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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摄 影

去年入秋游桂北，心心
念念龙脊梯田(“九龙五虎”、
“七星伴月”皆为龙脊梯田景
观）哪天开镰？导游说：“据
确切消息，今年10月24日开
镰，今天是27日，水稻收割
完毕。”背着两台相机，携带
广角、长焦的我，失望至极。
绕山绕水绕到龙脊平安

寨，金翻稻浪不见，斑斓色块
无存。但是，天意敲吾心。
抬望眼，美哉，梯田！壮哉，
龙脊！
龙脊不似他处梯田，水

稻割后当场脱粒，而是将割
下的稻禾摊在田埂上晾晒
数日，再抬着脱粒机到田头

脱 粒 。
赶巧不

赶早，此刻正是稻禾晾晒
时。登高望远，但见远近高
低天地苍茫，排列规整的稻
禾像给梯田镶上了金边，万
千线条“飘若游云，矫若惊
龙”，惹得我呼吸急促，不能
自已，惟快门咔嚓。

龙脊山高坡陡，梯田大
都沿等高线伸展成狭长田
块，宽度仅容两三行禾苗。
条条梯田若锦带缠腰，当地
人叫“带子丘”。导游讲了个
笑话：一个雇工为田主锄苗，
说好共有208块田，干了一

天 ，
数来
数去还剩一块找不齐，只得收
工，拿起放地上的斗笠，发现斗
笠下盖着一块田，种有两兜
（丛）禾，由此便叫“斗笠田”。

因为梯田高、陡、窄，牛在
田中无法回转，还会践踏田埂，
踩坏梯田，龙脊人便人力耕地：
夫妻或兄弟两人，一个在前拉
犁，一个在后扶犁，泥水里翻浆
耕田。他们把这叫做“耦耕”。
我查了字典，古人也称“耦
耕”。百年传承，令人动容。
我没能拍到开春的“耦

耕”，拍到的是秋天的丰收，还
听到照片上那位迷彩服大哥的
话：再小也是自家的田。
对的，你我都是。

潘修范

再小也是自家田

作为国家应急管理领域专
家库成员之一，宣传和普及公
共安全知识，做到防患于未然
又能在灾害面前准确应对，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近日，我
就组织了部分中小学生前往位于青
浦东方绿舟的“上海市公共安全教
育实训基地”实地体验了一回。
基地总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

涵盖地震灾害、气象灾害、消防安
全、防空安全、轨道交通安全、道路
交通安全、日常生活安全、紧急救护
八个安全教育主题，包含13个主题
实训馆，5个综合演练馆，1个多媒
体动漫训练馆，1个4D模拟体验
馆，1个智能管理实训馆等21个场
馆。
这里有几个特色体验馆。第一

个便是地震灾害馆。我曾经多次亲
身经历过不同级别地震的场景，尤
其是2011年的里氏九级东日本大
地震。而在上海长大的同学们大多
没有体验过地震到来时的感受。
体验馆里，当我们还在一间模拟的
居家环境中谈笑风生时，突然桌子
开始晃了、电视屏幕出现了雪花，然
后灯全灭了，人开始站不稳了，有的
人躲到了桌子底下，有的人藏在了
墙角，有的人下意识地把头抱住，防
止天花板塌落或是灯具坠落砸到自
己……在一阵阵惊叫声中，突然一
切恢复了平静。虽然只是虚惊一

场，但是在得知自己经历的只是5

级地震的震幅，联想到自己如果置
身汶川地震或是唐山大地震，该是
多么可怕，也很可能是命悬一线的。
第二个学习点是紧急救护馆。

在以前的学习中，虽然同学们大都
在各种场合以不同方式学习过心肺
复苏的方式方法，但是在这个体验
馆，由于假人道具和屏幕是连接在
一起的，所以，按压力度够不
够、频率是否合适、患者是否
被救活等都能在屏幕上一目
了然。这对于同学们准确理
解、掌握这一重要的急救方
式提供了很直观的解决方案。接
着，大家又学习了如何使用AED机
器，有的同学手忙脚乱，不是忘了提
前打开电源就是把贴片随意地贴在
病患胸口，最后自己急得满头大汗，
而患者可能已经奄奄一息。通过实
践操作，同学们第一次真切了解到
要对一个患者实施急救不是简单按
压几下就行的，不仅需要持久的体
力，更需要掌握专业的动作和要领，
同学们这下对医生抢救时的争分夺
秒才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体会。然
后，有学生又很有职业敏感度地向

