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蒸蒸日上（篆刻） 陈永春

“春色满园关不住，上海

从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的变

迁”讲座听得我入迷。 今年上

海将迈进“千园之城”。 披着

春光我乘公交、骑单车，畅游

心仪的徐汇区新老公园。

传统的古典式园林公园

景观不断更新。 桂林公园笼

罩在绿荫中花团锦簇， 看到

一棵黄荆已有 126 年树龄

了， 这与公园生态环境变好

大有关系。 走进四面厅可观

赏隋唐戏， 精彩演出由浮雕

呈现，88 扇门、窗、檩、椽、柱、

梁上随处可见， 工匠留下的

杰作为江南地区罕见， 我驻

足移步，细细品味。 以竹为主

的江南庭园式东安公园，有

箬竹、紫竹、斑竹等 15 个品

种 442 丛供观赏， 古色古香

的洞门、漏窗、游廊连接四重

庭院，曲折幽静，一院一景，

我愉悦地在红杏亭、翠竹楼、

迎春院等小巧玲珑的景点中

游走。 漕溪公园让人迷恋，去

年改建一新的古典园林美轮

美奂， 园内 8 株百年古牡丹

为镇园之宝， 种植面积由 1

千平米扩展到 3 千平米，地

上有牡丹图案和诗词， 烘托

了景观效果。

徐汇的园林大有大的气

派，令人心旷神怡。 上海植物

园相当于 22个标准足球场的

面积， 园内各种植物多达

3000 多种， 被誉为上海大花

园和长三角植物世界。园中有

园、游兴盎然，杜鹃园、松柏

园、蔷薇园、竹园等观赏亮点

频闪。蔷薇园边上有一棵樱花

之王，一花引来万花开，徐汇

中环地段新建的樱花大道每

到春天樱花烂漫，我在女婿家

的楼上开窗遥望，五彩缤纷的

花带美不胜收。走进古色古香

的湖景茶阁，圆型木门搭配紫

藤， 宁静雅致的氛围怡人，我

边喝茶边欣赏周边景色。

慕名前往 30 公顷面积

的徐汇西岸自然艺术公园，

享受古今融合的游园体验。

近 500 米长的空中栈桥将树

篱学堂、 木作学堂、 森虫学

堂、 活力乐园等主题区域相

连， 其中木作学堂建筑主体

采用古时榫卯木结构， 学堂

的西园有水系环绕的园林美

景， 中园有迁建的徽派老建

筑五凤楼， 东园有传统木结

构的连廊，24 小时开放。徐家

汇公园有“城市绿肺”之称，

更让我游而不厌。 50 多种高

大乔木和一大片竹林， 撑起

了一把天然绿色大伞。 悬铃

木、 广玉兰、 香樟树郁郁葱

葱，新潮花坛美不胜收，小河

流水飘荡乐感， 仿佛是小红

楼里昔日明星灌录唱片的余

音缭绕。 车水马龙的商业副

中心有一个世外桃源， 自然

吸引游人如织。 我喜欢园内

独特的观景长廊， 这是一条

200 多米长的钢结构天桥，从

公园这一头可以走到那一

头，秀美景色尽收眼底。 好公

园谁人不爱？

口袋公园虽小， 却是百

姓家门口的花园， 路人休息

的绿色驿站， 更是我钟情的

一颗绿珠。 女儿家住在康健

社区， 我顺便进康健绿苑散

步，观赏风姿绰约的竹子、玉

兰、松树、梅树等。 新开辟的

草药园，种植了 40 多种可入

药的植物，如金钱草、金银花

等， 传统中药科普送到了家

门口， 主流媒体报道这个口

袋公园属全市首创。 骑车路

过赏心悦目的兴国路小游

园，停车进去一游，原来是去

年入选全市 10 个优秀口袋

公园之一。 吴兴花园、乐山花

园、 乐汇小游园成为市民最

喜欢和最佳口袋公园， 而这

样的小公园 2024 年上海只

选出 10 个案例，徐汇就占了

3 个。

不止是春天， 一年四季

徐汇浓绿的园林感让人无比

愉悦。

浓绿的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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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蛇者（国画） 奚文渊

档案春秋

1983年 8月，上海市文联组

织艺术家去安徽采风。 那次同行

的还有作家冯刚、艾明之，音乐家

瞿维，淮剧表演艺术家筱文艳，漫

画家蔡振华等。 小字辈的我，更

多的任务是照顾这些老同志。 当

艺术家们采风完上了黄山。 在天

都峰下小憩时，筱文艳为大家鼓

劲亮起了金嗓，“菜籽花开一片

黄，兄送妹妹回家乡……”一曲

淮剧《千里送京娘》的唱段在山

间回荡。 游客闻声围了过来，很

快有人认出了她：“啊，筱文艳！ ”

