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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五里雅韵
五里桥·

感恩文明家庭真善举 弘扬社会正能量
文 施爱勤

今天，当我含着热泪写下以下文字的

时候，心里的暖意油然而生。 我是“邻居”

街道的一位居民，因为热爱歌唱，我参加

了五里桥街道韵之声合唱团的活动，由此

认识了热心为人服务的郑爱妹，同时也认

识了郑爱妹的先生沈瑞华。

在我亲身的经历中，真正感受到了上

海市文明家庭的精神风范。我从心底里感

激在我家庭遇到不测痛苦最低谷时，给予

我帮助的沈瑞华夫妇，他们让我感受到了

社区的温暖。

2月 6 日过年前夕，我的先生突发重

症肺炎 ，生命垂危送入抢救室 ，沈瑞华

知道后， 便经常来看望我和我的先生 。

即便是大年初二，还特意来到瑞金医院

关心我和我的爱人 ， 这让我十分感动 。

后来我的爱人稍微有点好转 ，转入急诊

观察室。

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怀 ，给

了我们莫大的温暖，让我们一家内心充

满了感激。 3 月 7 号晚上，我的先生走完

了人生最后的路程，沈瑞华和郑爱妹陪

伴在我身边，为了帮助我料理爱人过世

后的事宜，他们跑上跑下，满头大汗 ，为

我们孤儿寡母带来最大的帮助和安慰 。

后来偶然情况下，我才得知沈老师自己

身体也不是很好 ， 每天还在医院输液 。

他急人所急， 想人所想。 全然不顾自己

的身体， 我是由衷的感激！ 正当我用最

朴素的语言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时， 他却

只有一句话：“朋友有难，应该相助。 ”顷

刻间我心中暖意融融！

我很幸运，认识了他们夫妻俩，不愧

是市级文明家庭的典范， 我在最悲伤、最

无助的时候， 是他们夫妻伸出了援助之

手，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只有铭记在心，

只能用最简单的语句，来表达最不简单的

心情，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

好的人间，颂扬人间善举，就是弘扬我们

社会的正能量！

【居民来稿】

小园葱绿晏清扬，

日暖风和百蕙芳。

消积化瘀无患子，

通经活血刺蘼蔷。

女贞明目滋肝肾，

芍药鲜根续命汤。

地涌金莲千瓣洁，

天倾萱草一良方。

菖蒲滴水尘难染，

兰菊抔沙茎抱香。

刮毒生肌功接骨，

除痈扫腐马蹄黄。

阳光雨露苗相润，

真气蕴含君子刚。

【诗词】

那些生长在水里的树
文 胡倩妮

如果那次没有去海口，海南在我脑海

中的形象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改变———那

儿大抵是椰子的故乡，岛屿的上上下下都

种满了椰子树，偏偏我去了，这个脑海中

臆想的画面自然而然地也就被打破了。当

然，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海南确实有

很多的椰子树，只是与高大的椰子树比起

来，更让我难忘的，是一片叫“红树林”的

树群。

那一次，我和先生本是为探访海瑞墓

而去的，因为坐错了车，被司机带到了东

寨港。 我们素来懒散惯了，既然来错了地

方，索性将错就错，四下里信步闲走。我们

一边走着，一边在手机上搜索，看看附近

有哪些好玩的景点———页面上最早跳出

来的是“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几个

字，随后又跳出了“海底村庄”。 我们买了

票，打算在这里作半日的闲游。

因为我们去海口的时节还没有到旅

游的旺季，东寨港的人不多，一圈走下来，

时间尚早，我和先生一边喝着饮料一边回

味着适才赏过的风景。有意思的是，“海底

村庄”的奇观固然令人惊奇和感慨，但在

我们心里，它竟抵不过那一片红树林来得

有魅力。

红树林里有很多的树，到底有哪些种

类我们说不上来，因何被叫做红树林我们

也不明所以，但它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魔

力 ， 你只需看过一眼 ， 便很难再忘掉

了———或许是因为它们与其他的树不同，

它们生长在水里。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

我这种生物知识匮乏的人感到好奇———

不知道它们在水里要如何呼吸？

而且，“红树”从不作为单个的个体而

存在，人们说起它，总是复数的它们———

“红树林”。或许，在汹涌澎湃的海浪面前，

单独一棵树是难以生存的吧， 唯有几棵

树、 几十棵树甚至几百颗树抱团取暖，才

能抵御惊涛骇浪的冲击。 你不见涨潮时，

海水弥漫而来，除树冠外，将整棵树、整片

树林都覆没在海水里，若不能团结，又如

何能够熬到退潮时？ 兴许正因为团结，它

们才成了守卫海堤的战士，以密集有力的

根须为武器，让狂风骇浪无计可施。

想到这一层，红树林的魅力似乎更大

了，它时而在水中央，时而在地面上，时而

又探头在空中， 俨然如三栖植物一般，诱

惑着游人走近。 我虽生于江南，却是自幼

怕水，故而不敢坐船靠近，只敢站在岸边

远远地张望，而树也静静地立着，尽管有

些歪斜，却是纹丝不动，仿佛也在眯着眼

睛打量我。 于是，一片树林，一个人，隔着

