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拍 客说

泸沽湖风景秀丽，水质清澈，神圣的

格姆女神山在湖中心静静的守护这一方

净土。 我游玩泸沽湖那天恰逢碧空万里，湖面上波光粼粼，无

数海鸥在空中翱翔，宛如置身温馨恬静的世外桃源。

（共联公司 柳芳慧）

诗生活

洋洋洒洒的细雨中

又到了万物复苏的时节

江南的雨伴着清明的脚步

春之韵，渐渐浓了

又是一年好时节

又是一年新开始

告别寒冬的冷寂

迎来了春的嫩绿

虽然有时不想动

宅于屋中静观世界

却禁不住明媚春光的心动

走出室外，做着深呼吸

在“新鲜”之中

感受尚有丝丝凉意的早春

早些时候就在琢磨

什么是“上善若水”

恰似在这春的季节

才会涌出如许思考

为什么“春”总与水相关

难道是在复苏的季节里

冰川化为了河流？

早春时节亦是感知的苏醒

新的期待与希冀从此开始

回首往昔，总有———

曾经在幽暗反复中追问

才知道，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感触

在这早春的季节

在回首中与往事干杯

（线器总厂 李芊）

早 春

如今五月虽已是夏日炎炎， 却并不影

响我细细品味扬州这座古城的秀丽风光。

刚来到扬州城， 便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古典

气息，到处是亭台楼阁的仿古建筑，鲜见有

高楼大厦，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古代。

扬州瘦西湖闻名遐迩， 因这里的风景

堪与杭州西湖相媲美，只是相比之下，湖形

比较瘦长狭窄，故得名“瘦西湖”。湖岸两边

垂柳依依，沿着瘦西湖的岸边漫步，不失为

绝佳的游览路径，遇见心仪的景点，尽可以

停下脚步慢慢欣

赏。“青山隐隐水

迢迢，秋尽江南草未调。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萧。”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留给

我们的千古绝句， 二十四桥其实是一座用

汉白玉砌成的单孔拱形石桥， 全长二十四

米，二十四级台阶，二十四根汉白玉雕柱，

可谓是名副其实。 五亭桥不仅是扬州瘦西

湖的象征, 还是全国风景名胜中独一无二

的景观，从上面俯视,它就像一朵巨大的莲

花,所以又名“莲花桥”。 莲花出水似的五亭

桥结构巧妙，造型独特，桥亭结合，气势不

凡，而在亭中瞥见游人泛舟湖上，则是另一

番美妙的景致。

世人都赞苏州园林美不胜收， 到了扬

州才知道，这里的园林别具一格，与苏州园

林“并驾齐驱”。个园是扬州历史最悠久、保

存最完整、最具艺术价值的古典园林，“个”

