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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文 梁伟（原新顺居民区）

早闻素有“中国第一水乡”美誉的周庄
风情万种。 前不久去周庄游玩时，我的心情
犹如与热恋多年魂牵梦萦的恋人相会一般，
身体还在路上，思绪却早已长了翅膀，飞到
了那多情的水乡周庄……

“镇为泽国，四面环水。 ”钟灵毓秀的周
庄，以河成街，桥街相连，街路桥相连相望，
往来皆舟楫，宛若飘浮在水上的一朵瑰丽的
睡莲，以其灵秀的水乡风貌，独特的人文景
观，质朴的民俗风情，成为东方文化的瑰宝，
成为吴地文化的摇篮，江南水乡的典范。

当窄窄的石板路引领我走向那唐风孑

遗、宋水依依、古风古韵的长街曲巷时，当那
些老宅骑楼、河埠廊坊在轻灵飘逸中彰显秀
丽雅致的吴地文化时，我知道我已走进那些
早已随风飘逝的历史中，走向那令人神往的
迷人画卷里。

沿着以河为界蜿蜒的街道一路走来，寻
味着千年古镇的人文情怀与历史厚度，映入
眼帘的是市河、石桥、老街、窄巷、商铺、宅院
所构成的古老街貌。与现代城市的繁华和喧
嚣相比， 这里处处呈现着一派静谧舒闲、古
朴明洁的幽静，大家享受着仿佛穿越千年的

慢时光。
周庄的河水缓缓地流淌， 从清晨到夜

晚，从远古到现在，从梦中到心田……水乡
的早晨带着一丝丝的清凉，朝阳穿透茂密的
枝叶洒在清澈的水面上，静谧闲适。 岸边的
垂柳把生命的原色馈赠给河水，用婀娜的舞
姿唤醒市河的早晨， 一起奏响生命之歌，让
心灵之花洒满阳光。淳朴的水乡人早已开始
一天的生活，评弹昆曲随意飘洒，小河巷中
天空明澈，白云随细水而舒卷。

漫步在光滑的石板街上，绿意盎然的香
樟树下， 妇人们蹲在河边清洗着衣物和蔬

菜；悠闲的老大爷，拖着椅子惬意地坐在岸
边，眯着眼睛聆听着树杈笼中的鸟儿在叽叽
喳喳地聊着；步履蹒跚的阿婆，沿着河道慢
慢地走着逛着， 享受着水乡清晨的静谧；早
起的小伙静静地守着河面，等待着今日的鱼
儿……

“秋尽江南草未凋，街行不觉水迢迢，迷
楼高士吟哦处，上下曾经无数桥。 ”那水漾成
的梦，那梦一样的周庄。千年的贞丰里，千载
的水乡人，多少梦都由周庄的河水在岁月的
时空中凝成……周庄的河，博大多爱；周庄
的河，生命之河！

茶事
文 韩慧彬（原虹东居民区）

生于北方，不懂茶事，饮茶的习惯是到
了南方以后。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中，我最爱阅读的是
《射雕英雄传》。其中，第 12 回写道黄蓉给洪
七公精心烹制了两碗好茶，其中一碗“却是
碧绿的清汤中浮着数十颗殷红的樱桃，又漂
着七八片粉红色的花瓣， 底下衬着嫩笋丁
子，红白绿三色辉映，鲜艳夺目，汤中泛出荷
叶的清香。 ”哦，荷叶熬汤，当得荷叶清香；那
粉红色的花瓣， 是不是荷花清芬而益增花
香，在我脑海中至今还是一个问号。

街市上不见有售荷花茶的，始终未有机
缘品尝其味。 每当荷花开放的季节，不由自
主地便想起了唐寅的诗句：“凌波仙子斗新
妆，七窍虚心吐异香。何事花神多薄幸，故将
颜色恼人肠。 ”荷叶摇曳多姿，吐露清香，宋
代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 ”更是让夏天在绿荷上盛开，荷香阵
阵，沁人心脾。漫步荷塘，向朋友讨得几片荷
叶， 藉以略慰对荷香荷味的痴心和恋执之
念。

我将荷叶洗净，撕成小片小片的，混同
被誉为“天下第一香”的茉莉花，一起放进杯
子，倒上沸水。 水色碧绿透明，清香微漾，一
如日照荷塘蒸腾而出的清新气息，随即飘渺
于似有若无之间，倏地勾起我对茶树荷塘的
绵绵远念。 细细品尝，味道苦涩，微咸，听老
中医讲，荷花茶性辛凉，具有清暑利湿，升阳
发散，祛瘀止血的功效，常饮没有副作用，有
利于身体健康。

我常抱着行者无疆的心态去读书，去游
赏。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我都迫不及待地研
究起当地特有的茶事来。在现代气息很浓的

浮躁氛围里浸泡久了，总想去追求一种悠然
自得淡泊宁静的心境。 去湖南，一半是为擂
茶，另一半是为寻找陶渊明所说的世外桃花
源。 擂茶是将茶叶、老姜、芝麻、米、食盐，放
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杂木做的擂棒“擂”成细
末，用开水冲开即可，别具风味，连喝几碗，
浑身舒服。有的山民家，夏天中午不吃饭，就
是喝一顿擂茶，真是“情味于人最浓处，梦魂
犹觉鬓边香。 ”

虽不曾到过西藏， 但对西藏的酥油茶
向往已久，时时留心处处有意，将上好的酥
油，适量的早已熬好的砖茶汁和盐巴，往开
水里一放，在酥油桶里打上一百来下，热喷
喷，香浓的酥油茶便呈现在眼前了。 它有营
养，耐饥耐寒，抗高原反应，而且还有很多
的药用功效。 酥油茶，简直是菩萨赐予高原

