亭，以亭为镇”，安亭

之名自汉代沿袭至今。安亭老街位于嘉定安
亭镇西侧、市河安亭泾两侧，重现了古时安亭

地区的繁荣景象。
安亭老街历史悠久，相传早在三国东吴

赤乌二年，孙权就在这里建造了菩提禅寺，从
此四周乡民聚居，逐渐成镇。到了明朝中期，

归有光从昆山移居此地收徒授课，四乡学子

纷纷前来投于门下，一时声名大振。旧时的安
亭老街以河为界，分成东西两岸，老街的路面

由卵石铺就，沿街是大小不一的瓦房，开着酱
油店、柴火店、杂货店、酒店、菜馆、茶馆、点心

店、豆腐店、水果店、肉店、染坊、米店等，可谓
商贾云集，生意兴旺。

如今的安亭老街东为安亭街，西为永安

街，南至昌吉路，北至和静路，市街南北约

900米左右，标准的马头墙和单檐歇山顶展
示着传统文化，商业街与水岸间有供人休憩

的长廊。最近，菩提禅寺内 6棵树龄 300余年
的古银杏迎来了最美时光，金灿灿的银杏在

风中摇曳，禅意回荡在寺庙之中，让人感受到
初冬的美好。

安亭泾原建有古塔，可惜于清代被毁。如
今重建的永安塔六面九层，气势非凡，塔下有

古朴的严泗桥相伴。单拱的严泗桥跨安亭泾，
北接严泾、泗泾，故名严泗桥。古桥建于明洪

武七年，清乾隆四十八年重修，清道光六年重
建，并更名集庆桥。桥身有楹联：“十字河分两

县界，百廛市聚四方人”。
文 唐敏 图 夏菁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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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浦淀峰村报国寺内挺立着上海古树

名木编号 0004的古银杏树，这棵古银杏不
仅是青浦最老的古树，也是上海地区现存

的八棵千年古银杏之一。
秋末冬初，走进四面环水、幽深静谧的

报国寺，迎面而来的就是一树金黄的胜景。
阳光温柔地洒在银杏叶上，叶子一片金黄，

叶梢泛着金色的光芒。树身粗大、枝干苍劲

的古银杏向上生长，仿佛要冲上云霄，与古
刹的青瓦黄墙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画面。

报国寺原址关王庙，始建年代不详，重

建于明崇祯十三年，因祀关羽，故名“关王
庙”。据介绍，关王庙之所以选址于此，正因

为这棵千年古树。报国寺的千年银杏是关
王庙盛衰历史的见证，也是淀山湖上漫长

岁月里往来船只的天然航标。
据统计，青浦目前共有百年以上古树

名木 154棵，古树后续资源 131棵，约占全

市总量的九分之一。 夏菁岑

青浦报国寺流传着三国故事

金山水库村
值得打卡

    国家水利部日前公示 2021年度国

家水土保持示范名单，金山区水库村小
流域被拟定为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库村

位于漕泾镇郊野公园的核心区域，村内 70

多个独岛、半岛，呈现“河中有岛，岛中有

湖”的景象。

水库村村史馆以水为主线，把水库村
的自然肌理、文化积淀、社会生活、产业变

迁以及红色基因等串联起来，重现 6000年
古冈身的悠久历史，是金山区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之一。水库村中还有占地 6000多平
方米的中草药科普公园，目前已种植 120

