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 刊4 2020 · 9 · 3 CONSTRUCTION TIMES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营口路588号18楼 邮编：200433 电话总机：021-63212799 新闻采编部：021-63234015 传真：021-63210873 广告通联部：021-63218376 传真：021-63214176 定价（零售）1.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310115400002号 本报电脑文印中心照排 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

越洗越脏的苏州河水

一天，友人来家中小坐，见我在稿纸
上写下这个醒目的小文题目，便善意地提
醒道：“你这是要写苏州河更‘清’了吧！
确实，这些年来，苏州河经过动大手术般
的治理，比过去清澈多了。”

我微笑着向他点头，感谢他的提醒。
不过，我要写的确是“苏州河更亲了”。

我对苏州河是有感情的。可能是从
小听到了很多关于苏州的故事，当时对从
没有去过的苏州充满了向往，我觉得上海
最美的河流名字便是苏州河。至于流贯
市区的这条河为什么不叫上海河，而称作
苏州河，我却从没有想过。

只可惜这条河太脏了。弄堂里喜欢
游泳的小伙子从苏州河游回来，立马拿一
根管子接自来水往自己的身上使劲地冲，
一边冲还一边说：“太脏了，太脏了！没去
上大学前，我跳进苏州河游泳，回来抹干
身子就能穿衣裳。现在脏成了这样，再不
能下水了。”

他说的是实话。小时候，年年夏天，
苏州河里都有人下去游泳，一年四季，总
还有人坐在岸边垂钓呢！可见，苏州河水
在那个年代还算澄净的。

但到我读中学的时候，苏州河的河水
已有一股腥臭味。每到变天时节，这股腥
臭味就会在河面上浮起弥散。水质也变
得黏稠污秽，尤其是在桥墩边的角落里，
简直是不堪入目。

越唱越苦的船家小调

不过我还是会习惯性地走近苏州河
边，有时候站在岸边，有时候走上桥头，朝
着河流两边眺望。我在20年前出版的《来
世人生》中写道：“每当黄昏和清晨，只要
空闲，我总是走上五分钟路，到苏州河边
去看船民们的生活。对我来说，那完全是
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看得出船民们是贫
困的，他们在小船上煮饭，擦舱板，喝水。
即便坐在乌篷下喝酒哼小调，他们小桌上
的下酒菜也是极简单的。”

回家和母亲说起这一场景，她往往专
注地听完，只说一个字：“苦。”被完全不同
于城市生活的形态所吸引，我仍然喜欢到
苏州河畔去。中学里有一个同学，他家就
在苏州河边。在当“逍遥派”的日子里，我
们几个同学，差不多天天晚饭后都到他家
去聊天，议论着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当
我坐在藤椅上时，愕然发现，这位同学家
的阳台又大又宽敞，几乎连接着二三十米
的苏州河岸。回家路上，另一个同学悄悄
地告诉我：“聊天时你千万别讲到他家的
阳台大。他们家啊，在1949年之前，是这
一带远近闻名的‘粪霸’。周围弄堂里的
粪车，装满了后通通运到苏州河边的‘粪
码头’上来，而后倾倒进停泊在码头边的
粪船上，最后再运到江浙两省的农村里
去。”哇，原来是这样！了解情况的同学更
提醒说：“看来我们去乘凉的阳台，就是当
年的‘粪码头’。”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到

这位同学家去了。

徐匡迪：苏州河要能钓起食用鱼

上世纪80年代，苏州河的污染发展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记得是个秋冬时节，
我从贵州回上海来探亲，看到家中一长排
窗户紧闭，习惯性地打开窗户通风透气。
瞬间，从苏州河面上飘散过来的腥臭空气
扑面而来，急得母亲连声催我：“快关窗
户！”又说道：“苏州河的污染已经影响到
河两岸的空气质量，周围弄堂里的老百姓
怨声载道，纷纷呼吁赶快治理呢。”

是啊，自从20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中国民族工商业获得
喘息的机会，国际游资看好上海这块空
地，纷纷投资上海的工业。光是苏州河两
岸，就开设了7000多家大大小小的工厂。

