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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故事

秋天的马拉松
■竹天 文

秋天的早晨西风渐起，扇坠般的
银杏叶翩然起舞，缓缓落入一墙之隔
的上图培训中心。目送女儿瘦小的
背影融入一群同龄孩子中，潮水般涌
进设于这座中心的小学五年级作文
赛场，我的心略微安顿下来。

今天是小升初迎考前第一场市
级比赛开考日，我俩一大早乘坐地铁
辗转至此，终于按时抵达这座毗邻繁
华淮海路的考场。片刻间场内已是
笔声沙沙，场外的陪考家长则三三两
两分散而行，不约而同地走向对面的

三角花园。这座连接淮海西路、复兴
中路、乌鲁木齐路的小花园疏朗有
致，亭亭香樟下有两座蘑菇石亭相依
而立。坐在石凳上的我打量这个栖
身于领馆区的花园，依稀想起多年前
曾经陪同邻家阿姐到附近美领馆办
理签证的场景。

那时候许多满怀憧憬的青年男
女伫立领馆门外排成长龙等待命运
之神的眷顾。明眸善睐、巧笑倩兮的
她幸运地获得了首肯，终于美梦成
真，远渡重洋与她的男友相聚。当她
离开领事馆大门时，嘴角上扬的微笑
足以点燃暗寂辽远的天空。可以说，

这里曾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
上海青年梦想起航的地方。如今的
美领馆签证处已迁至他处，门口的长
龙也成为记忆中的过往，但它留给我
的回忆依然如此清晰鲜活。

今天我又一次作为“陪客”来到这
里，物是人非心茫然，那位美女姐姐如
今已是儿女绕膝，作为职业女性的她
依旧和丈夫在异乡奋斗打拼，忙得不
亦乐乎。她说尽管辛苦异常,但一想
到今后孩子可以不经历炼狱般的中国
式高考，再大的苦也愿意承受。

时光荏苒，我的孩子即将面临人
生的第一场大考。与高考相比，它似
乎微不足道，但考试的节奏却毫不逊
色。下午我们将赴闸北参加另外一
场比赛。之后小女每周将面临本校
选拔考、小机灵比赛、春蕾杯比赛、希
望杯英语比赛等各类考试与竞赛。

一系列小升初巡回赛已是硝烟四
起。这是一场全家共同参与的竞
赛。自她升入五年级后，校方就语重
心长地指出比赛考试是孩子们接下
来的主要任务，我们必须配合好学校
全力以赴。疲于奔命之际除了揪心
还有费心，我和几位同病相怜的妈妈
笑称现在俨然成为孩子们的“经纪
人”，不仅要安排好比赛时间，避免发
生撞车，还要勤于望闻问切，在给孩
子打气之余注意营养供给，让孩子们
拥有充沛精力应对比赛。

叮铃铃，第一场比赛的结束铃声
响起，孩子们鱼贯而出，家长们纷纷
向前涌去，嘘寒问暖之后又忙不迭地
奔赴下一个考场。这是一场没有终
点的比赛，秋天的马拉松已经正式鸣
枪，不管顺流逆流，我们除了与孩子
们共同奋战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醉美婺源 ■黄伟助

闲话花样

■郑树林 文 剪纸

“哪能又弄成一作堆了？”大人让
小囡做事情，事情没做好反而越来越
乱。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作堆是形容
打毛衣整理毛线，上海闲话也可以说
是绷绒线，就是将一圈圈的绒线绕成
一团团的，小囡不会整理反而弄成一
团糟，把绒线绕成了乱七八糟的堆在
一起，这就是一作堆。

在生活中职场中也常常有形容
一作堆的现象，一作堆与轧闹猛是
有区别的。生活中的一作堆往往是
是非比较多的地方，以前常常可以
看见弄堂口一作堆大人在一起，东
家长李家短是是非非聚在那里，“一
作堆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事情”。职
场中如果被老板说不要一作堆在那
里，说明老板已经注意到常常一作
堆聚会在一起的员工了，老板知道
公司里除了开会讨论工作大家聚在
一起，平时大家各顾各的做自己的
工作，如果员工常常聚在一起肯定
有事情要发生，聪明的老板会想一
想自己公司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或者自己的员工之间发生什么
事，要不然他们一作堆干什么。

一作堆这句上海闲话现在很少
听到了，因为现在的信息渠道太多
了，大家自己都会用自己的思维方
式来看待事情的发展，不再会一作
堆那样聚在一起讨论议论了。不过
生活中这一作堆乱七八糟的事情是
越来越多了，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结
婚后不会做家务事，好好的一个新
房间里面的物品放得全部是一作堆
一作堆的，表面光鲜的他们，为什么
家里会整理成那样的一作堆。

一作堆

感受深邃奥妙的海底世界

海上风物

■李涵 文

海底热液、巨型蠕虫、火山峭壁、蛟
龙号潜游……神秘莫测的深邃海洋，在
现代声光电多媒体的展示烘托下揭开
了面纱。近日，同济大学深海探索馆开
馆，成为面向中小学生及社会公众普及
海洋科学知识、展示深海科技新进展的
又一重要基地。听说是汪品先院士这
位可敬可爱的科学家亲自操刀，家有学
童的本校教职工自然一定不能错过，开
馆第二日便去一探究竟。

