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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泉州，已是傍晚。入住在厦

航旗下的航空酒店，从前台到房间，

舒心的服务，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

觉。

今儿是中秋夜，在这闽南之地，

抬头便看见月亮，很圆、很大，有着对

远方的无限遐想。

在东海浔浦渔村的海鲜大排

档，品尝着当地的海鲜。在皎皎的

月光的流水里，望过去，是一艘艘靠

港的渔船，静静的，如睡去了一般。

远处，是那开字形的晋江大桥。据

说，在泉州的风俗里，到了中秋之

夜，民间的妇女是要行拜月之礼

的。泉州人称月亮为“月娘妈”，这

些日常里勤劳的闽南女，在今夜，会

在天井或庭院里摆放香案，陈列月

饼和瓜果，焚香祭拜“月娘妈”，祈求

事事能称心如愿。

这样的祈愿总是好的。于是在

心里，我也向这方土地上的“月娘妈”

拜了拜。

看过一段介绍泉州的视频，说

“地下看西安，地上看泉州”，说泉州

是闽南文化的源头，至今有一千七

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在结束了上午

的投标任务后，我迫不及待地出去

行走，想要了解这座千年的古城。

首站便是开元寺。

走进开元寺，一派安静祥和。

山门有一个木制对联，格外地引人

注目，那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所

撰，近代高僧弘一法师所书的“此地

方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中轴线

上的大雄宝殿，有“百柱殿”之称，圆

的、方的、花式的柱子还真是各式各

样。耸立在拜庭两侧广场中，相距

约二百米的便是传说中的泉州东西

塔了。东塔名“镇国塔”，西塔名“仁

寿塔”，二塔高低相差四米，但都是

八角五层楼阁式石塔。经历了地

震、台风等重重灾难都屹立不倒，东

西塔对望着，守护着泉州，成为了泉

州的象征，也成为了海外游子心里

梦里的乡影。

吸引我的，还有坐落在开元寺内

的弘一法师的纪念馆，那里再现了这

位高僧在泉州，在生命最后的十四年

的光景，他生活的史料、照片、著作和

墨宝，让我流连忘返。

出了开元寺，就是西街了。

背倚着千年古寺，千年的历史碎

片就散落在这个阡陌小巷中。唐朝

的粉雕，元朝的花纹，感觉时光在倒

流。古朴的建筑和活泼的酒吧交织

在一起，又像一条别致的珠链，让人

惊讶，让人爱不释手。

归程，打的去高铁站，让师傅沿

着中山路走，看着沿街保留完好的

廊柱式骑楼，有多雨的南国特色，也

浓缩了南洋式建筑的精华。

到了钟楼，下了车，留了影。这

座西欧风格的钟楼，矗立在东西街

的分界线上，注视着古城的星月交

际和世事变化。

期待着下回再来泉州。

很想去看看，泉州湾畔的那座洛

阳桥，明月清风下，站在那座与北方

中原有血脉渊源的桥上，体会“今人

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心

怀意境。

很想去清源山，在潮湿的春天，

吮吸茶树的芳香和道家文化的高山

流水。

还想去看看那红砖古厝，看鸟儿

飞过燕尾屋脊，呢喃着我听不懂的闽

南方言，讲述红墙房子历经的岁月和

风霜。

我还想去寻一寻，弘一法师在泉

州的最后足迹。与这世上的很多人

一样，我也总是在探寻着，经历了人

生和艺术之巅的他，何以一个转身遁

入空门。在长亭外，在古道边，在芳

草碧连天，他如何告别家庭，告别妻

儿，告别旧友，告别过去——人生真

是不断地在告别吗？

登上高铁，告别泉州了。

想想这座古城里，还有很多的

美食，东街钟楼旁的烧肉粽，西街

小作坊的醋肉和四果汤，航空酒店

一早的米线糊，美食街的姜母鸭，

还有海蛎煎、土笋冻——这些古早

的味道，出自古早的铺子、古早的

房子，那古早的味蕾，活色生香地

留在记忆里，着实让人怀有念想

啊！

2021 年元旦的早晨，当我卷起阳

台窗帘的时候，看见太阳挣脱丝丝缕

缕的朝霞从东方升起，心想 2021年到

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华诞来了！

刚想摸出手机抓拍下新年第一

个日出的时候，惊见一群鸽子披着霞

光飞来。大多数停在前楼的顶上，其

中一只落在我家阳台外的不锈钢晾

衣架上，一边徘徊，一边发出“咕咕”