我提问道：“如果我在按压的
时候把对方的肋骨压断了怎
么办？如果最终我没把对方
救活，我会承担什么风险？”我
告诉同学们，现在已经有了

“好人法”，这些问题都不用再过于
担心了，我们学习法律就是为了要
捍卫法律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正
义，当然我们也不会让“碰瓷”的人
再横行霸道。
接着，我又带领学生体验了在

轨道交通里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
紧急开启车门、如何疏散逃生等其
他场景。通过这次在上海市公共安

全实训基地多个场馆的实
训，同学们掌握了如何“识
险、避险、自救、互救”的知识
和技能，达到了“真学、真练、
真懂、真会”的目标，对于强

化学生安全意识，提高应对突发事
件能力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同学
们也体验得津津有味，感触颇深，大
家都把自己的体验感受和照片放在
了朋友圈传播。
上海市公共安全实训基地运用

实践训练，促进“知行合一”，用安全
教育呵护生命成长，让学生在自救、
互救中体验人文关怀，和衷共济，团
结互助，战胜灾难。希望更多的学
生、市民都能去学习实训，从而让每
个人都能成为我们这个城市筑牢生
命安全保护屏障的一分子。

公共安全教育 重在知行合一
近日，四川北路商业

街新的网红打卡地“今潮
8弄”好评如潮、声誉鹊
起，媒体报道连篇累牍，坊
间亦口口相传、近悦远
来。然而，对于“今潮8

弄”的解读却莫衷一是，有
说：“曾经的8条老弄堂，
还原为今天的8条弄堂”；
有说：“今天的潮流，尽在
8条弄堂里”；还有说：
“‘今潮8弄’即‘今朝白
弄’”。闻此，我不禁陡生
好奇，于是想起了老朋友
——曾经操刀瑞虹
新城、思南公馆、大
宁绿地等著名楼盘
——“今潮8弄”的
开发商、崇邦集团
总裁郑秉泽先生。
一个暖暖冬日

的下午，我与郑先
生相约一叙，一探
“今潮8弄”究竟。
“今潮8弄”展

示厅的正中置放着一枚硕
大的灯泡，灯泡内发光的
红色LED明亮热烈，透出
一种令人喜悦的生机。灯
泡的底座上镌刻着“1879

年（清光绪5年）中国第一
盏电灯泡在虹口亮起。今

天，我们传承过去，开拓
未来，同心协力，继续为
虹口为上海增光添彩。”
郑先生说，这是开发“今
潮8弄”的愿景。郑先生
如数家珍地介绍起“今潮
8弄”：2018年他以70亿人
民币巨资拍下了这块土
地，规划建成后的项目总
面积30万平方米，由“今
潮8弄”、购物中心、商务
办公组成，而重彩浓墨的
是“今潮8弄”。这里将是
历史赓续、文化精髓、中外

艺术的新空间。
从展示厅出

来，我们进入“今潮
8弄”。扆虹园、颖
川寄庐等8幢修旧
如旧的老建筑，展
示出岁月沧桑、年
代久远、厚实凝重、
中西合璧的风采。
郑先生指着建筑，
不无自豪地说:“这

里的建筑美无与伦比，而
这里发生的故事更是历史
的辉煌。”孙中山先生曾三
次莅临扆虹园……
“今潮8弄”内的公益

坊同样历史久远，文化沉
淀厚重。20世纪20年代
至30年代中期，这里出入
大量“左翼”和“新感觉派”
文艺青年。这两种具有代
表性和海派特色的文化活
动，在以公益坊为空间的
载体里蓬勃发展。著名的
南强书局、水沫书店、辛垦
书店都曾在此开设
过。公益坊还是中
国的红色出版阵
地，左联《前哨》杂
志发行所、华东书
局等文化场所均设于此，
左翼作家鲁迅、冯雪峰、陈
庚、廖沫沙、冯铿等曾在这
里活动。这里也是中共
地下党员的一个活动点。
正缘于此，修复后的

8幢老建筑由崇邦集团无
偿捐赠给政府有关部门，
分别用作上海文学馆和虹
口历史文化展示馆，让其
不失历史文化的精髓又注
入“文艺今潮”的新风气。
“在‘今潮8弄’，我们

还想让其成为中外艺术家
创作创新的新天地。”郑先
生对此信心满满。在这
里，可以奇遇日本顶尖雕
塑家与装置艺术家宫岛达
男、北京艺术家和策展人
秦思源、英国艺术家朱利
安 ·奥培、意大利艺术家安
东 ·西比克等。他们的艺
术作品或名扬业界，或经
典绝伦，或意趣奇特，深受
欢迎。在“今潮8弄”的一
条弄底墙壁上，看到一个
由意大利艺术家安东 ·西