在七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片面地追
求产出和利润，所有工厂的废水、废渣、废
料通通往苏州河河道内倾倒。人们想当
然地以为，每年要发的大水会把废物冲
走，从而忽视了污染危害的严重性，以至
于苏州河也像塞纳河、泰晤士河一样，重
蹈了欧洲河流工业污染的覆辙。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苏州河的
污水治理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当苏州河
污染治理总指挥把从苏州河河床挖出的淤
泥加工出来的烟灰缸、笔架、砚台带到人代
会上，向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展示时，在场
的人争相围观，都觉得苏州河有救了。

时任市长徐匡迪到人大常委会上汇

报时，用兴奋的语气宣告：“经过初期治
理，苏州河基本上消除了恶臭。”会场里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随后，他又向委员
们展示带进会场的敞口瓶子，指着澄净
的瓶水里游弋的几条小鱼说：“治污指挥
部把苏州河里抓到的小鱼送进我的办公
室里时，特地向我申明，苏州河里又重
现小鱼了。我们的目标是，从苏州河里
又能钓起人民食用的鱼！”这当然是令人
欢欣鼓舞的目标。

抚今追昔，苏州河更亲了

又是二十年过去了，苏州河市区段已
然成为赏心悦目的景观河道。无论是微
风拂煦的清晨，还是霓虹灯闪烁的夜晚，
苏州河的两岸已成为上海人喜欢徜徉于
其间的大道。走在不同路段的上海人，都
能在景观道上找到自己放松心情的一角。

每当路过当年老房子附近的苏河湾，
我总会想起，上海开埠之初，因为城市的
规模还不完善，临到周末，忙忙碌碌的上
海人总会坐上小船和火轮，沿着吴淞江赶
到苏州去逛街游乐，满足口福。故而，通
往苏州去的吴淞江，习惯地被上海人称作

“苏州河”。市区里的这一河段，渐渐地也
没人叫吴淞江了，苏州河的名声却越叫越
响亮了。到如今，上海的娱乐场所、食肆
酒楼之繁华，早已大大超过了苏州，但苏
州河的名称，却永远地留在了上海。

抚今追昔，是不是可以说“苏州河更
亲了”？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虽是传统
的经验之谈，但如今看来已十分老套，尤其后一句，是
比较繁笨的一种检验手法。说它繁笨，至少得花两项
成本：首先，需要“日久”，是一年半载，还是五年十年甚
至更久？实在没个准，此乃时间成本；其次，仅时间久
若你不与之交往，那也不行，还是见不得“人心”，非得
经常诗酒风流或一起切磋共事，方可慢慢略知一二，此
乃交际成本也。两项成本叠加，待真正认清一个人之
面目，或许悔时晚矣。人生几何，谁也不能太苛求，关
键是把握分寸，学会放手。如今时间有限，再用这般笨
办法，恐怕谁也耗不起了。

微信的发明，让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一下子变
得可以速成。但这“速成”的事，还真算不上是件“好
事”，正如我们过去的散养鸡，皆须慢慢培育，后来要赶
时间了，讲究“速成”了，则弄出了饲料喂养鸡。它的优
越性是时间短，成本低、见效快，缺点是营养低、味觉
差。然而，在今天这种一切都以求发展、重利益的情况
下，又有多少人是喜欢慢下来细细体会“味觉”的呢？

所以，伟大的微信终于应运而生。自从有了微信，
“马力”的问题暂且不去管它，但“人心”的事，至少可以
看出个大概了。

我一直认为：要认识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只需
看看他（她）的朋友圈微信好了。譬如说，公司要招聘
一位新员工，合作要选一位新伙伴，或者，某某要谈一
个新对象……在把握不准、拿捏不稳的情况下，如果没
有更好科学先进的方法，最简便易行的，不妨先研究一
下他发的微信圈内容，稍稍浏览数页，没准就会看出端
倪。因为微信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交游，透露出一个
人的口味，泄漏出一个人的心境。它犹如一面镜子，照
出你真实的物象。如果你今天的心情阳光美好，那么
笔下的图文必定喜悦灿烂；如果你这天恰好似一只“愤怒的小鸟”，那么下笔难
免会有怨愤。再有，微信也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作派，有的人一天几十条，
微信做得比工作还上心；有的人一月三五条，很少有什么事让他动心；有的人
定位明确，总是做几个专项；有的人杂乱无章，东抡一棒西戳一枪……所以，就
我所见的圈里，真是应有尽有，有专门熬熬鸡汤、抄抄文章的，有天天旅游卖
萌、总把国外当故乡的，有时发图吆喝，好像自己是所有人的供应商……微信
圈还真像一个大卖场，人人都在吆喝自己的货色，人人都在毫无目的地浏览，
又很少能看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虽然碍于情面，但还得不失时机地礼节性
夸赞一下人家的货色。