的呼唤声。接着，另一只鸽子应声落

在它身旁，它们一起优雅地散步，并

“咕咕”地轻声交谈着，时而看看远

方，时而打量四周，旁若无人。我想，

难道它们想在这儿做窝？隔了五六

分钟，其中一只发现了我，停下来盯

着我，另一只也跟着停住脚步盯着

我。于是，我和它们隔着窗玻璃对视

着。我发现它们的眼睛滚圆晶亮，仿

佛是在哪里见过的。

噢，它们的眼睛好像一座桥的

孔，市河朱泾上济众桥的孔！

这 座 桥 建 成 于 明 洪 武 年 间

（1368—1398 年），系用武康紫石建造

的单孔石拱桥，长 28 米，拱跨 8.8 米，

拱高 8.8 米，南北各有 18 级阶石。六

百多载的日晒雨淋，仍然没有改变娇

贵的容颜和灵气。

我去拜访它的时候常到两边端

详它，这次我又走到它两旁的时候，

它问我：“为什么？”

我说，你的桥身好像鸽子的头

部，你的桥孔呈半圆形，无论潮起潮

落，与倒影连在一起总是圆的，就像

鸽子的眼睛一样，晶亮美丽！

它说：“你错了。我的桥孔是一

个监控探头！”

它见我将信将疑，又说：“我已经

录下了五色斑斓的六百多年朱泾史，

不信，你打开看！”

