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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文苑

旅游日记

天光云影 ■小星

人生智慧

每个人都有梦想

梦想话题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家风话题

日常育家风

■倪祖敏 文

一直想去枫泾古镇看看。今年春
上，我终于去了一趟枫泾，实地体验了
解，证实了网上的一些信息与实际情
况相差甚远。

去枫泾的交通很方便，并不是像
网上说的在莘庄南广场乘“莘梅线”，
要坐43站才能到枫泾，把人搞得吓死
死的。在地铁1号线锦江乐园站的隔
壁，有个西南汽车站，你只要花费 12
元钱，在售票窗口买一张“枫梅线”的
车票，就能直达枫泾古镇，枫泾距上海
市区57公里，路上的时间大约要50分
钟左右。汽车到达枫泾汽车站后，你
只要倒退约 150 公尺，贴着河边的北
大街一直往前走，便进入了古镇景区。

枫泾古镇有29处街、坊，84条巷、
弄，不包括其他街区保存的古建筑物
在内，总面积达到48750平方米，若要
比古镇景区的地盘大小，枫泾远远超
过朱家角、七宝古镇。若要论人文历
史景观，枫泾的民风淳厚，名人辈出。
据史料记载，枫泾出了3名状元、56名
进士、125 名举人。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朱学范、围棋国手顾水如、著
名漫画家丁聪、国画大师程十发，革命
前辈袁世钊、陆龙飞等，都是枫泾人。
他们为枫泾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精神遗产与传世著作。

在古镇上，朱学范故居、程十发祖
居、丁聪漫画陈列馆、人民公社办公楼
旧址、三百园、金山农民画展等都向游
人开放。但参观的门票太贵，游人普
遍敬而远之。网上说，进枫泾古镇景
区要买 60 多元门票，其实，这是一种
误导。到了枫泾后才知道，进入景区
尽管长驱直入，根本不需要买门票，只
是在参观上述故居与馆所时，才需要
买门票。

具有 1500 多年历史的枫泾是上
海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完好的典
型江南水乡古镇，由于河道纵横，桥
梁密布，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
港”之誉。古镇内有一条界河，是春
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的分界之河，河边
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吴越界河碑。古
镇内有 50 多座古桥，历史最悠久的
要数南大街旁的致和桥，距今已有
700年历史。位居古镇中心的“三桥”

是枫泾南北、东西河道交叉口的标志
性景观，它是由北丰桥、竹行桥、清风
桥3桥组成。“三桥”旁边的广场上有
块大石头，上面有著名国画家程十发
与书法家黄苗子题写的桥名。“周庄
双桥美名远播，枫泾三桥丽景无双”，
站在桥上，朝四面河道望去，真可谓

“一望三座桥，三望九座桥”，沿河两
岸的民居都是原汁原味的晚清风
貌。枫泾三桥景点，便成了枫泾古镇
游的一处重要景观。

横贯古镇南北的北大街、中大街、
南大街是一条古镇风貌保存最完整的
大街。在这条街上，民宅和商铺鳞次
栉比，掺杂在一起，无论是建筑结构，
还是一扇扇木格窗，都保持着本色风
貌，并不像朱家角与七宝古镇上的楼
房都是经过油漆粉饰过的。行走在平
整的石板路上，窄窄的街道两边是两
层楼房，抬头望天，只能看见窄窄的一
片天。临街楼房的后门是河道，顺着
河道望去，家家户户都绿枝压河面，或
重檐叠瓦，或骑楼高耸，或勾栏亭阁，
或近水楼台、层层石级通向河埠，有四
乡划船穿过小河时，人景辉映，构成了
一幅宁静美丽的江南水乡风光画卷。

枫泾古长廊在现存的江南水乡长
廊中，是数一数二的。沿着河道筑起
的廊棚全长 268 米。远处望去，黑色
的柱子和片片青瓦一路绵延起伏，廊

檐下悬挂着的一盏盏大红灯笼，完全
是一派古巷通幽的景象。长廊的里侧
是商店和民房，外沿是与上海、浙江、
江苏等地相通的河道，河道水系主要
来自浙江的天目山，河水流向黄浦
江。长廊不仅壮观而且实用，下雨不
湿鞋，盛夏不撑伞，这给当地的居民和
游客带来了很多方便。

长廊的尽头，即泰平桥的旁边，有
一处近代消防机构的旧址——枫泾东
区火政会，这也是上海地区仅存的较
为完整的救火会。大厅里陈列着几件
旧时的救火设备。门前河中停靠着的
一艘红色救火船，是上海的最后一条
水上救火船。