虽然我对微信也有所参与，但肯定算不上是一个“微信控”。有的人热衷
于加微信、发微信，几乎到了见着人就加、见着事就发的地步。而我对于加微
信，基本处于“不主动、不拒绝”状态，即不率先主动提出，尤其是对方地位高、
名气大的人。但遇朋友主动加我也不拒绝。不过偶尔也会有例外，前者对美
女例外，后者对推销员例外。至于发微信，我同样也不积极，有的人每天能发
二三十条，他一天就抵上我半年的量。我的看远多过我的“晒”，偶尔发一下，
既不陷入，也不隔膜，宁缺毋滥而已。尽管如此，但每天对微信的依赖仍是不
可避免，沟通联系之余，总会忍不住看看江湖上的风情。以前没微信倒也罢
了，既然有了，而且也参与了，就没有理由不周旋其中。微信圈里的大小诸事，
你也不可能一概不闻不问吧。比如张家的儿子考试得满分了，李家的外婆健
康又长寿了，赵家的房间装修一新了……看到了，能不踊跃献花吗？还有，朋
友的作品获奖了，朋友的文章发表了，朋友的派对圆满了……看到了，能不奋
勇点赞吗？过去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从未混过江湖，故也了无心得，
如今有了微信，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老话的真谛！微信圈其实就是一个江湖圈，
我们置身圈内，就自然会生出许多不得不说的话、不得不干的事。

朋友圈里的点赞，有的是赞赏，有的是认同，但更多的只是一种问候和致
意。有的朋友多时未见，恰巧在微信圈里狭路相逢，打个招呼，脱帽致意一下，
自是必要。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因为问候致意总归是互相的。但遇上每天狂
发的圈友，若无特别的共鸣，频频脱帽，似也过于冗繁。就好比老外走在他们
的乡镇，难得遇见一个路人，不管熟识与否，总要热情地招呼。若是走在上海
的大街上，熙来攘往，如果每位都要问候，定将不胜其烦。话虽如此，不过点赞
之中还是颇有学问，有的人光看不点，惜赞如金，似也过于冷漠；有的人不问青
红皂白，逢人就点，见图就赞，似又失之太滥；还有的人在圈里光顾着看美女，只
要美女发图都会倾情应赞，其他则一概懒于敷衍，给人也有“轻骨头”之嫌。殊不
知讨好群芳，往往具有一定之风险，绝非多多益善，有时你想让众人满意，偏偏惹
得众怒，里外都不是人。另外，还有一种人在圈里点赞，采取“远交近攻”之策略，
即对于稍有距离、并不搭界的圈友，他反而大度，不吝赞赏，而对于比较亲近熟悉
的朋友，则常常王顾左右、视而不见。大概他觉得熟友间点赞与否皆无妨，不
必过于客套也……总之，点赞事小，牵涉的社交面却很大，个中之分寸极难把
握，许多人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得罪了人。我想这中间必定也有我。

不过，相比于点赞还有更令人头痛的，就是好友让你转发。有的是广告，
有的是介绍——其实，还是广告。按理，转发一下举手之劳，毫无所费，何乐不
为？但对于一个十天半月都不喜欢发一条微信的人来说，转发就有点为难
了。曾经有一位圈友，其实并非很熟，点赞之交而已，但有次发个什么内容让
我转发，尽管其内容不坏，能量也属正的，只是我素无转发之习惯，自然他的要
求未能实现。因我不想委屈自己，也不想为他破例。结果，正像鲁迅那句打油
诗所写“从此翻脸不理我”，我也只能按鲁迅诗的最末一句“不知何故兮——由
他去吧”来释然了。

