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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文史

亭林的复兴东街，当地人俗称东街、

上塘，有一座可称全上海最小的公园

——古松园。古松园的罗汉松被称为

“江南第一松”，后因松建园称古松园，这

是有据可循的。新中国成立后，古松被

列为上海市级保护文物。1983年10月上

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规定》颁布后，上海市园林管理局

曾发函致江南各地调查，函调结果，亭林

罗汉松树龄最高，遂定名为“江南第一

松”。确认为市一级保护古树名木（编

号：0598），护松建园，建碑立传，供人观

赏。

古松园在 1986 年建成开放，占地面

积 525平方米，内有曲廊、望松亭、松风草

堂、假山，与旁边的百年厚壳朴树相映生

辉，生机盎然。

如今，古松园园门对面有一碑，上

书：“江南第一松 此遒劲罗汉松，系元代

著名文学家杨铁崖手植，故名铁崖松。

距今已六百余年，为保护古松，国家拨款

建古松园一座，以供人观赏休憩。”落款

是当时镇政府。

凭着这些文字记载，我们似乎能了

解到杨维桢与亭林不仅有关系，而且他

曾在此种下罗汉松，居住亭林。但碑上

1986 年写到的“罗汉松系元代著名文学

家杨铁崖手植”的历史记载，我们至今无

法查到其出处与依据。

1990年3月，政协金山县委员会文史

资料工作委员会（金山县政协文史编辑

组)编写的《金山文史资料》第 9期中有杨

在川、李水浦写的《古松与古松园》一文

这样写道：考其树龄，据杨维桢自记云：“余客淞游

亭林，寻所谓野王读书台者，已夷为隧陇，化为草

棘。”时为元正十六年（1356年）。杨经门人留之小

住，正逢其六十寿辰，亲植罗汉松自寿。后人因其

号铁崖，故称铁崖松。这与 1993 年出版《亭林镇

志》中关于杨维桢为了庆祝自己 60 大寿而种罗汉

松的描述类似。

时间再往前推移，我们在 1984 年 12 月政协金

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金山县政协文

史编辑组)编写的《金山文史资料》第 1期中又发现

了关于杨维桢与这棵罗汉松的“踪影”，然而，这篇

由张翎枝供稿的《亭林八景》却记载到：“同善堂

（今复兴东街）所存古松，传为杨维桢手植”。在这

里，供稿人严谨地认为，杨维桢种植这棵罗汉松，

只是一种相传。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

杨维桢与亭林复兴东街罗汉松关系的记载。

也就是说，杨维桢有无在今亭林古松园种下这

棵罗汉松，目前仍缺少古代文献的依据支撑。而

杨生活的时代离我们至少六百多年，六百年中无

人记载的事，六百年后，有人开始相传，这好像仅

仅只能归结于传说。

杨维桢是元末明初的一代大家，他的许多作品

被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收藏。

当初，他在金山曾留下不少诗文墨迹，如为杨

竹西、夏士文等的书斋作记，为吕良佐等名士墓作

碑铭，为名胜名刹作诗文等，至今，他的《东维子

集》中留下了篇幅不小的“金山记忆”。

杨维桢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解这位大师，还

原历史的真相，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与使命，也唯有如此，才会让杨维桢的高度与维度