我按照它的提示，按下一个又一

个按钮，打开它的放映程序，惊喜地

发现它真的像总导演兼摄影师一样，

精心制作了纪录电影《朱泾六百

年》。我看到光影展示的画面上，前

五百年与后一百年之间的时代特征、

生活温度差异竟然是那么明显。前

五百年如同《清明上河图》一样古色

古香，又似灰蒙蒙的烟雨江南水墨

画。近一百年的画面逐渐变艳，越来

越像仙境一般美轮美奂。

于是，我先从前五百年的水墨画

看过来。

只见桥西边画面上，夕照美景活

在诗词歌赋里。画面留白处，有明清

两代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登上松江

城楼远眺欣赏时题写的诗。如清代

诗人厉鹗的“船子高风去不还，霜天

生洗向鸥闲；明年若卖蓑兼笠，合并

华亭落照湾”至今留在浩瀚的水面

上。诗人所说的落照湾，就是今天的

秀州塘。我查阅过史籍中的相关记

载，说是唐朝天宝十年（751 年）建立

华亭县后，在松江建造了一座县城。

一日傍晚，县令上城楼巡视，见到一

轮红日在西南水天相接处缓缓下沉，

晚霞映天，金光万道，美不胜收，停步

凝视良久，问身边的人：“这太阳下落

的是什么地方？”一部下马上禀告：

“大人，这里大概叫朱泾。”县令捻捻

长须，摇摇头又点点头说：“朱泾这个

名字太俗气了，就叫它落照湾吧！”于

是，朱泾有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别

名——落照湾。从此，松江城楼成了

达官贵人和文人学士登高望远、饮酒

赋诗的好去处。这儿的晚霞，在半百

里外的松江城都能欣赏到，真美！

再朝桥东看，最先出现在画面上

的是市河朱泾。百年前灰蒙蒙的天

幕下，朱泾东西两头进潮，浊进清出

很容易淤浅，成为前辈人的一个难

题，历代朱泾人想了不少办法，下了

不少功夫，如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至光绪二年（1876 年）的 88 年中

有 12次疏浚市河，平均每 7年多疏浚

一次，但淤积有增无减。

突然间，灰黑的画面上冒出熊熊

烈焰。一个晚上，县衙对岸突发火

情，因为那一段河上没有桥，县令急

得吹胡子瞪眼睛也没用。他想，一个

堂堂县令总不能隔岸观火吧？只能

带着衙役绕道去救火，然而，已经来

不及了，待他赶到火场，房屋已变成

了灰烬。后来，便拨款造桥。

再往市河左岸浏览，兴建于唐代

的古刹西林寺仅存一柱经幢立于废墟

上。建于元代的东林寺幸存一个大殿

卧于旧址东南角，它是道光年间重建

的观音堂，农历初一十五尚有香火。

抬头朝市河左右两岸望去，街道

呈现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的过程。

得名于东汉的朱泾镇，到明代已成为

纺织业集镇和粮米集散地。由于盛产

细布，而集中了一批染坊、端布坊和铁

木业作坊。明末赵慎微的诗描写朱泾

镇已达到“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

置大盈，估客往来都满载，至今人号小

临清”那样的繁华。然而，经历清朝后

期的衰落，朱泾镇竟然只有居民 1200
户 6000余人，户数和人口都不及笔者

现在所住的一个袖珍型小区多，镇区

面积也不到一平方公里。

再朝东眺望，古镇东头隐隐约约

闪烁着星星点点的红色景点，还看到

在推翻三座大山求解放的旗帜上有

朱泾人的风采。出身朱泾的李公馆

女主人薛文淑在中共一大忙里忙外，

做着会务工作，对中共一大的召开作

了重要贡献。一大会址（李公馆），原

是一户李姓人家的民宅，男主人为李

书城，女主人为朱泾薛氏之女薛文

淑，李书城胞弟李汉俊是一大代表。

1950 年 9 月，党中央寻找确认中共一

大会址，而薛文淑对会址的确认作出

重要贡献。1926年，朱泾小伙黄珊臣

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五卅”运动和

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8 年 1
月 10 日被敌人杀害。“上海工运之秀

苗，中国革命的希望。”是黄珊臣同志

牺牲后，周恩来对他的题词，他曾担

任周恩来的警卫人员。1921年，他进

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艺徒班，当时陈云

与周恩来都曾在该馆开展工人运动，

在进步思想影响下，黄珊臣走上了革

命道路。1925年，反帝爱国的“五卅”