虽然，微信的存在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社交，使彼此不用过多的交往，便可
坐观其成。但它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变得过于简单和直捷，失却了一大片的
缓冲带。“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痛苦的是有的并不是“知己”，也一样要成
为“比邻”。其实即便是“知己”，也有不愿共享的时候。而在微信的平台上，还
有间接窥知的问题令人防不胜防。譬如你和某些朋友吃了饭，虽然不是什么
隐秘的事，但也不存在欲告之天下而后快的愿望。可偏偏餐桌上的另一位朋
友，可能觉得这顿饭意义重大，不亚于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荣耀，于是就在他
的朋友圈里全民皆知了。须知朋友圈也是互相交叉的，一不留神也就“感染交
叉”了。所以自从微信的“雪球”越滚越大，在朋友圈内推诿说谎的难度也越来
越大，包括那些“善意的谎言”。有时你在非常努力地吹泡泡，但实在不知身后
会有谁，冷不防就轻易地给你将泡泡捅破了。我就认识一对恋人，男方图省
事，常常把在外的应酬，轻描淡写地简单化预报，结果女方从第三方的微信窥
知——原来餐桌上还有未经预告的女生，原来餐后还有卡拉OK的余兴，结果
皆成为“不诚实”之罪状……呵呵，都是微信惹的祸。

微信的平台上，所有活动都叫“晒”，晒才艺晒心情晒交游晒胃口……反正
晒什么的都有，但是你晒的同时也晒出了自己的本性：有自以为是的；有不可
一世的，有自我陶醉的；有不懂装懂的……浏览微信圈的人，好比坐在监控室
里，同时面对数十个录像屏静观其变。当然，所谓的“静观”基本都是相互的，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而真正厉害的角色，则是那种
纯粹“静观”者，他永远在浏览、在观察，却永远不发一言。

微信圈里的众生相，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既然你进来了，就应该忍受它
的所有。正如伏尔泰所言：“虽然我不同意你的话，但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
权利！”所以，我尽管说了很多，但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别人该如何。我想，你
可以选择不进这个“圈”，一旦进入你则无可选择。因此，对“圈友”的风格做派
我们可以有喜好，但不可以有限制。不限制他人的根本目的，其实同样也为了
他人限制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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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东大名路有家海员医院，它可
是上海不多的“涉外”医院。上海港来来往
往这么多外轮，到港下地这么多国际海员，
他们既有小毛小病，也有重症急症，于是，
都被送到这家有特色的专业的海员医院
去。

这里设有专业的国际海员门诊部和
国际海员住院部，4000多个外国海员曾经
在这里住过院，得到了特别的照顾和治
疗。

很多年前，我到海员医院看望英国船
长菲尔丁，他的腰部痒得难受，一粒一粒
的小泡。皮肤科主任为菲尔丁配了足够
的药，说：你患的叫带状疱疹，如果当天发
现当天就诊，两三天就能治好了。菲尔丁
问：童先生，我就诊的这家医院是我们英
国人亨利·雷士德建造的吧？

我暗暗诧异：不会吧？会不会是菲尔
丁和我套近乎？

2

我去查资料。果然，海员医院的建筑
正是英国建筑师亨利·雷士德出资建造
的。那是一百多年前，英国小伙子雷士德
跨洋过海来到上海，他先是在工部局任
职，后来自己开办了德和洋行，再后来，他
就开始兼做房地产生意了。

从此，他深深爱上这个“滩”，再也没
有离开过上海，逝世后遗体也安放在上海
静安公墓。

雷士德是建筑师、房产商，也是慈善
家，他在上海捐资建造了不少项目：有雷
士德医学研究院、雷士德医院大楼、嘉兴
路礼拜堂、上海聋哑人学校……还有，就
是海员医院的前身：雷士德工学院。

雷士德本人是建筑师，建筑一门当然
是内行。他反复考察，不断比较，精心选
址，最后终于定在东长治路505号。设计
图是他的德和洋行设计的。建筑占地面
积达到上万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

俯瞰雷士德工学院，就会呈现出一个
大写的Y，中间为入口（五层楼），尖券门廊，
顶部为穹顶塔楼，一条道直通楼房的底部，
两侧则对称展开（四层楼），灵动而又气派。

建筑的窗间墙饰为竖向线条装饰，伸
出的女儿墙折线起伏，并有装饰图案。不
仅是窗间墙饰，还有很多建筑构件采用了
齿轮、角尺、天平、显微镜等机械和科学仪
器图案，它是装饰图案和建筑功能严密结
合的合理设计，颇有文艺气息。