上海戏迷没想到能在黄山遇上

“淮剧梅兰芳”。

没想到第二天大雨， 我们被

留在了北海宾馆。 在大堂里，热情

的筱文艳让我在她旁边坐下。 时

年筱文艳 62岁，长年练功的她，体

态轻盈，健步如飞，上山下坡根本

无须搀扶。 我不由又提到了昨天

的唱。筱文艳告诉我，这《千里送京

娘》，1952年全国戏剧观摩演出时

曾得了奖……筱文艳笑着说，你

看，多快，转眼 30年过去了。

她还告诉我， 新中国的诞

生，不仅使淮剧真正成为了人民

的艺术，也让自己的艺术人生有

了新的目标。

1952年夏天，周扬到上海和

夏衍等人观看淮剧《千里送京娘》

后，对筱文艳说：“这出戏不错，如

果再精练些更好。 ”不久，筱文艳

她们收到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

摩大会的邀请。淮剧能够进京，激

动得筱文艳连夜与大家商量，遂

决定以《千里送京娘》《蓝桥会》

《种大麦》 三出小戏和一出大戏

《王贵与李香香》参加演出。 筱文

艳和何叫天马上对这些戏进行修

改加工，不仅在情节上进行剪裁，

还在表演和唱腔上发展大悲调，

增强抒情性， 并将载歌载舞的特

色更为鲜明。 淮剧进京演出获得

了成功。筱文艳获了奖，而且荣幸

地见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她沉

浸在无比幸福中。

我问张老师（筱文艳为艺名，

原名张士勤），你与总理很熟？

筱文艳笑了，说真的，淮剧

有今天， 离不开总理对它的关

爱。 （未完待续）

刊头书法 李自勤

周总理为“黄浦剧场”题名

（上）

�马信芳

我曾有过冲动的消费

经历，以往看到有商店因换

季而打对折甚至更多折扣

而买进的许多衣服裤子，本

来想第二年或者以后慢慢

穿，不料由于款式老旧和自

己腰围体重增加快，只穿了

一、二次甚至没有穿过就只

能送人或者捐了。 特别是

夫妻俩有一年春天因为贪

大折扣买来带毛领的山羊

皮风衣更是由于上海的暖

冬天气，成了弃之可惜留着

无用的鸡肋。

现在，我对买优惠的商

品就比较理性了，不管有再

大的折扣优惠，对自己没有

用的绝对守住口袋不出手，

而对自己确实需要的大件

商品，就不急着买，而是多

留意多比较相关商店的信

息，逢到打折到位就出手，

不仅节约了钱得到了实惠，

而且让自己收获了成功的

喜悦。

退休后不久，想买一辆

名牌锂电池电动自行车代

步， 专卖店的标价都要

6000 多元。 后来在和一位

店员交谈中，得知该品牌的

电动自行车每年双十一都

会有打折促销活动，如果不

急于买，等几个月就能省下

一大笔钱。于是就等了 3 个

月。 果然那年双十一，我不

仅买到了自己心仪的电动

自行车， 而且整整省去了

500 元钱！

家里人口多了以后，橱

柜就不够用了，去自己家附

近著名的宜家家居采办时，

发现该店经常有各种打折

的家具出售，有的纯粹是一

种促销手段，质量并没有问

题。 但家具不象其他商品，

必须考虑大小形状颜色和

家装的搭配等因素，因此要

有不急于求成的耐心等。于

是我三天两头去那里看，终

于让我买到了一只仅有原

价一半的六斗橱。

如今在拼多多和淘宝

上的商品更是铺天盖地，无

所不包，有的价格更是便宜

到匪夷所思。因此我们老年

人也要跟上数字经济，学会

“拼”和“淘”，增加生活的乐

趣。 春节前，拼多多上推出

一款（有照片）非常高档、原

价为 600 元的男子腰带，居

然连快递费仅为 9.9 元，而

且买一送一。 于是就下单

了，思忖如果上当也就不到

10 元钱。 谁知拿到手后，居

然真的货真价实，非常实用

方便。

为此，笔者思忖，买优

惠商品首先是要自己和家

人确实用得着， 而且适合。

在买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在

正规的商店和电子商务平

台购买， 买质量有保证的，

还可享受七天无条件网购

退货保障。至于政府以发放

优惠消费券的方法带动消

费， 更让我们市民得到实

惠，特别是新一轮消费券用

摇号发放的办法，一改以前

“秒杀”抢券，中老年人不必

眼捷手快，我老伴就荣幸地

得到了 300 元优惠 90 元的

消费券，准备 3 月中旬去附

近的老字号酒店吃一顿。

当然，我们消费者千万

要防范一些不法商家以先

提价再打折优惠来忽悠人，

更不要买那些因假冒伪劣

而优惠的商品，那不仅得不

到实惠，而且买了以后还会

在心里留下长久的阴影。

“打折优惠”说

�马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