惨案爆发，他积极参加游行示威, 带

领印刷工人与大学生到南京路举行

联合行动，开展罢工、罢课斗争。这

一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并担任商务印书馆第一任团支部书

记，1926 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3 月，中央军委书记兼特别军

委书记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在上海举

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黄珊臣担任

闸北第三指挥分所指挥，他带领 2000
多人攻克天通庵路火车站。后又任

上海市总工会青工部部长，共青团闸

北、江湾、吴淞区委书记等职。1927
年 9 月，当黄珊臣得知江湾区委机关

遭敌人破坏的消息后，想到还有许多

党的重要文件留在自己宿舍里，于

是，他趁夜返回宿舍烧毁文件。由于

叛徒出卖，敌人突然闯入，他将来不

及烧掉的文件塞进嘴里吞下，被国民

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被捕后，他

慷慨陈词，坚贞不屈。1928 年 1 月 10
日，在龙华上海卫戍司令部被敌人杀

害，年仅 19 岁。1981 年 5 月，经上海

市人民政府批准，黄珊臣被追认为革

命烈士。湖南韶山的革命领导人毛

福轩在朱泾从事革命活动三年多。

1929 年 11 月，李维汉任江苏省委书

记，省委为加强江苏农村斗争，从上

海选调了一批干部，毛福轩也被选调

到江苏，打入金山县警察局当警察。

由于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很快从

三等警长、巡长被提升为兴塔分局局

长。1930 年 9月，毛福轩的党组织关

系由江苏省委转来。由于毛福轩的

警察巡长身份和异乡口音差别，省委

专门交代派人单线联系。（未完待续）

依然记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

我正好在湖北老家，离疫情的震中只

有两百公里，很多朋友问我：你怕吗？

我没有回答，而是在心里反问：为

什么要怕？

1921 年，中共一大代表面对法国

巡捕房的搜捕，他们害怕吗？1934年，

面对国民党“围剿”，中央主力红军被

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艰苦的长征之

路，他们害怕吗？1945年，面对国民党

反动派八百万军队，装备落后的解放

军害怕吗？1950 年，面对武器先进的

美军，志愿军害怕吗？1998年，面对百

年一遇的大洪水，党和国家领导人走

上荆江大堤，人民子弟兵跳进汹涌的

洪水，他们害怕了吗？ 2003
年，“非典”肆虐，那些冲在前线

的医护人员和战士，他们害怕

吗？2008 年，汶川地震，为了

了解灾情建立通讯，空降兵从

高空跳下震中，他们害怕吗？

没有人不怕危险，但他们

都选择了义无反顾！

我知道国家不会放任疫情

发展，依然会有这样一群义无

反顾的英雄们冲在前线，我还

需要害怕吗？

2020 年 1 月 23 日，千万人

口的武汉宣布“封城”，多地进

入紧急状态，在党中央的号召

下，全国开始支援湖北。我又听到了

那句熟悉的话——共产党员先上！党

员们走上一线，维持秩序，日夜巡逻、

宣传，解决百姓的生活问题。虽然不

能出门，但生活井然有序，我需要做的

只是配合、相信，然后等待“战疫”的捷

报。1 月 25 日，火神山医院开建。这

可不是简单的“帐篷医院”，而是各种

设施齐全的专业防疫医院，很多国家

可能一两年都建不成，而我们在全网

“监工”下仅仅用了十天。没有人不惊

叹这样的领导力、号召力和执行力！

惊叹之余，还有点习以为常，改革开放

四十多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

样的奇迹在神州大地上已屡见不鲜。

这样的奇迹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我

还有什么理由害怕？

有些朋友不明白我为什么那

么相信国家，相信中国共产党。

因为我经历了 1998 年洪水，也在

北京经历了 2003 年“非典”，亲眼

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的国家怎样一次次战胜困

难、战胜灾难，怎样一年比一年繁

荣昌盛。不过一直以来，我对中

国共产党的了解都是来源于新闻

和影视剧，真正的了解，源于金山

作协的一次嘉兴采风。

那是我第一次去嘉兴，第一

站就是闻名遐迩的南湖。

阴沉的天空下，湖水轻轻翻

涌，岸边的柳枝迎客挥舞，矗立在

湖心岛的烟雨楼静静俯视着来往的船

只和游人。走过访踪亭，一艘画舫露

出头来，随着波浪轻轻摇晃。画舫并

不大，也没什么奇特之处，却有无数游

人争相拍照留念，因为它有一个响亮

的名字——红船。很小的时候我就在

课本上见过它的照片，这是第一次见

到真容。就在它的船舱里，诞生了一

个改变中国历史的政党。

（未完待续）

本期作品由
上海市金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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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让我好有念想 □竹青

信
仰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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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铭刚
鸽子的眼睛 （一）

公园小山角有围墙阻挡

当风自由地从山岗驶下

在欲望的阳光中弥漫

它挟带潮湿和残枝碎叶

羽毛的言辞为金属的牙床磨牙

一次次回旋撞击了肃立的墙体

最终呜咽悲伤坠落。一个泅渡

的人

对着无边无际的水域愁楚

现在那堵墙留下了时间的印迹

而墙的另一边，

人们感觉不到风

风风
□朱伟华

生活生活
人物 生活 文学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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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市旅游资源开