多个品种的中草药，不仅有车前草、迷迭

香、益母草等常见品种，还有玫瑰、菊花、曼
陀罗等兼具实用与观赏价值的药材。公园

附近还有一家中草药科普馆，内设神农本
草区、中草药药具区、中草药加工区、中草

药晾晒区等 8个展区。

近两年，漕泾郊野公园先后投入 1.48

亿元实施水乡综合体河道水利专项工程，
投入 1.09亿元实施市级土地整治项目，投

入近 8000万元实施郊野公园配套项目，分
别植入亲子休闲、理想乡居、高端度假、文

化体验、精品农业、休闲农业和产业展示等
多项产业功能。目前，湿地公园一期、藕遇

公园、三公里水上游线正式对外开放，尚品

书院、酷岛造梦营、水上嘉年华等设施项目
投入试运营。

水库村以“水+园”“水+岛““水+村”为
主题建设，打造“走出家门就是公园”的生

态体验型郊野公园。一系列农旅文项目的

加速建设，已经为漕泾郊野公园开园做足

“功课”。 沈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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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舞剧表演艺术家、教育家陈
爱莲的一生堪称传奇：她在上海的孤
儿院里对跳舞产生兴趣，凭借自己的
努力考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
习班，最后成为名扬世界的舞蹈家。陈
爱莲曾就读的一心孤儿院早已不复存
在，其旧址上如今是上海公益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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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永安里
1939年 12月 24日，陈爱莲出

生于上海虹口四川北路 1953弄永

安里的 143号，她的父亲是一名警
察，当时家境殷实。永安里是上海著

名的新式里弄住宅，包括四川北路
1953 弄和多伦路 152-192 号两部

分，由永安公司地产部投资兴建。四

川北路 1953弄内建筑前半段建于
1925年，后半段建于 1945年后，共

有住房 155幢，均为砖混结构三层，
坐北朝南，户户毗连，联排而居。

陈爱莲 10岁时，父亲突然病
逝，母亲几个月之后也抑郁而终。一

夜之间，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陈爱
莲带着 7岁的妹妹孤苦伶仃。无奈

之下，好心的邻居们把陈爱莲姐妹
送到了一心孤儿院。一心孤儿院又

名一心小学，后又增加初中部，成为
一心中小学校。在学校里，陈爱莲对

跳舞产生了浓厚兴趣。1952年，13
岁的陈爱莲考入中央戏剧学院附属

舞蹈团学习班，从此迈入舞蹈大门。
陈爱莲虽然只在一心孤儿院呆了 3

年，但一生都对母校念念不忘。
一心孤儿院由陆伯鸿于 1925

年创办，地点在陆伯鸿早年创办的慈
善机构新普育堂区域内。1956年，新

普育堂更名为上海市育儿院，1964
年更名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新普

育堂旧址现在是上海公益新天地，
内有上海民政博物馆等展示空间。

一生最爱林黛玉
1954年，陈爱莲考入中国第一

所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校，

1959年以全优成绩毕业。同年，她

因主演中国首部芭蕾舞与中国舞蹈

相结合的舞剧《鱼美人》成名。在第
八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舞蹈比赛上，

23 岁的陈爱莲表演的《春江花月
夜》《蛇舞》《弓舞》《草笠舞》连获 4

枚金质奖章，获赞“东方舞蹈女神”。
从 1957年起，陈爱莲先后主演

了舞剧《张羽与琼莲》《鱼美人》《红

旗》《白毛女》《小刀会》《文成公主》
《红楼梦》《牡丹亭》《繁漪》《霸王别

姬》等，是中国目前主演舞剧最多的
舞蹈家之一。1980年，陈爱莲举办

中国首次个人舞蹈晚会《陈爱莲舞
蹈晚会》，成功塑造了古今中外数十

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
在出演过的角色中，林黛玉无

疑是陈爱莲最喜爱的。1981年，42
岁的陈爱莲首次在舞剧《红楼梦》中

扮演林黛玉，塑造出一个顾盼生辉、
巧笑嫣然的林妹妹。1981年到 1986

年间，她演了近 400场《红楼梦》。
1997年，陈爱莲个人投资复排舞剧

《红楼梦》。2019年，80岁的陈爱莲
再演舞剧《红楼梦》，惊艳全场。

除了是优秀的舞者，陈爱莲还
是充满魄力的创新者。1989年，她

创办“陈爱莲艺术团”，辗转全国各
地演出。1995年，陈爱莲创立北京

市第一所民办舞蹈学校———北京爱
莲舞蹈学校，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

舞蹈人才。
2020年 11

月 21日，陈爱

莲因病逝世，可
以说她的一生

始终属于舞台。
文 沈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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