丰满起来。

严谨、真实，不仅使我们的传承有穿越千年的

意义，而且让我们的骄傲有真正的底气……

亭湖高人遗雅韵
——杨维桢与亭林

□高文斌

春天，百花争艳，金山的亭林公园一片蓊郁葱茏。

公园的设计师大约是借鉴了江南传统园林的营建风格，园内亭阁玲珑，廊榭蜿

蜒，奇石与雕像忽隐忽现。林木参天中，一条九曲长廊从园中池塘穿过，南行可见

一“名人长廊”，其中介绍多为作家、书画家、思想家，元代文豪、诗坛领袖杨维桢就

在其中。

杨维桢（1296—1370年），又写作杨维祯，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晚年自号

东维子。

他工诗文，善书法绘画，喜吹笛，被人称为当时的“诗坛领袖”。“元至正十六年

（1356年），杨维桢至亭林寻访顾野王遗迹，正逢其六十寿辰。时有门人留之小住，

于东街设宴为其祝寿，酒酣兴浓，杨维桢欣然亲植罗汉松于庭，以志寿庆。”1993年

的《亭林镇志》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杨维桢和亭林缘起的描写。

亭林，在上海金山东北方，古称亭湖、顾亭湖、顾亭林等。那么，杨维桢到底有

没有来过亭林，有没有种过亭林的这棵罗汉松，我们一起来看杨维桢在他的作品

《东维子集》中是如何说的。

目前所能见到的杨维桢写亭林的诗文。我们查下来，有三

篇。先来看第一篇《读书堆记》。这是杨维桢受人邀请而写的一篇

文章，文中第一句就写到：“予入淞，首慕顾野王，读书堆者，在亭林

苍翠间，未果往也。”

这句话意思，我到吴淞江地区（今上海一带），最仰慕的人是顾

野王，读书堆在亭林苍翠的树林间，至今没去过。文章最后落款是

“至正二年（1342年）夏四月廿六日”。也就是说，1342年，杨维桢还

没有到过亭林。

文中记：“上海释慧自称野王氏后，介其师去东老人来请，曰居

之在介辟室，蓄古今书数千百卷，贻其嗣达、妙，袭名于读书堆”，这

话意思有和尚释慧自称顾野王后人，托人邀请杨维桢，说他藏书房

遗留后人，并且沿用了读书堆这个名字。杨正好趁着一天与当事

人相遇的时候，立笔写就这篇文章。在文中，他笔锋陡转，于书之

藏、读、用三者间，作辩证精警论，寥寥数语，对“非有书而不善读，

读而不善用者”累世积书“如秘府”，却终究“懵与书隔”之尴尬慨叹

不已。提倡“书贵读以致用”。由此可见，这篇文章虽名为《读书堆

记》，却并不是亭林的读书堆。

另一篇杨维桢写的文章是《竹雪斋记》。他在文中写到：“至正

八年（1348年）冬，积庆主僧臻上人于顾野王读书堆之南辟一室，为

燕居所，环种以竹，上人每读书其中”，旁边有竹雪斋，后杨维桢朋

友学生马琬寻找杨请求为臻上人写一篇文章，杨在《竹雪斋记》中，

写了竹、雪的特点和他此文的因缘，但在此文中，我们依旧无法看

出杨维桢有无来过亭林。

直到 1360 年，在杨维桢 64 岁的时候，他写下了对亭林的印

象。“馀客淞，游亭林，寻所谓野王读书台者，已夷为隧陇，化为草

棘。去台之西北十里。近为璜溪。溪有义门夏士文氏。”璜溪是今

天吕巷的古称，这是杨维桢至正庚子（至正二十年，即 1360年）秋八

月为夏士文写的《书声斋记》中，首次提到他来过了亭林。

杨维桢到过亭林
写过关于亭林的文章

杨
维
桢
与
亭
林
东
街
﹃
罗
汉
松
﹄

（作者系金山区诗词楹联学会理事）

铁崖先生小像

《历代名家书法经典——杨维桢》

杨维桢《东维子集》

《金山文史资料》

古松园门口“江南第一松”碑文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亭林人顾震岩画作——《读书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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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守望“生命之托”
——记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区护士长杨慧峰区护士长杨慧峰