如今，把雷士德工学院称为“北外滩
最美老建筑”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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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雷士德工学院，这所土木工
程类私立大学正式开学，院里设有建筑
系、土木工程系、机械电器工程系等。雷
士德认定，学院以培养工程师和建筑家为

目标。招收的学子基本上是男生，执教的
名师基本上是从英国本土请来。

学生的校服是量身定制的：上身是藏
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配以深紫红的领带，下
身统一的灰色法兰绒长裤，脚上穿黑色皮
鞋。

授课的英国籍教授全程用英语授
课。教授并不下发什么教材和课本，只有
口述演讲。学生上课非常紧张，一边上课
一边记笔记，记下来的笔记便是学习教材
了。

除了课堂授课之外，还有两个半天，
学生必须到车间去实习，到实验室做实
验。这两项离开课堂的实习并不轻松，不
仅要完成指导老师布置的任务，还要培养
动手能力，撰写实习报告。

雷士德工学院虽然是贵族式的教学环
境，是绅士式的管理，但是学生大多数来自
平民家庭，不是“富二代”，更不收纨绔子
弟。

雷士德工学院除了注重教学质量，还
十分重视礼貌礼仪。有两个学生下课后在
走廊上大声交谈，正好被英国校长李赉博
看到，他立刻通过广播训示学生。从此，这
个工学院静悄悄的，再也没有什么嘈杂的
声音，只有读书声、讲课声、讨论声。

雷士德工学院是当年上海除了交通
大学，唯一可以和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
抗衡的大学，它是地地道道的名列前茅的
上海大学里的名校，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
可多得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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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遗憾的是工学院只开办了十
年。1944年战火纷飞，工学院被日本海军
占领了，学校停办，老师失业，学生被驱
赶。

一直到八年抗战结束，这里才被改为
另外一所学校——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上
海海事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的前身），这
所赫赫有名的“商专”被称为“中国航海家
的摇篮”，培养了多少中国自己出色的航
海家和水运管理专家！

我国航运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海员的
医疗问题一直不能像“吴淞商专”那样同
步跟上。船舶是流动分散，在港时间很
短，很多海员生老病残，无医无药，只能耽
误了。

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
程：要切实解决海员得病之后的早诊断、
早治疗、早康复，切实为海员当好后勤，关
注他们的冷暖饱饿。

1955年1月22日，中国航运业的龙头
老大上海海运局决定：把原来的“吴淞商专”
所在地的雷士德工学院改为上海海员医院。

用具体务工人员的称呼来命名医院，
这在中国闻所未闻。我们听说过邮电医
院，没听说过“邮递员医院”；我们听说过
煤矿医院，没听说过“矿工医院”，可见当
时对广大海员的重视。

新成立的上海海员医院职工总数达
到122人，病床有100张。到了1973年，海
员医院已经有了14个科室。船员出国体
检、换证体检、港澳外籍人士婚前体检，都
在这里。医院的特需中心是上海市设立
在医院内的唯一涉外体检部门。

应该说，把原来的雷士德工学院改成
海员医院，是符合雷士德先生遗愿的，他
一生关注中国平民百姓的看病治病问题，
建造过医院，捐资过其他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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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雷士德病入膏肓，他嘱咐：我
的钱是在中国赚的，我要把绝大部分财产
留给中国人。

他说到做到，立刻筹建了雷士德基金
会，立刻拿出一部分钱赠送给虹口华德路
12号的圣路加医院，送给忆定盘路（现江
苏路）的中国盲人院，送给老城厢董家渡
的穷苦小姊妹会，送给虹口的黄包车夫
会，还送给南市精神病院……

雷士德基金会总部现在设在伦敦。
从1975年起，基金开始按照助学模式来运
作，资助对象很专一：为留学英国的在大
学或研究机构从事建筑学、医药学、计算

机发展和机械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以及水
平更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申请人必
须作出承诺，学成后返回中国，将所学的
知识和技术“有益于中国”。

雷士德工学院所在的东大名路，现在
是北外滩。2020年，北外滩的新规划轮廓
清晰了，这个不老也不新的地方，要和外
滩（老的）、陆家嘴（新的）形成三足鼎立之
势，共同构建上海的“黄金三角”。这个航
运服务的集聚区将被建设成企业总部基
地、航运要素集聚中心、国际邮轮客运中
心和口岸服务中心，让这里真正成为上海