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布公告，5
家景区达到相应等级标准要

求，被评定为 A 级景区，其中，

廊下郊野公园风景区和亭林遗

址公园榜上有名。

廊下郊野公园、亭林遗址公园获评A级景区
金山很多人的童年里，

都有一段关于糯米饭糍的

独家记忆。糯米饭糍看着

平平无奇，泡上水、喝上一

口，却能甜到心窝里。

枫泾在清末民初时，

是 江 南 最 大 的 米 行 交 易

地。枫泾盛产糯米，糯米

制品在坊间也非常流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糯

米饭糍。

把糯米饭糍干撒在白

糖泡的茶上，就是最为常见

的甜茶，名为风枵茶。“枵”，

原指布类的丝缕稀疏而薄。糯米饭

糍摊得十分轻薄，风都吹得动，故名

“风枵”。

有坊间歌谣唱得好：“洪钓一转天

为云，纸薄冰莹鸭羽轻。看似平常最

珍贵，只馈产妇与亲朋。”围在一起喝

风枵茶成了亲友邻里之间交流感情的

重要内容，是一种风情浓郁的民间习

俗。

2017年，糯米饭糍制作技艺入选

第六批金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糯米饭糍，就是把糯米饭摊在柴

火灶的大铁锅子上，用铁铲摊得而

成，也就是所谓的“锅巴”。

金山本地有柴火灶的人家，都会

这一手。但想要做出均匀不烂的糯

米饭糍，还是有很多讲究的。

首先，烧一锅糯米饭，然后用

锅铲铲些糯米，放在另一个预热好

的大铁锅上，开始转动铲子，快速

摊上一层薄薄的锅巴。抹糯米饭

糍讲究的是手劲，摊的时候要用力

往下按，如果力道不够就会抹得不

均匀。

此外，大铁锅的火候也很重要。

中火最好，要烧得均匀，也不能烧在

一个角，火停就要铲掉，这样才会香。

等到整个铁锅都摊上了白白的

锅巴，到适当的厚度，就可以用一把

铲刀把锅巴一块一块地铲下来，锅巴

就变成了饭糍。

上等的糯米饭糍不厚不薄，干食

香香脆脆，糯香可口。一碗糯米饭

糍，加上红糖，用开水一泡，就成了一

道风味独特的糯米饭糍汤，又甜又

香，又糯又滑，非常好吃。

糯米饭糍不仅美味可口、营养丰

富，经常食用还能养脾开胃、强身健

体。

一碗饭糍，暖手温胃，唇齿留香，

烙印在每一个金山人的味蕾中，找个

时间去枫泾古镇吃上一碗吧。

短暂缤纷的秋天，是自然赠予的

最好礼物。趁着秋意正浓，不如约上

三五好友，支起烤架、烧起土灶，与田

园风光为伴，在如画美景中来场野趣

十足的美食派对。

廊下生态园
廊下生态园荷花馆环境优美，湖

水环绕，更有大面积的草坪供游客休

憩，是一个天然的户外氧吧。

你可以在草坪上坐下，亲近田

园，喝喝望秦精酿啤酒、体验自助烧

烤，与家人朋友一起话家常，还可以

参加菜地采摘、休闲垂钓等互动体

验。

地址：廊下生态园荷花馆（漕廊

公路9133号）

吕巷水果公园
吕巷水果公园核心区有一片

大草地，每逢假日，喜欢亲近自然

的游客纷纷带上露营帐篷、风筝、

野餐道具，来此“安营扎寨”，放松

身心。

支上一顶大帐篷，再铺上喜欢的

野餐垫，将自己在家精心准备的美食

一一摆上，聊着天、吃着美食，享受悠

闲惬意的时光。

地址：吕巷镇金石北路3889号

花开海上生态园
野是目的、餐是趣味。走进秋花

绚烂的花开海上生态园，在园区露营

区来一场野餐，赏美景的同时还能满

足自己的味蕾。

被花海围绕，空气中有淡淡的

花香。呼吸着新鲜空气，席地而

坐、谈笑风生，尽情享受假期的美

好。

地址：朱泾镇待泾村秀泾6060号

山阳田园
山阳田园内有充满童年回忆的

土灶台，自己用土灶做饭，可以在炊

烟袅袅中体验质朴的乡村生活。这

里不仅可以体验土灶，还可以田园烧

烤。七间独立的绿篱包厢，独享一处

私密空间，是许多人都无法拒绝的快