“我希望，从今天起，真正能‘舒病人痛，缓家属忧’。”2014

年 12 月 10 日，金山卫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区正式

启用，作为护士长的杨慧峰，在工作日记本上一笔一划地写下

了这句话。

正如杨慧峰二十五年前加入护理团队时举拳宣誓一般，她

把不仅仅是把这八个字写在了日记本上，更深深地刻在了自己

的心里，落到了对每一位病人的照料之中……

从“说谎”开始的诺言
“阿公啊，你们不要急，住到这里就跟在自己家一样，都会好起来的。”“阿

婆，没事的啊，慢慢来，住在这里很方便的。”明明知道情况不会好，但见面第一

句话，杨慧峰和同事们总会说一句善意的谎言，给病人送上几句安慰的话。

这善意的谎言，更是杨慧峰心底的诺言。她希望竭尽所能“舒病人痛”，让

生命平静安详有尊严地作别这个世界。

“唉，不如早点死了算了……”2016年 2月 24日，因杨慧峰在查房时又一次

听到老张因病痛难耐而诅咒自己的话。老张直肠癌晚期，入院后刚止住咳嗽，

又开始呕吐得无法进食……在一次次的开导交流中，杨慧峰早已摸透了老张

的心理。这次，她决定和老张“谈谈死亡”。因为在平时的聊天中早已知道老

张或多或少对佛教有些信仰，于是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佛教中对生死的看

法，还特意和他谈论“死往何处”的问题。

见杨慧峰佛教知识讲得头头是道，老张还真是被震住了。很长时间，他都

聚精会神地听着，视线片刻也没有离开杨慧峰的目光。

“小杨，你不是共产党员么？”老张认真听完后，疑惑地指着杨慧峰胸前鲜

艳的党徽。

“正因为我是党员，所以更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咱们这个病区，不

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您的疼痛感减轻了，人舒服了，我们的服务就到位了。”

后来，杨慧峰还专门请来念佛的癌症康复志愿者和一批批的爱心人士，在

大家的共同关心下，老张的眉头舒展了，后来还能进食了。

然而，就在医护人员和家人为之欣喜的时候，3月26日晚上八点，老张的病

情突变。值班护士打电话给杨慧峰时，杨慧峰因身体不适正在输液，电话里嘱咐

值班护士按照老人信仰的仪规办理后事。但杨慧峰还是不放心，就拔掉输液管

急匆匆赶到了病房，老张爱人握住来不及擦去手上血迹的杨护士长的手时感动

不已，在杨慧峰的柔和开导中，张老伯面容安详、安然离世。

办理完丧事的老张家属，上门三次来致谢，还送来了“舒缓疗护，菩提花

开，最后驿站，功德无量”的锦旗。

墙上的锦旗挂了一层又一层，每一面锦旗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仅

2018年，安宁疗护病区就接待了200多名生命晚期的老人。

随便翻看一下杨慧峰和同事们的工作日记，点点滴滴的记录和感悟，就能看

到她们的坚持与坚守：

“沈×珍阿婆82岁生日……推着放着生日蛋糕和水果篮的车到她的床边

时，她和家人都觉得那么突然……老人洋溢在脸庞的是那么灿烂的笑容……”

“7床的孙婆婆已经住院四个多月了，之前大医院的医生告诉家属‘只剩下两

周时间了’……住了一段时间，精神面貌大为改观……”

因为这亲人般的守护，这里也曾不止一次诞生过生命的奇迹。2016年6月14
日，杨慧峰在日记《出门》中曾提到自己和志愿者们去看望，从安宁疗护病区勇敢走

出去的蒋阿婆的事情——

“如今，谈到死亡已不再恐惧，把身后事都交代给我的蒋阿婆，似乎比别人

更坦然，走过了这道门，前面，是另一番景致。”