“五个中心”里的航运中心！
北外滩的新规划还没有公布的数年

前，海员医院得到上级通知：停业。
雷士德所建雷士德工学院旧址，1994

年已经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既
然如此，这份遗产谁都不能动弹它。再说
它的地理位置这么优异，整栋建筑这么赏
心悦目，历史这么悠久……

今后，这个矗立在东大名路的优秀历
史建筑会派什么用？开设博物馆？变成
艺术展览馆？重新开一家医院？还是恢
复工学院……相关部门没有透露一点信
息。

东大名路的经典建筑

深
层
的
碎
裂
尖
利
地
呼
啸
着

忽
刺
里
一
阵
旋
风

心
被
什
么
东
西
抽
空

魂
飞
魄
散
的
日
月

灵
魂
已
经
失
重

深
层
的
碎
裂
尖
利
地
呼
啸
着

我
痛
成
一
个
黑
洞石

头
封
面

这
是
一
个
雨
天
的
秋
晚

风
爽
花
黄
，天
高
云
淡

过
去
的
已
经
过
去

该
来
的
终
将
会
来

我
在
阳
台
上
久
久
伫
立

死
水
般
的
思
绪
投
向
寂
寂
远
天

街
景
繁
华
但
不
灿
烂

一
切
都
井
然
有
序

仿
佛
又
回
到
昨
天

可
昨
天
不
再
，不
再
昨
天

人
说
寒
冬
腊
月
的
青
菜

酥
软
可
口
，却
不
知

那
是
经
一
场
严
霜
十
番
摧
残

雷
火
打
劫
过
的
往
事
埋
进
黄
土

只
让
一
块
石
头
在
人
世
制
成
封
面

让
我
的
疼
痛
流
出
来
流
出
来

让
我
的
疼
痛
流
出
来
流
出
来

一
个
个
字
里
的
情
思
又
稠
又
浓

郁
积
的
时
日
太
久
太
久
了

每
一
行
都
显
得
格
外
凝
重

如
果
你
不
意
间
看
到

请
不
要
为
我
担
忧
为
我
怔
忡

我
密
闭
的
心
房
已
打
开
了
门
窗

一
包
包
一
箱
箱
正
往
外
运
送

感
谢
上
苍
在
冥
冥
中
赐
我
一
套
豪
华
家
园

鼠
标
一
点
立
马
南
北
西
东

﹃
个
人
门
户
﹄
里
可
以
堆
放
我
背
不
动
的
情
感

﹃
有
只
鸟
﹄
时
时
替
我
留
下
行
踪

怀
着
感
恩
的
心
情
我
坐
在
长
夜
的
露
台

灵
感
在
浓
黑
中
稍
纵
即
逝
即
逝
稍
纵

在
这
里
我
慢
慢
恢
复
了
知
觉

忽
然
有
种
解
脱
的
快
意
释
怀
的
轻
松

在
寒
风
中
咀
嚼
着
我

不
意
间
置
身
如
此
情
景

迎
面
冷
风
活
生
生
发
硬

街
头
繁
华
潮
水
般
从
眼
角
掠
过

我
蜷
缩
在
他
的
后
座
，颠
沛
着
车
轮

其
实
我
几
次
想
下
车
﹃
打
的
﹄

但
无
法
拒
绝
他
的
盛
情

他
回
过
头
说
，别
怕

抱
紧
我
，你
只
要
抱
紧

当
我
感
受
到
后
背
的
温
热

突
然
我
泪
水
哗
哗

止
不
住
的
泪
水

泪
流
无
声

一
种
漂
泊
感
流
浪
感

在
寒
风
里
咀
嚼
着
我

我
明
白
我
已
孤
身
一
人

前
面
不
是
红
灯
就
是
绿
灯

朋
友
以
他
的
方
式
写
意
友
情

这
是
冬
日
下
午
一
个
即
兴
小
插
曲

繁
华
冷
风
抱
紧
悲
情

我
定
神
却
神
不
守
舍

我
落
笔
却
笔
不
成
文

陆
萍
诗
选

陆

萍


















主

编

孟
好
转

编

辑

林
汝
恺

特
约
刊
登

上
海
市
安
装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秋韵秋韵（（国国画）
绘画 龚汉平

叶 辛

童孟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