人的特殊礼品。 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中
的漫漫远程，并不影响我对酥油茶的念想，
这种念想没有随着时光的推移季节的变幻

而消退，反而越来越强烈，有机会定要去品
尝一番。

不经意间，已经结下茶缘，每日必会抽
出时间沏壶茶来，闲闲的一杯香茗，悠悠的
一卷诗书，细酌慢饮。虽身在闹市，总会有身
倚青山，眼观闲云的心境，渐次滤去了杂念，
茶杯中流淌着时光的沉香，尘世间的所有烦
恼与困惑都在品啜间烟消云散。望着我眼前
的这杯茶， 仿佛如饮酒般醉得身不由己，源
远流长的国饮，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符
号，值得去探究，去寻味。在喧嚣的尘世里漫
游，需要一本好书，或许更需要一杯好茶去
救赎。

我眼中的黄金城道
文 董璐芳（何家角居委会）

90 年代初期， 中国房地产市场刚刚开放
不久。 那时，我刚来上海，听说有个偏僻的大
量农田的地方正在开发一个国际型的大型社

区， 将会有许多外国人入住到这个新型的高
档古北新区。

当时， 第一家家乐福在古北新区正式营
业。 为了能够有机会了解和外国人的生活用
品和消费方式， 我们一家人每周去一次家乐
福。 每次去，看着丰富的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
面包都与我们中国的不一样， 满足了我们的

各种好奇，每次都尝鲜后满载而归。 每次去机
场的路上，途经虹桥路，我都会立即想起家乐
福。

后来机缘巧合，我开始在长宁区居住，才
开始真正了解与熟悉古北新区。 来到商业步
行街，黄金城道、木地板、小水景、大草坪纷纷
呈现出别样的风情， 让人感觉不一样的城区
道路。 黄金城道为景观主轴，两端道路是古北
路及伊犁路，之间穿插金珠路、银珠路、玛瑙
路连同平行的红宝石路、 蓝宝石路等数条中
小道路， 纵横交织的道路网格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街区。 黄金城道的樱花、垂丝海棠等春季

花类， 秋天的银杏树等四季植物进一步凸显
颗黄金城道春景秋色的观赏性。 同时， 开花
类、芳香类植物，如紫薇、海棠、火炬花、黄金
佛甲草等，一系列观赏性植物，再加上极具艺
术外形的特色组合容器， 充满了艺术浪漫的
情调。 周边社区御翠豪庭、古北国际花园和瑞
士花园等等，也呈现了爬藤月季、束花茶花等
花卉植物，呈现出各种绚烂花墙的立面景观。
多层次立面绿化景观交相呼应，绿意盎然。

如今的商业步行街黄金城道已经成为

“商旅文绿”交相辉映的靓丽风景，是一个集
绿化与景观完美融合的休闲好去处。 现在的

古北片区，有居民近 12000 户，33000 余人，其
中， 有来自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人士近
19000 人，超过居住总人数一半，被誉为“小小
联合国”。 在这里，矗立了一座更有特色的建
筑———古北民中心。 它坐落于长宁区富贵东
道 99 号，充分体现了“管理、服务、融合”的工
作理念，生活服务、文化融合、社区共治四大
功能板块，努力为古北居民打造了一个便利、
温馨、精彩、融合的市民之家。

我喜欢古北的格调、古北的人文，它可谓
是虹桥的一颗明珠， 更期待虹桥古北有更好
的发展。

尽孝先顺老人心
文 曹荣新（伊犁居民区）

孝顺孝顺，关键是要顺从老人的心愿。改革
开放，物质丰裕，年迈的父母不需要我们什么东
西，只愿能够心想事成，凡事顺心，儿女顺意，尊
长爱幼。 如果连顺从也做不到，又谈何尽孝。 记
有一次，下午两老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
妻子便将电视关了，结果他们又醒了。妻子说了
几句逆耳的话，他们就感觉心里不舒服，认为看
看电视也要受管制。我做“和事老”，关照妻子要
依顺两老，在没有安全隐患的前提下，随便两老
怎么看都行，只要他们乐意开心。

几年前， 米寿高龄的丈母娘坚持要将他们
的一套房产转赠到我们名下， 说是过去因为重
男轻女，在动迁时三个儿子都各给了一套房子，
唯独我的妻子是出嫁的独生女儿， 觉得亏欠了
她。 三个兄弟知道父母的心意后， 也都没有意
见， 因为他们耳闻目睹我和妻子对两老和兄弟
们的尽心尽力。 我们和已婚的儿子都有自己的
住房，所以坚持谢恩不要，并且表示即使没有得
到房产， 我们同样会一如既往服侍他们养老送
终的。

对此，两老怎么也想不通，寝食难安，执意
要更名房产。三个兄弟和嫂子弟媳也劝说我们，
说无论如何圆两老一个梦。 顺从就是最好的尽
孝，最终还是按照父母的旨意，收下房产，真心
实意别无他念地尽孝。他们也便心里踏实了，又
乐活了好几年。

“孝顺”，“孝”与“顺”是相关相连的，“顺”是
“孝”的前提，“孝”是“顺”的归宿。 欲“孝”必须
“顺”，“顺”之才真“孝”。 作为小辈，只要不是违
纪的原则性问题，只要老人家快乐高兴，惯他们
一下，“宠爱放任”他们一下，尽可能满足一下他
们的各种需求，顺从一下他们的心意又何妨？老
人开心，便心情舒畅了，身体免疫力也会提高，
对健康长寿也是有利的。

【生活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