为了心底的诺言，杨慧峰一直忙碌地穿梭于安宁疗护病区。起初，病区

刚成立，人手紧张，缺乏经验，她从病房设置到环境布置，从人员招募到流程

设置，无一不是亲力亲为；后来，她着手建立“爱的港湾”志愿者队伍、开展志

愿者培训、制定志愿者服务和管理制度、打造志愿者之家、组织志愿者活动；

再后来，为了照顾不同信仰的人临终真正的需要，她学习各种宗教知识，请教

佛教的临终关怀，接触基督教的唱诗班，寻找天主教的牧师……

病区志愿者活动室墙壁上一张张照片，记录了病人的最后一次过生日、最

后一次理发、最后的笑容、最后的告别……也记录着杨慧峰和她的团队为了心

底的诺言无尽的付出和温暖的收获……

不到五年时间，“爱的港湾”志愿者团队从最初的 6个人，到目前的 238人，

总服务时长 13000余小时。志愿者团队也在 2017年被评为全国学雷锋志愿服

务“四个100”最佳志愿服务组织。

这是无法说出口的承诺，却因为杨慧峰和她的团队的坚守，而更显芬芳。

“上午，老寿来了。在同事周

洁的见证下，取走了寄放在我这

里的钱：7200+500。花费的情况

详细作了说明。另外，高×辉 2

月份送给我们 2 个玉镯和一块玉

石，一并交付给了老寿。”