乐。

地址：山阳镇亭卫公路 2833 弄

183号

注意事项：仅对团队开放，需提前

预约

漕泾郊野公园
在漕泾郊野公园的橘岛乐园，也可

以体验土灶烧饭的乐趣。生火、洗菜、

切菜、做饭，“劳动”过后，做出的饭菜味

道格外香。

最值得推荐的是铁锅咸肉菜饭，铁

锅底部的锅巴焦香四溢，沾上咸肉的油

脂和青菜的汁水，锅巴的美味直达味

蕾。

地址：漕泾镇水库村水窠里·橘岛

乐园

溪进农庄
这是一个生态农场，可以带你回

归田园生活，体验各类农家的欢乐，

释放所有的压力，享受一段惬意的时

光。

大草坪上可以嬉戏玩耍，捉鸡、捞

鱼、掏蛋，等手里的菜篮大“丰收”了，就

火速前往土灶制作美食吧，体验“自煮

游”的快乐。

地址：廊下镇漕廊公路8886号

亭林遗址公园由亭林公园、亭

林书院和顾公广场三处集历史文

化、生态休闲、名人文化于一体的

景点构成，是沪上西南一处文化休

闲揽胜的佳境。

亭林遗址公园的葫芦池曾出

土大量良渚文化时期的陶、石、玉

和骨器等。有的陶器为国内同类

遗址罕见，玉器中有九节玉琮，为

上海地图出土的节数最多的玉琮，

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地点。顾公广

场东侧读书堆是南朝大学者顾野

王撰写《舆地志》之处。

景区现有史迹馆、曲意廊、松

雪碑、葫芦池、名人廊、良渚遗址展

览区、顾公像、读书堆等景点组成。

景区地址：亭林镇寺平南路 19
号

开放时间：夏季 5:00—19:30（5
月 1 日—10 月 30 日）；冬季 6:00—

17:00（11月1日—4月30日）

门票信息：免费

亭林遗址公园
（国家AAA级景区）

廊下郊野公园区域面积 1.93
平方公里，是一个开放式的景区，

北至漕廊公路，西至朱平公路，南

至廊华路，东至山塘中心路。

景区以田园为资源本底，廊下

田园美如画为文化特色，金山“十四

五”生态大走廊为重要背景，以“田

园画廊”为主题，打造花园·廊下（美

丽家园）、乐园·廊下（幸福乐园）、田

园·廊下（绿色田园）三大核心板块。

景区内有集文化演绎、亲宠互

动、林地露营、农耕科普、体育休

闲、湖畔垂钓为一体的廊下生态

园，有一座老桥架起上海与浙江的

百年山塘老街，有农家乐餐饮一条

街的中华村，有盛产高品质多品种

葡萄的采摘园，有文化互动体验的

青檐版画中心，有大型团建拓展的

星空度假营，还有廊下田园民宿等

景点基地。

廊下郊野公园景区不设门票，

景区四季有特色、月月有主题，民俗

年味节、田野百花节、廊下果蔬节、

农民丰收节四大节庆已成为廊下品

牌。上海廊下乡村半马赛已经升级

成为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赛

事，成为国家级马拉松赛事。

这里是一个农村，亦是一个景

区，农村在景区里，景区在农村里。

这里没有围墙，只有田园美景，甚少

拥堵，是乡村旅游的绝佳去处。

地址：漕廊公路9133号

门票信息：免费

廊下郊野公园
风景区

（国家AAAA级景区）

儿时记忆——“摊”出来的美食

今日阴有阵雨，16—18℃，明

日阴有时有阵雨，17—20℃，市民

出行需带好雨具。

11 月 7 日强冷空气抵达申

城，终结雨水，但会带来明显的

大风和降温。11 月 8 日气温“断

崖式”下跌，下周最低气温都只

有 6—8℃，有一夜入冬的体感，

市民需适当增添衣服，做好保暖

准备。

告别秋高气爽好天气

下周迎“断崖式”降温
天 气

金山烧烤野餐“新地标”

又薄又脆的糯米饭糍

廊下生态园自助烧烤花开海上生态园露营野餐

顾公广场读书堆顾公广场读书堆

鸟瞰廊下郊野公园风景区鸟瞰廊下郊野公园风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