长廊的对面是和平街，有一座飞
梁画栋、石基翘角的古戏台建在城隍
庙广场上。古戏台一面临街，一面临
河，每逢演戏时，从水路乘船而来的人
坐在船上便可看戏。如今的古戏台是
重建的，重建后的舞台歇山式顶，飞檐
翘角，古意盎然。对着戏台的是一排
临河的晨社茶馆的老房子。游人若是
挑一个临窗座位坐下来，一面品茶，一
面听戏，还可临窗观景。随着古镇旅
游的发展，古戏台常年为游客演出各
档传统经典的戏剧节目。和平街上还
保存着一处大清邮局的旧址，该建筑
灰墙黑瓦，结构高大坚实，两边的门框
都是石头柱子，高高的山墙上方“中华

邮局”几个大字赫然在目，这是上海地
区现存不多的清朝邮局旧址。

枫泾又是江南少有的道教、佛教、
天主教、基督教齐全的古镇。坐落在
北大街的施王庙，俗称施王堂，既是枫
泾重要的道教胜地，也是江南一带规
模较大的道教官观。

枫泾古镇还有一条枫溪长廊隐
藏在北大街、中大街、南大街临街楼
房的后面。沿着 300 多米长的枫溪
长廊漫步，一路映入眼帘的是以古旧
民居和古桥、古街为特色的南镇景
区。各类小吃名点都汇集在枫溪长
廊小吃一条街上。每天清晨，河边桥
堍的茶馆里茶香飘溢，四乡的渔船穿
过夹河的临水楼台和石河埠，来到长
长的临河廊棚前，排成一长溜的鱼市
进行交易。

若要论土产特色，枫泾与其他的
古镇景区相比，也是毫不逊色。枫泾
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优质黄酒产地，也
是中国黄酒业的重要产地。“枫泾黄
酒”和一百多年来盛销不衰的枫泾丁
蹄、桂花状元糕、天香豆腐干三大土特
产被人称作“枫泾四宝”。

走过一条条石板路，迈过一座座
古石桥，漫步在枫泾古镇里，只见身边
的河道交叉，桥梁密布，一片片古民居
贴水成街，枕河而眠，到处都散发出动
人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韵味。

■李勇 文

苏童有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话：人
类所有的狂想都是遵循其情感方式
的。《美食总动员（极品鼠王）》，一个
人与老鼠的故事，一部关于梦想的电
影，一部关于成人的童话，一场关于
拥有的回忆。

即使再微不足道的个人，也有追
求梦想的权利，哪怕是一只来自下水
道的老鼠。瑞米就像是生活中庸庸
碌碌的我们，小人物，没有乘风破浪
的气魄，没有气壮山河的雄心。对于
梦想，我们多半只是憧憬，总是游离
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由于在嗅觉和味觉方面有着无
与伦比的天赋，瑞米的一生都沉浸在

“当厨师”的光辉理想之中，并努力地
朝这个方向艰难迈进。一天，它到老
太太家里看电视，被老太太发现遭到

攻击，瑞米因此与家人失散。失落的
瑞米一直在等，可没有一只同伴来找
它，这时，神厨古斯丁的灵魂出现了，
他允许瑞米去了他餐馆里的厨房。
瑞米就这样鬼使神差地“代替”林格
尼做出深得食评家称赞的美味。

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老鼠。瑞
米不认命，不甘心做一辈子的“小
偷”。它有梦想，它崇拜的偶像是巴
黎厨神，它也希望能像厨神那样为人
类作出贡献——提供美食。它领悟
了厨神专著《料理非难事》的精髓，
即：料理是创造，而不是照搬。瑞米
凭借它对美食的执着和超凡的勇气
来到危险地带——厨神餐厅。它救
了小主人朋友，通过指导小主人烹饪
美食最终实现当厨师的梦想。

故事是经过处理的，之所以励
志，是因为故事的美好，因为主人公
对梦想的不离不弃，对拥有的执着。

每一个梦想都有价值。时光流
逝，冲刷了最初的梦幻色彩，也不是
所有的梦想都会成真，但这不妨碍我
们找一个坚强的理由，找一个角落去
宣泄路途的坎坷，然后昂首挺胸继续
去追求一直想要实现的梦。瑞米是
一只幸福的老鼠，它在追求着自己的
梦想，并且一步一步向前走。