2015 年 5 月 13 日，杨慧峰在

日记中写下了上面这几行文字，

回忆着把自己喊作“亲人”的高先

生，现在把“亲人”的钱物交到他

父亲手里，她心里面踏实多了。

“今天病区迎来了至今最为

年轻的病患，高×辉……他孤身

只影，没有家属陪伴，甚至连生活

用品也没有……70 后的他，怎么

会无人问津？……‘我到这里就

是来混日子的，不要问我病情，也

不要打听我的故事’……真不知

道，我们能不能温暖他，有幸聆听

他尘封已久的往事。”（2015.1.23
工作日记）

“高×辉住院 10 天了，每天

情绪波动……有时候，是痛哭流

涕，哭诉命运无常的苦情戏；有时

候，是大发雷霆，拍桌子、扔东西

的动作片……而更多的时候，他

安静地躺在床上，关紧门窗，拉上

窗帘……我们就这样陪着他，让

他肆意地发泄……”（2015.2.2 工

作日记）

四十多岁的高×辉是一名晚

期肿瘤患者，起初，他脾气暴躁、

孤僻，不配合任何治疗，家人也因

此放弃了他。为他找护工，换了

一个又一个，因为他脾气暴躁，护

工往往做不到一天就不肯干了。

然而，杨慧峰和同事们陪伴，慢慢

地捂热了高×辉的心。

高×辉说食堂的饭菜不合胃

口，杨慧峰及同事们就帮他做汤

圆、馄饨、饺子……天天换着花样

煮给他吃。高×辉不经意间说想

吃小时候吃过的点心，杨慧峰想

方设法把 50 公里之外七宝古镇

的“七宝糕”捧到了他的面前

……

护士节那天，杨慧峰收到快

递送来的一束鲜花，小卡片上写

着“亲人节快乐！”正是高×辉为

她订的。他内心已经慢慢把病区

的医护人员当作了亲人。后来

高×辉把银行卡和身后事都托付

给了杨慧峰这位“亲人”。而看着

一天天衰弱的高×辉，杨慧峰找

到了他的家人，通过一次次的交

流和劝解，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

也终于得到了家人的谅解和关

爱，不留遗憾地离开了。

“安宁疗护的照顾对象之一

——家属，给予感情支持，很重

要！”送走一位性格内向的老兵之

后，杨慧峰在日记本上这样写

道。在老人生命最后的时光，杨

慧峰和他的老伴有过多次交流，

最终一句“谢谢啊，护士长”，让杨

慧峰觉得心里面暖暖的。

是啊，人死不能复生，生者还

要继续。“缓家属忧”，甚至病人在

最后的时刻都能把医护人员当成

家属，这不正是当初那无声诺言

的兑现么？

实际上，从每一个病人到来

的那一刻，杨慧峰和她的团队就

已把他们当成了亲人，和病人家

属一起，默默地做着点点滴滴。

甚至很多病人，在这里过了第一

个有人唱生日歌的生日，也成为

他们生命中唯一一次。82岁生日

的沈×珍、40岁生日的高×辉、96
岁生日的雅贤婆婆、83 岁生日的

阮大爷……漂亮的鲜花、甜蜜的

蛋糕、温馨的祝福、幸福的泪水，

无不让人为之动容，病人家属眼

中常满含感激的泪花。

“不求门庭好看，但求两脚着

实。”这是爷爷曾经跟杨慧峰说过的

话，也是杨慧峰为人处世的真实写

照。

杨慧峰出生在农村一个特殊的

家庭，两代都是招的“上门女婿”，她

口中的“爷爷”实际上应该是“外

公”。然而，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家

庭，那种朴素的善良基因却一直都

在默默地传承着。

爷爷今年已经 94岁高龄。在杨

慧峰的记忆中，爷爷有推拿的绝活

儿，几十年来，十里八乡左邻右舍，

凡是扭伤、抽筋的乡邻都喜欢找爷

爷帮忙治疗，但他从来都是分文不

取。

杨慧峰的母亲是村里的“老娘

舅”，前些年还成了“老伙伴计划”的

志愿者，常常上门去为年龄更大的

老人服务。而父亲也是深受传统文

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信守“吃亏是

福”，终生与人为善。

1995年，杨慧峰从卫校毕业后，

就选择回到了家乡的卫生院，从一

名普通护士做起，希望能够用自己

的所学为乡邻们减轻病痛。

“我志愿献身护理事业，奉行革

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坚守救死扶伤

的信念，履行‘保存生命、减轻痛苦、

促进健康’的职责。”杨慧峰一直在

用行动践行着加入护理队伍时的庄

严宣誓。

近 25 年来，从普通的护士到护

士长，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从未放

弃学习。先后取得了管理学学士学

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深

入钻研中医，打下了坚实的中医药

基础。她说，自己懂得更多一点，就

可能帮到更多的人。

然而，命运从来不会眷顾任何

人，唯有自己更加坚强。2005年，杨

慧峰的父亲查出癌症；仅仅一年后，

80岁的爷爷又不幸罹患癌症。为求

诊一位中医，她带父亲上过长白山；

为熬一味中药，8 小时守护在煎锅

边；为了减轻亲人的病痛，她独自一

人39小时往返河南租借治疗仪……

从家庭到工作，从亲人到病人，

杨慧峰说，或许这之间存在着角色

的转换，但只要有了“同理之心”，一

切都会自然而然。

曾在妇产科工作多年的杨慧

峰，曾经每天看到的都是新生，是希

望，常会收到喜糖，常会看到整个家

庭幸福的笑容。如今，她和她的团

队，常要面对的是最后的告别，是生

命的谢幕，是悲痛的泪水。当问及

这中间心态和角色转换，这位护士

长反而显得愈加平静：“生与死，都

应该满怀对生命的尊重。”

“病人把很多事情甚至身后事

托付给我们，正是对我们的信任。”

也正因为总是怀着同理心，杨慧峰

和她的团队，才能够把每一个病人

当成自己的亲人，才能够不负这“生

命之托”。

杨慧峰带领舒缓疗护天使团获

得了“2015 年度上海市标杆青年突

击队”称号和“2018年上海市五四青

年（集体）奖章”。她个人也获得了

“金山好人”、“金山区优秀护士”、

“金山区优秀共产党员”、上海市优

秀慈善志愿服务组织者、上海市巾

帼建功标兵、“首届上海市十佳社区

护士长”提名奖等荣誉称号。

□记者 公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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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诺最高境界在“守心”

杨慧峰在为病患量血压杨慧峰在为病患量血压

中共党员，原金山县教育局离休干部顾景辉同志，因病于

2019年 5月 1日上午 9:50时在上海金山众仁护理院抢救无效

逝世，享年88岁。

定于 2019 年 5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8:30 在金山殡仪馆

松柏厅举行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顾景辉同志治丧小组
（联系电话：57934995）

2019年5月1日

讣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