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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的那些公园
文 周伟民

在我的记忆中，最早去的是有点神秘
的复兴岛公园。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们
隔壁十六七岁的大姐，和一位解放军谈恋
爱，可能是有些害羞吧，把我带着一起去
了，那是春天的时候，很多树都开着美丽
的花，后来才知道是樱花和桃花。 复兴岛
公园因地处偏僻，去的游客不多，很幽静。
小学的时候， 我经常和同学结伴而去，因
为那里有很像外白渡桥的定海路桥，可以
看黄浦江上的船，退潮的时候，我们下过
江边捉小蟹。 我谈恋爱的时候，也经常和
妻子相约去复兴岛公园， 我记得非常清
楚，第一次拉妻子的手，就是在去复兴岛
公园的路上。

大概到了我九岁的时候，平凉公园才
开始建造。我们家就住在平凉公园对面的
晋城村，到公园玩耍很方便，当时还是买
票的，但是买一张月票很便宜。 和平凉公
园基本同步建造的是更大的杨浦公园。杨
浦公园比平凉公园大得多，树木也茂密得
多， 还曾经有上海公园少有的动物园，记
得有狮子、豹和猴山。

我们杨浦区最大的公园，自然是由共
青苗圃改建而成的共青森林公园了。记得
当年，我还组织厂里共青团员去共青苗圃
种过树，那时好像区政府有规定，杨浦区
的工厂，每人都要为公园种一棵树。 可以
说，共青公园，每个杨浦工人都做过贡献。

1997 年，我搬来佳木斯路的新居。 距
共青森林公园大概半小时的路程。 周日，
我们夫妻带着儿子经常去共青森林公园，
每年的菊花展，也是必去的。 共青森林公
园的票价蛮贵的， 如果我和妻子两个人
去，一般都会去对面的万竹园，票价只要
两元。 这里虽然不能说有一万种竹子，但

品种确实很多，有佛肚竹、方竹、刚竹、湘
妃竹等等，整个公园不大，但是布置得很
幽雅。翠竹临风，闻着竹子清香，经常会想
到苏东坡那句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
竹”。

到了老年，黄兴公园便成了我经常游
走的地方。 黄兴公园大概是 2001 年建造
的，我搬来佳木斯路已经四五年了，在建
造过程中就经常去，看着它一天天地渐成
规模，树木一棵棵地增加，奇石一块块地
移来。我家离黄兴公园只有十多分钟的路
程，所以，公园建成之后，便成为我每天晨
练的好去处。我去半山腰的魔方亭前练八
段锦，练完后，绕湖一周。 春天的时候，海
棠、玉兰开得很旺盛，还有樱花，藤本的木
香和紫藤；夏天，则是火红的石榴花，洁白
的石棉花和绣球花，公园进门处有各色月
季；秋天，金色的银杏是一大风景，香樟林
开花的时候，米粒般的小黄花，香气四溢。
还有那片特有的雪松林，据说负氧离子特
别丰富。湖边广场，则是舞者的天地。公园
还曾养过大群的白鸽， 湖中有黑天鹅浮
游，草坪和湖边成为新婚夫妇拍婚纱照的
好地方。紫藤廊下还有一个养锦鲤的观鱼
池，也是我经常流连的地方。

黄兴公园除了美景美树，经常令我驻
足的是辛亥革命先烈黄兴的塑像了。 塑像
两旁的巨石上刻着他的人生信条 “笃实、
无我”，每次看到都令人深思。 每年的辛亥
革命纪念日，黄兴的塑像前都会有不知名
的游客献上鲜花！

杨浦区还有很多规模不大的公园，比
如历史比较悠久的霍山路儿童公园、惠民
公园、波阳公园，后来新建的延春公园、江
浦公园。 公园和绿地的增加，伴着祖国发
展的步伐。愿我们的祖国，树木常青，鲜花
盛开。

【文苑】

【杨浦区图书馆新书推荐】

2019

世
界
读
书
日
系
列
活
动

开
启
一
场
茶
与
书
的
文
化
之
旅

□记者 黄志强

眼下正是新茶上市的季节，品茗和读书自
古就是最好搭配。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杨浦区
图书馆开展“书香下午茶”创意阅读推广项目
“书之韵”大型活动，推出书香静读、茶人新语、
茗香雅韵三大版块的丰富活动，全方位立体式
引领读者走进图书馆，感受茶文化的深厚底蕴，
体悟创新阅读魅力。
图书馆二楼公共空间设置了为期三周的茶