比克创作的“大象喷泉”，
灵动清新的画面，让人耳
目一新。艺术家通过描绘
大象这一生动形象，以欢
乐和诗意的手法诠释主
题，向古老的传说致敬，以
歌颂水资源的宝贵。
此外，北京艺术家秦

思源的作品“暖”、英国艺
术家朱利安 ·奥培的作品
“耳机”等恰到好处地展示
在这里的公共空间里，氤
氲的艺术气息让人陶醉。
在曾经享誉上海的现

场音乐吧“ARK”，我们遇
到了老板兼创意人小朱。
他告诉我，他曾去日本留
学和创业，小有成就后回
到上海，在新天地开设了
现场音乐吧——中国第一
家现场音乐吧。后来
“ARK”成为上海乃至中
国现场音乐吧的风向标，
一度成为上海流行音乐人
才的汇集地，一些原创音
乐人曾以登上“ARK”舞
台为骄傲。这次追随郑先
生到“今潮8弄”再续现场
音乐吧的情缘。
那天正在彩排一出名

为“小杰克”的小型音乐
剧，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
故事加4人乐队的方式，
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演

员和观众近在咫
尺，观众和演员与
故事情节十分自
然地融为一体，沉
浸式体验和场景

式消费颇受年轻人的欢
迎。这种演艺新空间，完
美地传递了“生活就是舞
台，舞台就是生活”的理
念。小朱非常自信地对我
说：“我要创意的唯我独
有、与众不同的文艺样式，
力求经久不衰、常演常新，
使‘ARK’成为‘今潮8弄’
文艺新潮的标志，文化消
费的打卡地。”
从“今潮8弄”出来，

只见西下的夕阳依然火
红，夕阳下的“今朝8弄”
熠熠生辉，仍在弄里的游
人，个个神情愉悦。我不
禁感慨，无论哪个年代，人
与土地，人与建筑，人与文
艺间都有不可分割的情感
维系，都可以让人回味美
的故事，寻找美的回忆，享
受美的潮流。
挥别之际，我对“今潮

八弄”赞扬有加。而郑先
生则淡然一笑说：“现在仅
是暖场，属初潮乍起，到高
潮迭起时，敬请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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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接连收看荧屏播出的电影《太平号彼
岸》和电视纪录片《江亚轮纪实》这两部影视片，它们分
别讲述了上海解放前夕发生的两起震惊世界的真实海
难。家父李佐华原本已买了此次“江亚轮”的船票，后
因发生阴差阳错的琐事，竟奇迹般逃过此劫。
父亲中学时代，就读国光中学（现京西中学）。这

是一所比较重视体育和文艺的男中。因与同桌的王福
龄（歌曲《我的中国心》《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的作
者）情趣相投，两人不仅在校一同打篮球、演话剧、参加

各种兴趣小组，课外，还一起看电影、听
评弹、参加京剧票友社，几乎形影不离。
王福龄的父亲王梦萍是西海电影院

的老板，同时又是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大
股东。他发现儿子的音乐天赋后，便请
来当时“时代曲”的代表人物陈歌辛，上
门教授钢琴演奏、顺便教作曲技法，每周
一次、雷打不动。父亲也喜欢音乐，故每

次王福龄上钢琴课，总在场旁听偷学。说来也巧，那时
我母亲陈秀英在一所教会女中上学，课余也在校初学
钢琴。母亲与王福龄的胞弟王福成是小学同学，两家
又是邻居，便不失时机地准时到王家“作客”蹭学。就
这样，父亲和母亲在王家不期而遇，相识相熟了。
在不断的交往中，母亲慢慢了解到父亲的身世和

处境，深感同情。于是，她就向外婆讲明情况，并建议
把家中空余的房间腾一间给父亲暂住。
暂住母亲家的那段日子，是父亲独自在上海最幸

福的时光。从此不仅每顿有热饭热菜，而且是可口的
家乡风味。父亲把每天往返学校节省下来的时间和精
力，全用于学习和发展兴趣爱好上，学习成绩随即令人
刮目相看，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那时每年的寒暑假，父亲都要去宁波探望外婆，顺

便带许多当地的土特产送给未来的丈母娘。1948年
12月初，为了参加我太外婆的六十大寿。父亲向学校
请假并买了去宁波的大轮船“江亚轮”的船票。
父亲专门购买了一大块绸缎和匹配的辅料，请附

