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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惜拾】

凝心聚力促和谐，同心共筑中国梦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统战时评、学习感悟、人物新风、典故新知、诗词漫画、摄影作品……
要求：聚焦统战、文风清新、励志走心，字数最好在 2000 字以下，来稿请附个人情况简介。
一路走来，感谢有你相伴！

来信请寄：徐汇区龙华路 1887 号 3 楼 《闵行统战》报收 邮箱：18121119559@163.com

征稿启事

文 周善铸（本报特约通讯员）

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代表们
不再握手，而是拱手，令人眼睛一
亮，印象深刻！

人类历史上， 发生过三次鼠
疫大流行， 虽然起源地都不在欧
洲， 然欧洲却都是死亡人数最集
中最多的地方。 比如暴发于 14 世
纪四五十年代的第二次鼠疫大流

行，发源于中亚地区，却导致欧洲
2500 万人死亡， 占当时欧洲总人
口三分之一。 就说这次新冠病毒
肺炎， 欧美又一次成为感染和死
亡最大的重灾区。

按理说，欧美地区经济发达，
地广人稀，生活水平高，卫生条件
好，吃喝分餐制 ，应该受灾不重 ，
但结果却受灾最重的地区。 究其
缘由， 很可能与他们的社交方式
有关，比如亲吻、贴面、握手、贴鼻
等等，这些都是瘟疫流行的“超级
传播手”。 为此，法国卫生部长建
议，疫情期间不要握手和贴面；德
国医学专家说， 手是最容易接触
到病毒的人体部位，建议“不要握
手”；澳大利亚卫生官员则倡导用
轻拍后背，或者碰肘、碰脚代替握
手；每次疫情泛滥，意大利都是重
灾区， 他们的公民保护部长说的
更为直白：“我们有太多握手 、亲
吻和拥抱。 ”他建议，“不妨学习亚
洲人，见面、告别 、致谢时不做身
体接触，而用点头、拱手、鞠躬，或
者双手合十。 ”

世界礼仪， 大体可分身体亲
密接触的欧美方式和身体保持距

离的东方模式两大类。 日本、朝鲜
的深度鞠躬，印度 、泰国 、柬埔寨
的双手合十， 以及中华民族从上
古时代起，就普遍流行的拱手、作

揖和鞠躬，都不像西方人那样肉体
亲近，而是保持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表达敬意。

上世纪 60 年代，邓拓在《北京
晚报》“燕山夜话”专栏上，写了一篇
“握手与作揖”的杂文：“人手是最不
干净的。因为人的一切活动，差不多
都离不开手。出于卫生健康的考虑，
我建议， 朋友见面还是恢复古礼中
的“作揖”代替“握手”为好。”当代人
会议、聚会、交往繁多，需要同时会
见多位朋友，握手往往排队进行，如
果实行揖礼，对着大家拱拱手，就干
净利落地把心意表达了。

我们祖先在拱手致意时，往往
还伴以：“恭喜、 恭喜”，“久仰、久
仰”，“请多关照”，“节日快乐”，“后
会有期”，“抱歉 、抱歉 ”等寒暄问
候，加重了情感的气氛，极具中国
特色。 遗憾的是，近代以来，西风
东渐，我国传统的揖礼、拱手礼，渐
为西方的握手礼所代替。 西方社
交礼节，固有其浪漫热情、洒脱开
放的一面，但同时带来不够卫生、
传染疾病的负面效果。

医学史告诉我们，每次流行病
泛滥之后，人类总会吸取教训，变
革一些不合理的生活方式。 这次
也不例外，诸如勤洗手、不吃野生
动物、吃饭用公筷或分食、排队提
倡“一米线”等等，已被社会广泛接
受， 但握手的危害和改革的必要
性，还没有被充分重视，甚至很少
提及。

因此，我郑重建议，痛定思痛，
亡羊补牢，重拾我古代传统的“拱
手礼”，取代西方的“握手礼”，以便
有效预防各种传染性疾病的再次

发生和传播。让更健康、更科学、更
卫生的社交方式，成为我们日常生
活的社交习俗。

【生活札记】

文 王治德（本报特约通讯员）

2019年 10 月，国务院正式批
复设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 并在上海青浦举行了
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 同时，确定
了以练塘、金泽、朱家角（上海青
浦），黎里（江苏吴江），西塘、姚庄
（浙江嘉善 ） 六镇作为先行启动
区。 建设示范区旨在打破行政壁
垒，聚焦一体化制度创新，坚持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原
则， 打造环境生态友好型一体化
发展的样本。

示范区苏浙三镇中距离上海

最近的当数黎里镇， 而且交通比
较方便。 今年 6 月初，我们从上海
轨交 17 号线东方绿舟站外的公
交站坐上示范区 2 路 （原吴江公
交 7618 路）公交车，约 50 分钟就
到达黎里。

