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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腿少年的骑旅
【文/冷梅】  逶迤江边

一园春色
【文/董群力】  

他是“莫坚强”

95后少年莫真本是个独腿青年，那次事故源于3年

前。2013年，那时他才18岁，还在上学，他是在自己租的

房子里不小心被电击伤，当场昏了过去。他在水里躺了

32个小时，无人知道。后来还是他自己醒过来，用尽自

己最后的力气，从床头拿起电话，拨打了120。

进医院抢救室时，医生一再摇头，说是这个男孩铁

定没救了，随即联系家属，下达了病危通知书。经过手

术，小莫总算病情趋缓。医生不免感慨：“我当了30多

年的医生，没见过这么坚强的生命。”

劫后余生之后，小莫发现自己的下半身几乎动不了

了。小莫的左小腿被迫截肢，手术过程中，家人只得隐瞒

了实情。直到术后慢慢恢复之后，他们才告诉儿子，左小

腿被截肢的事实。能保住性命，已属万幸，小莫虽然内心

仍有些难过，但是看着几乎痛不欲生的父母，他却表现

得异常淡定。这个莫家唯一的18岁男孩，一夜之间长成

了大人。在医院住院康复阶段，小莫从来没有因此自暴

自弃，也没有向其他人抱怨自己的处境。

出院之后，小莫的左小腿被装上了假肢。出事之

前，小莫读的是高职学校，学的是汽车制造专业。装了

假肢回到学校之后，小莫发现，学校里很多事情自己已

经无法胜任。他决定退学，后来跟堂哥学推拿，希望仍

旧依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骑行人生

关于自行车的经验，在很小的时候。很多年没有碰

过自行车的小莫，偶然间看到一群骑行的人从自己的身

边经过，于是他抱定主意带着假肢捡起这项技能。

小莫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堂哥。可是嫂子提出了

质疑，“像你这种情况，能骑车吗？”2014年小莫给自

己买了一辆自行车。他亲手把自行车组装好，大晚上跑

到桂林的一个公园里，自己慢慢摸索经验，摔摔打打了

很多次，终于会了骑行。刚进当地的一家自行车俱乐部

时，群主并不看好小莫，他曾偷偷对他说：“你在我们俱

乐部里，不太合适，我们的运动强度很大，你还是主动放

弃吧。”小莫怎能接受劝退？第一次无果之后，后来群主

又问他：“你骑车去过尧山吗？”尧山是桂林市区的最高

峰。小莫说没有。群主又说：“你连尧山都没有去过，肯定

不适合我们团队。”说这话的第二天，一大早，小莫骑上

他的座驾一直奔赴尧山脚下，他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

己一些勇往直前的信念。他凭借自己的坚持，一直往尧

山山顶骑行，这是8.5公里的盘山路，小莫一鼓作气，当时

用了快1小时，正常人骑到山顶也要1小时，小莫的速度

比起正常人还要快一点。后来，他的骑行能力一再得到

证明。俱乐部核心人士反而开始力挺他，并说：“以后再

有人要劝退你，我第一个就把他给退了。”这句话，让小

莫很感动，后来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

“小伙子，想不想去台湾 环岛骑行？”2015年 4

月，台湾一家名为山海恋的骑行俱乐部成员来桂林做骑

行活动，并向刚认识不久的小莫提出了这个问题。

“想啊！肯定想！”小莫听后非常激动。

于是，在骑行俱乐部的支持下，小莫踏上了自己的

环岛骑行之旅。10月3日，抵达台湾之后，小莫和俱乐

部的其他成员一起从新北市板桥站出发，途经南寮、

鹿港、六甲、四重溪、太麻里、太鲁阁等地，并最终回到

板桥，环岛骑行一圈，花了9天时间，骑行里程达880公

里。在台湾游览时，一个叫小乖的台湾姑娘陪着他去渔

人码头看夕阳……

2013年开始骑车到现在也有两年，那年也是他第

二次生命的开始。

Q：在骑车初期有人质疑过你吗？

A:我在朋友圈里有一个外号：“专治各种不服”，别人越是对我
的能力表示质疑，我越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向别人证明自己。我啊，就是
不信命，也不任命，骨子里有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敢于向命运挑战。

Q：在骑行台湾之前还有什么行程让你念念不忘的吗？

A:2015年元旦，我和队友一起，骑行了一次环海南岛，从三亚

出发，500公里骑行。一路风光宜人，骑行也觉得很轻松。整个行程
5天，每天骑行100多个公里。我在13个队友中的成绩，算是名列前茅
的。实现这样的成绩，一定是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汗水和体力。比方
说，上坡对于我就是很大的挑战，正常人拼上坡，可以站起身来加
速，但是我不可以站起来摇车，如此一来，体力上的消耗要比队友多
出2/3。但是这一路上，我还从没想过放弃，团队的互帮互助让我受
益良多。