近一个叫“小宁波”的裁缝，套制两件夹袍。一件是给
我太外婆做寿用的，另一件是孝顺我外婆的。由于时
间紧迫，父亲专门叮嘱“小宁波”，为赶船期，请他先缝
制送宁波那件。

12月3日晨，父亲兴
冲冲地去取绸袍。谁知，
“小宁波”拿出来的袍子竟
是为我外婆缝制的。而送
宁波的袍子还未动工。父
亲哭笑不得，寿袍未落实，
无奈宁波之行只能延期，
旋即去十六铺码头退票，
同时又改买下一个航班。
当晚7点左右，“江亚

轮”超载3倍多旅客，在横
沙岛附近触礁爆炸船沉，
旅客大多身亡。
翌日清晨，父亲在收

听广播新闻中得知：“江亚
轮”沉没。在心有余悸的
同时，庆幸自己如有天助
般与死神擦肩而过。从
此，父亲更珍惜生命，努力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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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花园有三棵名贵的古树。当
然，不是三座花园只有这三棵古树，而是
因为有这三棵名贵的古树，特地建造了
三座花园。
前些日子到金山石化厂探访朋友，

回程路上想去有意思的地方走走，拿出
地图发现：亭林镇有座古松园，号称“江
南第一松”的铁崖松正在此处。
驱车前去观赏，果不其然。这是一

棵有650年历史的古
罗汉松，树高10米，
树干只剩三分之一皮
层，但枝杈与冠叶依
然郁郁葱葱，亭亭如
盖。古树形状更别具一格，粗看像翩然
而动的舞者，细观又似大鹏鸟展翅欲飞。
“亭林东市，同善堂内有古松，大数

围。”这是华亭县志记载。相传为元代文
学家杨维桢（号“铁崖”）手植，所
以又称“铁崖松”。为保护这棵古
松，1987年市园林局、县及镇人
民政府，花了三年时间，专门为罗
汉松建了一座袖珍式的小花园
——古松园。还在园内新辟松风草堂、
望松亭等仿古建筑。用钢管支撑古松倾
斜的树干，用假山石烘托环境，使原本单
调的古松犹如斜依山岗，与周边亭堂相
映成趣，古风古韵宛若天成，更显古树伟
岸雄奇。
坐在望松亭的长椅上想象着650年

里的沧海桑田。有这座小花园真好，它
保护了古松，留下了历史，温暖着岁月，让
人在微风吹拂满目青绿中回味乡愁。
游过古松园，对于一座花园一棵古

树的“情景模式”，我兴趣倍增。上网一
查：上海郊外还真有多个这样的好去处！
闵行区临沧路古藤园内的古紫藤，

已有470余年历史。明嘉靖年间文人董

宜阳闲居于此，在此手植紫藤。若干年
后，紫藤繁茂，攀援如华盖，其处渐成市
廛，附近村落也由此得名马桥紫藤镇，名
称一直延续至上世纪末。相传乾隆皇帝
游历江南时，途经小镇休息，将马拴于藤
上，古紫藤于是又叫“拴马藤”。
如今的古藤园是1999年形成规模

的，占地八亩。只见古藤虬枝横空，柔枝
纷披，悬架倒挂，宛如一张巨大的绿色绒

毯飞天而下，掩映了
足足半个园子。一旁
墙面镶嵌着“宜阳古
藤”石刻匾牌，介绍了
古紫藤的由来。匾牌

背墙是乾隆拴马故事浮雕，以及清代诗
人黄家锟、李捷，明代大家董其昌为此藤
题画作诗的碑文，让人顿生思古之幽情。
目前上海1566棵古树名木中树龄
最长，编为0001号的“沪上第一
树”，是嘉定区安亭镇的一棵古银
杏，树龄达1200年，种植于唐朝
德宗时期。经过多次改建和扩
建，今天我们所见为保护这株古

树特地形成的银杏园，已经成了一个占
地30余亩，拥有椿树、榉树等20多种树
木，并借助水体穿景托物，景点之间曲径
相接的小型公园了。
每到深秋时节，千万片金黄色银杏

叶随风飘落，在千年古树下铺成神奇的
地毯，那种醉人的美，无与伦比。1983

年4月，周谷城先生曾在此棵古银杏树
下感叹万千，赋诗一首：“六朝文物越千
年，古寺禅林尽荡然。银杏一株今尚在，
从知润物有渊源。” 一棵古树一花园。
古树是我们的历史与记忆，我们的根。
今天，她不仅要成长在花园里，还应留存
于我们内心中。因为，这里有岁月的绿
水青山。

顾定海

三座花园三棵树

殷 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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