车抵黎里 ，登石桥 、过市河 ，
就进入了中心街。 下车伊始，同车
的上海游客纷纷感叹 “这里真安
静惬意啊！ ”确实，这里没有了大
城市的热闹繁华与喧嚣， 更多的
是清新恬静和淡雅。 加上前期疫
情的影响， 这里的旅游活动还刚
刚处于恢复期间， 如此清静是意
料之中的。

黎里镇隶属苏州市吴江区，地
处苏浙沪两省一市交汇的金三角

腹地，这里水土丰润、气候宜人，素
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它江南水乡
风情浓郁，文化底蕴深厚，是一座
至今保存比较完好的江南古镇。黎
里始称梨花村，又名禊湖，唐朝时
黎里是村落， 南宋时成为集市，明
代弘治年间升格为江南大镇。古镇
依河而建， 丁字形市河全长 2000
余米， 横跨着 10 余座元代至清代
所建的古石桥，建于明清的古驳岸
长达 4000多米， 驳岸和河埠上雕
刻着神态各异的缆船石 200 多颗，
是为江南古镇之最。

市河两岸街道皆为青石板铺

就，部分路段搭建有檐廊，虽然头
顶太阳高照， 走在檐廊下倒也凉
风习习， 河畔还建了不少廊棚供
游人驻足歇息留影。 市河两边留
下了 16 万平方米的明清和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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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弄堂有 80 多条，其中有 70 条是
暗弄，这些弄堂长约 60 米，更有 5
条超过 100 米， 最长的李厅弄约
136 米、最狭的范家弄宽仅 0.7 米、
最宽的庙桥弄达 2 米，而 57%的弄
堂是以姓氏来命名的（如汝家弄、
蒯家弄等等）。 黎里的弄堂真可称
得上是江南古镇的一绝。

黎里历来民风淳朴， 尊师重
教，古往今来曾孕育了众多知名人
物。据史书记载，自南宋至清代，这
里曾产生过状元 1 名、进士 26 名、
举人 61 名、贡生 43 名。 而近现代
的名人更是出类拔萃，其中最有名
的当属著名爱国诗人、 同盟会会
员、南社创始人之一、曾任孙中山
秘书、 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挚
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柳亚子。
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早期的妇
女运动积极分子 ，1927 年在南京
雨花台英勇就义的张应春。有在著
名的东京审判中立下赫赫战功，新
中国第一位出任海牙国际法院国

际大法官的倪徵燠。也有被孙中山
誉为“是医国手”、曾任黄埔军校医

务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江苏省政
协委员、 省卫生处顾问的金诵盘。
此外还有 1903 年起倾财办学的倪
寿芝，反袁复辟时宣告吴江独立的
殷佩六， 我国第一代影星殷明珠，
水利专家汝贤， 农学家倪慰农，翻
译出版家蒯斯曛， 教育家柳无忌，
竹刻家徐孝穆等等。

黎里镇的主要旅游景点有柳

亚子纪念馆，位于中心街 75 号，是
国家 2A 级景区，大门口竖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碑刻石，
柳亚子从 12 岁起曾在这里生活了
29 年； 故居内陈列着三百多件弥
足珍贵的实物和照片资料，是他从
事民主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张应
春烈士纪念馆位于北厍黎星村北

莲荡滩，包括有衣冠墓、烈士像、纪
念室、广场、绿地等，是为江苏省文
物保护单位和苏州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还有禊湖道院、鸿寿堂、东
圣堂、洛雅草堂、端本园、周宫傅祠
堂、 居退一步处等市级文保单位、
市级控制文物单位 20 余处。 鸿寿
堂内 18个圆台形的木础， 是明代
早期江南古建筑的特殊遗存，极有
研究欣赏价值。 此外，还有黎里公
园、 古镇展示中心及六悦博物馆、
锡器博物馆等等。

一天的走马观花，着实让我大
饱眼福。让我想起了“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 ”这句名言。 这些年
来，黎里人立足自身特点，因地制
宜，交出了一份可喜的答卷，实现
了“传承”与“创新”的协调发展。

就在我即将完稿之际， 又传
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重大项目———沪苏湖高铁

开工仪式和高铁江苏段开工动员

会日前分别在湖州和吴江举行 。
该铁路全长 163.708 公里。 全线设
上海虹桥、 松江南、 苏州南 （汾
湖）、盛泽、南浔、湖州东 （纳入湖
杭工程）、 湖州等 7 站， 施工期 4
年。 （汾湖开发区在黎里东，两地
相距不远，2013 年 5 月，两者合并
为黎里镇。 ）

高铁将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锦上添花， 我们衷心祝愿
黎里及示范区的明天更加璀璨 、
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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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

作者：马黎明（民进闵行区会员，画家、闵行区书画院画师、中学
美术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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