海，隔着岸，隔着船只和游人，以某种神秘

的语言交流着。

在很多人眼里，树是活的，却不会言

语， 甚至感受到了疼痛也不会发出叫声。

但我始终相信，它会说话，只是我们不懂

而已。 当它沉入水里时，鱼虾能够读懂它

的谦逊；当它巍然而立时，海浪能够读懂

它的执着；当它处于平静时，树冠上几只

白色的鸟儿也能读懂它对自由的向往。

其实，在我的故乡也有一种生长在水

里的树，名唤“水杉”。严格来说，水杉既可

生长在水里，也能生长在陆地上。 而当它

生长在水里时，常常与浅水为伴，水位高

时也没不到它的腰，不经意看去，倒像是

一个个身材颀长的山林隐士在悠闲地洗

脚，而且洗得时间越长那水似乎来得越发

干净。

或许，生长在水里的树都有净化水质

的功能吧。譬如眼前，海水咸苦，但红树林

不以为苦。如果说海浪包裹着沙石和珍珠

席卷而来， 那么红树林则是一张筛子，滤

去了泥沙，只余如珍珠般洁净的活水。 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环境生养了草木，也生

养了这里的人。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以淡泊名利、不拘

礼法著称，其中有一位却两次应诏出仕，后来位

列三公。他举荐朋友做官，竟收到了一封名传千

古的绝交书，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 他就是“竹

林七贤”之一的山涛。 《晋书》和《世说新语》里，

详尽记载了他的生平及轶事典故。

山涛（205 年—283 年），字巨源，山涛家中

贫困，但“少有器量，介然不群”，喜好老庄。他与

名士嵇康、吕安为友，后又遇到阮籍，成为“竹林

之交”。

山涛出仕之前，家徒四壁，但他和妻子韩氏

的感情很好， 韩氏从来没对他有过怨言。 有一

天，山涛对妻子说：“你暂且忍一忍如今的饥寒，

我日后定当位列三公， 只是不知到时候你是否

做得来三公夫人哩！ ”“堪公夫人” 一语即源于

此。 后来，山涛历任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

左仆射等职，封新沓伯、位列三公，但仍坚持节

俭，不养婢妾，并将俸禄赏赐都散给亲戚故人。

山涛四十岁才做了郡主簿，后一路高升。在

调离尚书吏部郎岗位时,他推荐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断然拒绝，并给他回了篇著名的《与山巨源

绝交书》，嘲讽他追名逐利，离“竹林”越来越远。

后嵇康遭难，山涛数次上书求情，未被批准。 在

临刑前，嵇康把儿子嵇绍托付给山涛，对他说：

“巨源在，汝不孤矣。”成语“嵇绍不孤”常用来形

容托子之谊。 山涛与嵇康这种“既绝交又深交”

的关系，史学家多数理解为“志向不同，情谊深

厚”。 嵇康崇尚自然，选择了独善其身；而山涛

胸有韬略、适时出仕，选择了兼济天下。

关于山涛为官，史书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县令袁毅官瘾很大，为求升迁，贿赂公卿，许多

人都接受了他的礼物。 当袁毅得知山涛是吏部

尚书，掌管着官吏的任免、考核时，就往山涛家

里送了“丝百斤”。山涛不想收礼，但又不愿让人

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乃受之”， 但命人悬之梁

上，并不用它。 后来，袁毅的事被揭发，朝廷“案

验众官”，凡受贿的人都被检举，纷纷落马，唯山

涛“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初”，得以顺利

过关，并赢得了“悬丝尚书”之美誉。

山涛高洁的操守源于自律， 那时的名士以

喝酒为旷达之举，常常饮酒过量，刘伶就是典型

的例子。听说山涛喝酒八斗以上就会醉，晋武帝

司马炎想试他的酒量， 一次准备了八斗酒让他

喝， 暗地里却偷偷加酒， 但山涛饮到八斗的时

候，就坚决不喝了。

山涛为官三十多年，选贤任能，从不徇私舞

弊。 每选用官吏，都要对候选人亲作评论，供朝

廷参考，并将荐拔上奏的人列名成册，时称《山

公启事》。山涛任职冀州刺史时，当地风俗鄙薄，

无推贤荐才之风。山涛鉴别选拔隐逸之士，寻访

贤人，表彰或任命三十多人，都显名于当世。

太康四年（283 年），山涛去世，终年七十九

岁。 去世时，“旧宅第仅有屋十间，但子孙众多，

容纳不下。 ”若说山涛出仕是为了功名利禄，物

质条件又何至于此？ 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

戎曾盛赞山涛：“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

名其器。 ”成语“璞玉浑金”说的就是山涛。 官修

正史 《晋书》 这样评价山涛：“若夫居官以洁其

务，欲以启天下之方，事亲以终其身，将以劝天

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与于此者哉！ ”

（马志强 闫高炯 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廉政文化】

居官以洁其务

咏黄浦滨江
廉洁文化草药园

文 陈波

注：无患子、刺蘼蔷、女贞、芍

药、地涌金莲、萱草、接骨木、马蹄

黄等，皆为中草药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