竹叶之形，园主人名“至筠”，筠亦指竹子，

因此得名个园，园内古色古香，亭台楼阁，

山林叠石，可谓匠心独具，据说当初建造这

座园子花费了 600万两白银， 可见主人打

造之用心。 除了美景，如果你是个吃货，肯

定不会错过扬州美食，狮子头、干丝、油糕、

三丁包，那里简直就是美食天堂哦。

短短几日游玩， 独特的扬州韵味已经

在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座千年古城

的美是需要细细品味的。

（电信科发公司 陈淑娟）

春天来了， 百花齐放。 今年上海的春

天， 对于经历了新冠疫情袭扰的都市人来

说显得弥足珍贵。 大伙儿都用春如四季来

形容， 前一天还是阳光直射下夏装短袖的

节奏， 到了第二天老天爷便硬生生把我们

又拉回到大衣加围巾的冬季， 在过山车一

般的气温骤变中， 不免惦记着大自然的百

花能否竞相盛开呢。 双休日来到南翔古猗

园，用镜头寻找春天的倩影。

在网友们为牡丹与梅花到底应该选谁

为国花而争论不休时，每逢 4月，古猗园的

牡丹花会依然如期开展， 我在现场看到园

内各色牡丹花争相绽放，美不胜收。此时恰

逢春雨绵绵， 那花瓣上晶莹透亮的小水珠

煞是可爱。 园内各条小径两旁盛开的各色

小野花，在不同的场景呈现不同的样貌，唯

一相同的就是向游客嘟哝着， 迫不及待展

示旺盛的生命力：“不起眼的小野花也有属

于自己的春天哦”。 盆景园内，盛开的紫藤

花用她跳跃的外衣色彩在周围一大片牡丹

盆景中脱颖而出，吸引着游客驻足赏玩。

踏春赏花正当时。桃花、樱花、海棠……

品种繁多的花朵正在盛开。 朋友，还等什么

呢，赶快到室外去寻找春天的倩影，去追逐

春天的脚步吧。

（忻 桐）

惬意游走

回望春景

古猗园中寻找春天的倩影

细品古城扬州美景

本命 年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

开启人类智慧大门的三把

钥匙是字母、数字、音符。

我觉得应加上一把钥匙：

线条。绘画和书法说到底，

其实就是灵动的线条。

回眸一路走来的足

迹， 在电信设备三厂我与

“数字”相伴了 11 年，同师

傅一起图纸设计、 工艺编

制、产品制作；在邮电器材

工业公司、 电信实业（集

团）公司和上海通服，我与

文字“相恋”了 26年。承担

《上海通服》 报新闻策划、

采写、组稿、编辑、排版后，

冒寒风， 钻入延伸中的东

海大桥箱梁；顶烈日，行走

于滚烫的海缆施工船钢甲

板； 沐春雨， 攀上湿滑的

5G 基站施工工地； 踩秋

叶， 细察大型居民区光缆的经纬脉络， 我实现撰写文章约 100

万字、编撰 8本书、编发 422期上海通服报的“小目标”。

发挥余热后退休赋闲在家，我将“相知”于另两把钥匙（线

条和音符）。 钟情书画是必然的，童年深受家庭熏陶，我潜心琢

磨淡彩钢笔画和篆隶楷书法。 我最满意的作品是钢笔画《老建

筑韵味》，描画照片上的青岛迎宾楼，买来钢笔画教科书潜心琢

磨物体的透视原理，光影的线条肌理，细节的表达处理，这个作

品还在《新民晚报》“夜光杯”版刊载。 我曾觅得申城钢笔画名家

张安朴手绘邬达克上海老建筑淡彩钢笔画集， 让我百赏不厌，

遂萌生一个“庞大计划”，退休后绘制电信新老建筑系列淡彩钢

笔画，为电信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怡情琵琶是必要的，“六十岁学吹打”，不晚。 交上学

费，拜师学艺，让音乐陪伴后半生，手指的有力弹拨说不准还能

预防阿尔茨海默症哦。 寄情山水是必须的，带着体察风俗民情、

捕捉有趣细节的“任务”饱览国内外美景，用游记和格律诗记载

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把“到此一游”的旅游变为“不虚此行”的

旅行。 续情文宣是必定的，操练多年的“武功”说废就废可惜了，

助力电信退管会和所在社区宣传报道当义不容辞。

充实忙碌的退休生活，让我没有时间烦恼、忧愁、郁闷，每

一天都是健康愉悦地迎接新的曙光。

（上海通服综合部 筱霖 60岁）

四把“钥匙”