文献展览，分为丝路茶香、十大茶人、日本茶道、
茶叶生化、茶杂志、茶叶品鉴技术、茶叶的育种
栽培、茶叶制作工艺等八大主题，观者可以了解
每一本古远茶书背后的故事，以及它在当代的
研究价值与历史意义，跟着茶书穿越时空，感受
历史的温度。

杨浦区图书馆在官方微信上开出茶文化专
题板块，读者可以在移动端阅读馆藏电子书资
源，随时随地了解世界各国茶历史文化。此外，
图书馆在二楼文献借阅区域设立茶文化类书籍
专柜，可供来馆读者借阅相关书籍。
4月 27日，国家一级评茶师戎新语还将将

带来其茶文献专著《茶的国度：改变世界进程
的中国茶》，并配以茶艺表演和大型情境茶艺
表演《70、80、90》，为广大市民读者带来一场
别具一格的新书发布会，深度感受茶文化的魅
力。

世界读书日期间，馆方以还引入中式传
统茶艺和西式创意调饮茶表演，展示不同国
度茶艺美学的文化内涵，通过品茗展示和读
者互动体验，让读者在家门口感受世界茶文
化之美。

《闲情偶寄》
[清]李渔
三秦出版社

索书号：I264.9/4431-69
本书是中国古代著名

的戏曲理论、 明清小品文
经典代表。全书共分词曲、
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
撰、种植、颐养等八部,论及
戏曲理论、装饰打扮、园林
建筑、 器玩古董、 饮食烹
调、竹木花卉、养生医疗等
多方面的问题， 触及到中
国古代生活的许多领域。

《苍苔上的落花》
周立人

学林出版社

索书号：I247.57/7208-3
本书讲述的故事发生

的时间分别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初期以

及 21 世纪初的经济转型时
期。 这些作品以深入人物的
内心世界，讲究背景、象征、
反讽等技巧的运用、追求描
写与叙述的精当得体为主要特点，同时也点染
出具有一定深度的主题。

《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
[西]胡安·拉蒙·希梅内斯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索书号：I551.65/4244-8
作者给 160 多个西班牙

语世界的艺术家 （包括诗人、
小说家、画家）和其他人物（政
治家、教育家、批评家等）作了
传记或者说用文字为他们画

了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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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踏着秋的落叶
文 唐晋枫

春天的大自然是绿色的。 王安石《泊船瓜
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杜牧《江南春》中
的“千里莺啼绿映红”；宋祁《玉楼春》中的“绿
杨烟外晓寒轻”；白居易《落花》中的“劝君尝绿
醅，教人拾红萼”……一个绿字，写尽了春天大
自然的勃勃生机和无限生命。

早春、仲春、暮春这三春时节，乃至初夏，大
自然的景色却并非完全是一泓均匀的绿色，那
十万葱茏青山、千里依依河岸，但凡针叶、阔叶
等常绿乔灌花木的老枝熟叶总是黛绿深深，而
逢春而发的新穗初叶却是碧绿浅浅、 刚刚孕育
的细芽嫩蕾则是鹅黄淡淡，一如杨巨源《城东早
春》中“绿柳才黄半未匀”。

这个季节真个是缤纷的世界，还同时给我们
演绎着一场诗情画意的生命大轮回，虽然少了一
份“无边落木萧萧下”，却多了“化作春泥更护花”

的柔情。 一片、两片、三四片或浅红、或老黄、或焦
黑，当然也夹杂着几许绿色的熟叶，会在你忘情
神游中，悄无声息的从已经长出新芽嫩蕾的老枝
上飘然而落，有时，落下的叶子会碰到树枝或其
它的叶子， 这时的它会发出几声轻微的 “嘁嚓”
声， 偶尔， 还会非常凑巧地飞落到你的头上、肩
上、脊背上，尔后极不情愿地滑溜到地上。若是赶
上一阵清风拂来，那么，飘落的树叶就变得纷纷
扬扬、恣性而洒脱。如此这般地走过了三春、走进
了初夏，地上早已堆满了厚厚的一层，信步而行，
脚底下就会发出一阵阵细碎、柔和的“沙沙”声。

我们总是太过于痴迷春天的美艳与张扬，
总是太过于关注新生命的娇嫩与妩媚，往往忽
略了那些甘愿为新生命让出空间而选择优雅

离开，不惜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落叶。
最难忘花信年华，最留恋青春不老。 在匆

匆前行的岁月中，我们终将老去，放怀于天地
之外，是春给我们传达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