生活周刊×小莫

莫真本 一个永不低头的90后骑手

一个快乐依旧的独腿男孩，用云淡风轻、积极乐观诠释了属于他的七彩人生。小莫一

直骑行在路上，参加各种骑行比赛，从未让精彩的生命停滞不前。

沿着浦江的岸堤，走在江风的肃瑟中，眼中豁然开阔

的江面，在此升落的艳阳，草长莺飞，赏心乐事，钢筋水泥中

迎风而立的绿洲，总能带来令人愉悦的心旷神怡。在两岸

滨江公共开放空间里藏身着精心设计过的公园，你知道几

个？游人看热闹，这次领你看看门道。

从滩涂步入黄浦江

浦江的水静静流淌在时间的缝隙中，逶迤过一座城市

曾经的回忆，浦江的美在于它无所不包的气度。而安静俯

卧在浦江一侧的后滩湿地公园，似乎正是这座城市的小小

缩影，这里原为世博园的核心绿地景观。

后滩公园本身就是矛盾的集合体，它有着自然的江滩

湿地，却又曾是浦东钢铁厂与船舶修理厂的原址，自然的风

景与工业的文明交织成一段时代的记忆，又辉映成一座城

市的梦境。由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领衔“土人设计”团队设

计。设计者在改造这片土地时，保留了其矛盾的冲突，一方

面种上适合江滩的四季作物，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厂房与码

头，使得其在成为都市田园的同时，却又深深烙印上工业时

代的痕迹，这些老旧的钢材结构却正因为其岁月的斑驳，而

独树一帜，无可替代。夏天，胆大的小情侣沿着滩涂踩着

淤泥，竟然一路走向黄浦江，也不怕脏了裤子和白花花的

腿。漫步后滩公园的林荫中，从农业文明的自然清新，经历

工业文明的浓墨重彩，就像是考古遗迹中的文明堆层，一

眼万年。

千里江山缩于方寸

如果说后滩公园的美在于它的矛盾性，那么同样作为

世博的记忆，亩中山水园又是另一番的纯粹美。紧邻梅赛

德斯奔驰中心的它，原本和日本馆对立，这个公园设计讲究

纯粹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无不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对土地

的深深依恋之中，“亩”作为中国最基本的土地计量单位延

续了千年。中国传统园林的精神正是源于中国人对自然山

水的情感，“缩千里江山于方寸”，在小空间中创造出“虽由

人作，宛自天开”的情景和意境。

小小一块地方包含传统元素用“亩中山水”再现中国传

统名园中深入人心的场景，力图以现代理念展现传统园林

元素。方寸之间，将场地规划为两个部分：静谧幽雅的竹林

和深藏其中的体现中国传统韵味的九亩园林。两者相互包

容，形成有机整体，提供了漫步、穿越、赏园、休憩、观江等多

种活动方式和游览路线。九亩中国园林，合为一个整体，周

边则以单纯的竹林围合，造成幽深的意境，园内的景观建筑

追求当代性和中国意味相融合。一轩、一桥、一廊、一亭点出

诗情画意，一石、一树、一池、一花绘出山水灵气。漫步九亩

之中，仿佛穿梭于古今，前人的情怀、今人的希冀交相辉映。

滨江步道的归属感

紫竹滨江公园其实尚未正式定名，位于老闵行东。紫

竹科学园边的黄浦江畔，有一个美丽的包含湿地 和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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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滩公园里设计元素与自然交错。

亩中山水园静谧幽雅的竹林。

紫竹滨江公园的临水步道是全上海最亲近黄浦江的地方。

走入后滩的滩涂，走入黄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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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滨江公园，在网络上称为“传说”中的“闵行滨江湿地公

园”或“紫竹滨江公园”，其实都是它。

公园的定义，是能够为公众提供娱乐和休闲的公共场

所，这就决定了公园远非独立于世的桃花源，它记录着生活

所有的琐碎，是最有烟火气的场所。也许正因为如此，紫竹

滨江公园让置身其间者拥有一种莫名的归宿感。春日里飞

奔着放风筝的少年，湿地边的三俩垂钓者，草地是最好的

遛狗场所，周末的午后是最佳的放松时间，黄发垂髫，自得

其乐，倒真有点桃花源的意味。最精彩的是其中那一条真

正意义上的黄浦江的亲水平台、长堤和栏杆，让你领略在黄

浦江中上游的“田园风光”。

这里平静到符合一切公园的定义，却又特别到突破一切

公园的定义。有时候就是如此，而那些最接近生活的，才能让

人真实地触摸到它的存在。悠悠的江水，流淌过的岁月，是

这座城市的呼吸，也是城市灯光下每家每户的春夏秋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