当然，影片中幸福的还有食评家
艾戈，当他尝了一口普罗旺斯焖菜
后，镜头转换出现了一个小男孩，在
外玩耍后回到家中，坐在餐桌旁吃妈
妈做的普罗旺斯焖菜，一口下去露出
幸福的表情：那是妈妈的味道。原来
是童年时的艾戈，我不禁莞尔。同时
又觉得无限感动，这个剧中不苟言笑
的人物，彻底卸去了他严肃刻板的外
表，完全被这熟悉的味道，带回到童
年的记忆当中……这是一部理想主
义的电影，充满着美国式的励志，也
有着法国的浪漫。当瑞米在高空俯
视巴黎城时，我被深深打动了。影片
想要表达的对梦想的不懈追求，人与
人之间的温情，都让我眼中噙满泪
水。 （上海电力学院）

■麻旭娟 文

那 天 ，妈 妈 带 我 去 她 的 朋 友
家。朋友读中学的女儿取来益智游
戏邀我一同玩。看上去很简单，按
要求用积木拼出图形即可。我自信
满满地操作起来，但多次尝试都无
法成功，不是这里缺一块就是那里
不对劲，我甚至怀疑是不是积木少
了一块。无奈之下只得放弃。妹妹
见我怎么都拼不出，便示范给我看，
三下五除二就好了，还说她的朋友
们也都会。我顿时感觉好羞愧，真
想找个地洞钻下去。后来，细看了
一下她的拼法，其实也不难，但和我
的想法完全不同。我总认为每块积
木的缺口都需要另一块来填补，其
实不然。妹妹另辟蹊径的思想让我
茅塞顿开。

联想起之前看过的一个故事。
一位教授在备课，他的小儿子却在一

旁吵闹不休。教授无可奈何，随手拾
起一本旧杂志，把色彩鲜艳的插图
——一副世界地图，撕成碎片，丢在
地上，说：“约翰，如果你能拼好这张
地图，我就给你2角5分钱。”教授以
为这项艰巨的任务一定可以花费约
翰一个上午的时间，这样他自己就可
以静下心来思考问题了。但是，没过
10分钟，儿子就敲开了他的房门，教
授看到完整的地图，觉得不可思议。
问儿子怎么做到的，儿子说很简单
啊，我看反面是一个人的照片，我就
按这人的照片拼的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懂得了越
来越多的知识，这些知识深深地扎根
于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
势，我们的思想被圈在其中，思考问
题总是那么几种模式，不懂得也不试
图去变通，遇到一些不能按常理出牌
的问题便无从下手。倘若我们从事
物的“反面”来看它，换个角度，再复
杂的事情也变得简单起来。这与聪
明与否无关，就看你能否打破固有的
思维模式，创新思考。

■杨卫民 文

“家风”二字，猛一看派头十足，
让人望而生畏，实则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时时处处可发现它、培养它、分
享它。

家风，是父母身体力行的美好结
晶。我的父母是普通劳动者，勤劳节
俭、朴实善良。我们家的庄稼常是乡
亲们赞扬的对象，我们家的瓦房基本
上由父母亲手所建，一度曾为村里样
板。二老对乡里乡亲非常友爱。爹
会种地、会盖房子、会拧草鞋，帮过很
多人家，却不爱自夸，常说：“好话留
给别人讲。”娘也爱拿家里东西周济
邻里或亲戚，有时还给不友善的户家
物品，孩子们不理解，她就说：“吃点
亏算啥。”从小到大，这些言行助推姐
姐、弟弟、妹妹和我不断前行，并且使
我们都有很多好朋友。

家风，是对家里优秀品质的重
塑。我带着田园气息走进大学，然后
留在城里工作；我的爱人，生长在城
里，喜欢读书，也爱亲近自然、动手劳
动；我们的儿子，欢喜土地，也爱读

书。他很乐意回老家，挖泥土、下池
塘、看庄稼、守菜园，总想做“王老先
生”，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每次回
去，他对母亲非常亲切，在村里也不
怯生，想很快转遍几千口人的村庄。

“还是农民的儿子！”朋友笑到。他更
爱看书！这得益于他姥爷、姥姥、舅
舅、妈妈和爸爸的深刻影响——姥爷
喜看报刊、姥姥爱看书、舅舅常讲书、
妈妈迷读书，爸爸又曾经编辑出版
书，如今在大学教书。看我们的家庭
成员，大多爱好阅读，都热爱自然和
劳动，可谓追求“耕读”的人家了。这
种美好的气氛和感觉，缘于每位成员
对上代人宝贵品质的坚守，更与大伙
儿对家风的重塑有关。

家风，可在现代社会中进行有效
传播和分享。我和爱人都是老师，也
都注重对学生进行家风教育。我爱
人任教的学校80%的孩子来自农村，
我在大学讲授古文课程，春风化雨
时，润物细无声。仰望、俯身之处，皆
有家风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