艺林语丝

不凡建筑的创新概念从何而来？ 这是每一

位建筑师必须而且必然要思考的问题。我以为，

建筑的创新概念是我们所设计的建筑与这个世

界沟通的桥梁。

建筑本身并不会说话， 所以设计师创造了

一个环境，赋予建筑一种生命张力，让它来告诉

人们它存在的意义。桥梁的另一端，或许是人性，

或许是大自然，或许是场地、神性乃至哲学。正如

有的建筑让你思索人生的价值，有的建筑美化了

城市，有的建筑丰富了环境的层次感。 而所有这

些，让你对一座建筑产生内蕴的感知，亦正是建

筑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的事物，这就叫概念。

去年秋天， 设计咨询院建筑院的设计师来

到充满了建筑师倾诉欲望的， 场地与建筑和谐

共处的经典建筑———昆山锦溪祝家甸砖窑博物

馆， 它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崔愷率领他的团队

所实施的乡村振兴计划成果之一。 祝家甸位于

昆山南部水乡锦溪镇，古代叫陈墓，是紫禁城金

砖的原产地，据村中老人介绍，当初有兄弟两人

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带来了烧砖的技术，于

是便有了两位窑神， 与这个村庄和烧砖结下不

解之缘。

2014 年，崔院士初访祝家甸时，村里白天

只有一些老人和妇女，大多数房屋都破败不堪，

于是不禁感慨： 如此历史悠久、 风景如画的乡

村，如今竟这般冷落凋零。

经过多种方案比对， 崔愷

院士提出了“微介入”规划设计理念，从村西边

一座八十年代废弃的砖厂改造开始， 通过这个

介入点，逐步实现乡村振兴。这座砖厂已荒废多

年，局部开始坍塌，设计小组在没有图纸和太多

资料的情况下对砖厂进行测绘与研究。

博物馆保留了当年运送煤和水的坡道，新

的入口空间采用完全独立基础的钢楼梯， 将老

的坡道保护在其中。每当访客踏寻在楼梯上，可

以清晰的欣赏过去坡道的细节。如今，老坡道上

的野草已经“繁茂如盖”，每每看到这些生命顽

强的植物与青苔， 我们的记忆便飘回到三年前

初识的时候，而对于村民，那可是三十多年的回

忆。 整栋房子最明显的加建便是北侧对着湖面

的露台，站在露台上，可以饱览长白荡的秀美和

毗邻的朱浜村。 蓦然回首，瞥见山墙上“淀西砖

瓦二厂”的旧水泥字，一股近半个世纪的乡愁，

许多人挥之不去的成长情怀油然而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历史

建筑没有得到保留。 在上海这座珍惜每一段历

史的现代大都市， 城市街区的微更新改造与旧

城老宅的微循环修缮， 亦是我们建筑院下阶段

着力破解的课题。 眼前祝家甸砖窑博物馆微介

入的改造模式，让诸位设计师获益颇丰。

建筑设计是一场自问自答的“游戏”，让无

数人为之迷醉，为之倾倒。建筑院的设计师将在

这条路上不停求索，以有涯之年探无涯之境。

（文/图 设计咨询院 蔡 渊）

不凡的建筑，发散出惊艳的生命张力

设计咨询院建筑院团队叩问祝家甸砖窑博物馆

古代没有空调设备，

因此到了夏天，酷热难当

时， 心情就特别烦躁；现

代到了夏天，虽有条件使

用空调，但在骄阳似火的

日子里， 也容易心神不

安。 更何况，空调并非万

能用品，只有学会自我调

节才是上策。

居室宜清凉。早晚室

内气温低， 应将门窗打

开，通风换气。 中午室外

气温高于室内，宜将门窗

紧闭，拉好窗帘。 阴凉的

环境，会使人心静神安。

思想宜清静。盛夏酷

暑蒸灼，人容易闷热不安

和困倦烦躁。所以首先要

使自己的思想平静下来、

神清气和， 切忌火暴脾

气，遇事一蹦三跳，因躁

生热， 要防止心火内生。

保持清淡的心态，则平和

宁静，避免焦虑、紧张等

不良情绪影响正常生活，

诱发各种疾病的发生。

那么应怎样进行自

我调节呢?《内经》 说得

好，应“夜卧早起，无厌于

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

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

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

道也”。妙就妙在：通篇讲

的是“气”。夏季养生的关

键是使人“无怒”，“气旺”

可充分地、 正常地“宣

泄”，但不能“乱”。心情烦

躁就是“乱”，就是“逆”，

就会使“神志”受伤，如秋

天生疟疾即由此而来。

现代的生活条件大

大改善了。 到了夏天，一

方面可在客观上利用饮

食起居的调摄而保健，另

一方面则不可忽视主观

上的调息静心。 到了夏

天，不妨有意作一些可以

使人心旷神怡的活动：适

当地晨练， 适当地娱乐，

适当地避暑休养……总

之，入夏之时，养“心”为

上，养“心”为先。 谨记哲

人所说：“一份愉快的心

情胜过十剂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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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设计 林 春

脑筋 急转弯

（1）马好心好意把

受伤的主人送到医生家

里，主人却大发雷霆，为

什么？

（2）什么时候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好呢？

（答案下期找）

上期答案：

（1）里程碑，因为它

们从来没有两个站在一

起的。

（2）这辆车是在开

动的火车上。

健 康 苑

夏季养生之心理调节法

小 幽 默

新郎的西服

裁缝：“先生， 您做

这套西装， 有什么特殊

要求吗？ ”

新郎：“只请你认真

做， 这是我的结婚礼

服。 ”

裁缝：“那最好还要

改下设计。 因为西服上

还要加个不让太太知道

的暗兜， 能放股票账号

和存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