展馆进口处有一倒三角标识——
“深海探索馆同济大学深海科学科普
教育基地”，银色的金属表面上挂满

“雨珠”，仔细近看，整个三角被细线层
层密密划分，如同“雨珠”的小气泡从
下至上漫出，最下面是像小鱼形状一
样的光晕，非常精致。

步入展馆，光线黑暗，模拟深海环
境，四周一幅幅光亮的动态图卷，美丽
的海底生物模型，头顶上有各种鱼类
在深蓝色背景下遨游，声光电技术配
合着科普文字介绍，生动有趣地向公
众描绘着深海的地图。此时传来深海

探索纪录片中雄浑的音乐，再加上点
《海底两万里》中的科幻想象力，观者
仿佛感觉置身于浩瀚海底，不禁赞叹
现代展示技术的美妙。

雄浑的音乐和磁性声音的解说不
断催促着观者的好奇心，我们来不及
流连便进入里厅，呈现在眼前的一幅
IMAX 环形屏幕，正在播放着深海海
底观测到的奇幻景象。透过纪录片我
们了解到，原来深海探知也就是最近
30 年的事情，正是这巨厚的海水，使
认识深海底部非常困难，以至于在早
就踏上月球的今天，对深海的了解还
远远不如太空。1977年美国“阿尔文
号”深潜器潜入南美洲西海岸加拉帕
戈斯群岛2550米深的海底，在那里发
现了超过200摄氏度的海底热液。 海
底热液带出大量硫化物，遇水冷却后
堆积形成巨大的柱状圆丘，被称为“黑
烟囱”。这些黑烟囱分布于世界各大
洋，科学家们在其旁的海底热液里，发
现了有悖于常识的生物群和食物链。
纪录片中最让人称奇的是长达3米的
管状蠕虫，在深海探测器的灯光下露
出红白相间的艳丽，在巨幕中摇曳着

身姿。它们周围，还生活着白螃蟹、鱼
虾、海贝、沙毛虫，以及一些不知名的
海洋生物，组成海底的黑暗食物链。

我们通常认为生命的能量来源于
光合作用，然而在没有阳光的深海，巨
大的水压足以将钢铁容器像鸡蛋壳一
样压碎，如此恶劣的环境，生命如何产
生？答案就是这些“黑烟囱”，喷出的
高浓度硫化物在周围形成剧毒环境，
而这种剧毒环境恰恰是嗜热细菌的家
园，它们不需要光合作用，而是依靠地
热把有毒硫化物转化为有机物，为鱼
虾等高级生物提供食物来源，是深海
生物圈的基础。在地球上生存了32亿
年的嗜热菌在生命发展史上最接近生
命树的源头，生命很可能起源于深海。

现在我们知道，深海不是没有运
动、没有生命的死寂世界，深海预示着
不可估量的资源和能源的潜力。在地
球上苦于资源有限的人类，终于在占
地球表面71%面积的大海里，看到了
前景。现在全世界开采的石油1/3以
上来自于海底。海底资源的发现，催
生了国际上的海洋之争，一个小小的
岛屿，就意味着大片海洋资源的归属

权，海岛的权益之争实质上是资源之
争。值得高兴的是，近年来我国出现
了全面重视海洋的势头，吹响了“海洋
强国”的号角，“蛟龙号”载人深海探测
器终于将中国科学家送入了 7000 米
下的超深海。

在循环播放的《深潜的梦想》、《探
访深海》、《蛟龙号载人深潜器》等多部
短片中，我们继续了解到，深海探测器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我国是
继美、法、俄、日之后第五个掌握大深
度载人深潜技术的国家，在全球载人
潜水器中，“蛟龙号”属于第一梯队，它
带着我国科学家多次潜入深海，开展
微地形地貌精细测量计算，取得了地
质、生物沉积物和水样，纪录了大量丰
富的海底珍贵影像。小比例模拟的

“蛟龙号”也在橱窗中给予三维立体展
示，形状如同一条小胖鱼。

展览共分为“海洋纵览”、“深海探
索”、“深海遨游”、“海底观测”四部分
内容，我们并没有特意按顺序参观，但
展览的布置主题鲜明，就是无论从哪
里看起，都在向观者讲述着什么是深
海，为什么要探索深海和深海探索的
最新科技与发现。现代声光电技术和
音效恰到好处地烘托着深海的深邃静
谧与生命涌动的激情，布展方特意添
加进能够引发兴趣的互动元素，在巨
幅环形屏幕对面有深海探测器的操作

台，在最后一个展厅内邀请观者在神
奇海洋生物背景前拍照留影，都给人
以深刻印象。

汪院士曾经在展览开幕时讲过，
中国传统文化偏重于大陆文化，缺乏
海洋文明，随着我国将“海洋强国”提
升为国家战略，中国社会逐渐认识到
海洋的重要性。因此，向大众宣传海
洋、普及海洋知识，加强全民海洋意
识，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济大学海洋
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我国国家级
海洋科学研究、特别是深海研究的重
要基地，有责任、有义务面向公众普及
海洋科学知识，传播深海最新科学研
究成果及科技，尤其是激发广大青少
年对海洋科学的热爱。

出了展厅，无意中又看到了进门
处探索馆的标识，原来那三角尖尖上
的“小胖鱼”，竟然就是“蛟龙号”的摸
样，还有一层层密密的细线应该就是
递进式深海的深度，那点点“雨珠”应
该是深海中生的涌动吧。此时此刻的
蛟龙号正在赴西南印度洋的途中，执
行 2014－2015 年“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试验性应用航次（中国大洋 35 航
次）第二、三航段任务。同济大学海洋
与地球科学学院李江涛老师随船参
加，祝愿蛟龙号能够顺利返航，解答更
多有关深海空间的生命密码。

（同济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