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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跑七旬“老虎”要重振雄风》后续

在这里

带你探寻

西湖边的逸闻轶事

人文秘境

一花一草

最近，杭州虎跑公园虎跑泉滴翠崖边的石老虎勾起了杭州人和游客的一波波“回忆杀”。

这只创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石老虎，陪伴了杭州人约70载。很多人在这里留下了同款合影，

也留下了诸多难忘的记忆。

“那是我们青春的样子。”

“曾经那个趴在老虎背上的小屁孩已经长成了帅小伙。”

一周前，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发布消息：为迎接杭州亚运会，营造更舒适的游览氛围，

迎接八方游客，决定将这只石老虎进行修复。同时，钱江管理处发出了对石老虎的旧照和故事的征

集，寻找珍贵记忆的同时，为老虎修复方案的制定提供灵感。

征集“石虎记忆”，读者响应连连，其中有份回忆最为特别

“我的外公是石老虎的创作者”

本报讯 盛夏时节，杭城盛开的各色鲜

花中有位势头正盛的“明星”——石蒜，

一年一度的杭州植物园石蒜精品展如约

而至。

“石蒜的品种很多，开花期从8月初可

以持续到9月底，杭州亚运会召开期间正值

观赏期。”杭州植物园园艺景观部副部长金晨

莺告诉记者，近几年来，植物园累计种植石蒜种

球达110万球，“植物园去年已提前在区域内道

路和绿地上新种植了30万球的中国石蒜。”

本届石蒜精品展，分为精品石蒜展示区和

地栽石蒜自然景观区两部分，包括杭州植物园

石蒜自育品种。

地栽石蒜自然景观区位于经济植物区、分

类区、青龙山、玉泉等区域。拥有包括江苏石

蒜、忽地笑、玫瑰石蒜等在内的 20 个石蒜品

种。游客从植物园南门进入，成片的地栽石蒜

就映入眼帘，把草坪妆点得宛如莫奈笔下的花

园。“这里的花色很多，粉的、白的、红的、黄的都

有，怎么拍都好看，很出片。”游客黄阿姨说。

摄影爱好者邱芳军则把“长枪短炮”对准了

植物园玉泉鱼跃区域的精品石蒜展示区，“七月

份就来拍过一次了，那时候还开得很零星。”邱

芳军是专门来拍石蒜的，“植物园的石蒜比较出

名，听说开展了，赶紧过来拍。”

据了解，本届花展将持续到 8 月 25 日。同

时，植物园推出亚运科普小知识“植物也运动”

科普展，向市民游客普及6种植物运动的“冷知

识”，介绍没有神经系统的植物能感知外界的刺

激发生运动的各种现象及原理，此外，在玉泉北

苑长廊展出的30幅精彩的石蒜摄影作品，让游

客欣赏石蒜花开的种种美好。

本报记者 陈颖

亚运期间持续盛开，杭州植物园石蒜花展如约而至亚运期间持续盛开，杭州植物园石蒜花展如约而至

本报记者 谢春晖 通讯员 潘珊

虎跑石老虎要修复的消息传出后，得到了

杭州市民的关注。“确实该给这只老虎‘保养’一

下了。”大家说，从杭州对一只石老虎的在意，能

够看到一座城市的细心与细致。

虎跑石老虎在杭州人和游客的心中，早已

是杭州的一个符号。

“我们跟朋友介绍起虎跑泉，一定会讲起

这只石老虎。”杭州市民许先生说，仿佛这只

石老虎就是“虎跑梦泉”这个美好故事里的那

只老虎。

对于石老虎的修复，杭州市民也纷纷提出

了建议和意见。

在晚报的邮箱里，有一位老先生接连发来

5 封邮件，“希望‘修旧如旧’，能够把石老虎这

些年来的历史厚重感体现出来。”他说，一定要

慎重对待这只石老虎的修复工作，大家都很在

意这只老虎。

记者从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钱江管理处了

解到，随着旧照片的征集结束，经过整理后，钱

江管理处将把照片等资料移交给石老虎修复团

队。“预计8月底，我们就会对石老虎展开修复，

工期不会太长。杭州亚运会开幕之前，修复好

的石老虎就会与公众见面了。”钱江管理处的相

关工作人员说。

当然，石老虎修复期间，钱江管理处会对石

老虎进行暂时性的封闭，“也希望广大市民游客

可以理解。”

修复预计8月底开始，市民期盼“修旧如旧”

虎跑石老虎的旧照和故事征集发出后，钱

江晚报编辑部邮箱收到了不少市民发来的投稿

和分享。

读者婧子发来一张合影，“是父母的青春

啊。”婧子笑着说，那是父母第一次结伴旅行拍

下的唯一合照。

“你看照片里，我爸和我妈多青涩，他们还

正处于互相喜欢的那种阶段呢。”婧子说，二十

多年前拍下那张合影后，父母相恋、结婚并有了

一个她。此后，一家人来到杭州工作、生活、定

居。“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的缘分，我现在参与

到了杭州亚运会的筹办工作中。”婧子说。

86 岁的读者李定方专程赶到报社送来一

封手写信和一张孙子趴在石老虎背上的合影。

李老说，看到报纸上的征集消息后，很有感触。

“十多年前，我和老伴带着小孙子去了虎跑公

园，看了虎跑的石老虎。”那时孙子还很小，对于

老虎很感兴趣，老伴也相伴左右。十多年过去

了，疼爱的小孙子长成了一个帅小伙，现在正在

学军中学读高中。“老伴前几年因病离开了我。”

李老说，老虎依旧屹立，往事历历在目。

石老虎勾起一波波“回忆杀”，投稿一封接一封石老虎勾起一波波“回忆杀”，投稿一封接一封

众多投稿中有一份很是特别。“我的外公陈鹤

亭，是石老虎的创作者。”投稿的是90后杭州小伙

余朕哲。他发来了一张自己和石老虎合影的近

照，也揭开了一段尘封多年的石老虎创作记忆。

余朕哲说，外公陈鹤亭在他两岁的时候就

过世了，关于外公的故事都是听家里大人说

的。“我知道外公是个很厉害的雕塑家，有过很

多雕塑作品。”余朕哲说，虎跑石老虎的故事他

听到的并不多，也是这次石老虎要修复的消息

传出后，妈妈才再次提起外公与石老虎的点滴。

余朕哲的妈妈，也就是陈鹤亭的女儿陈玉

燕，今年 62 岁，住在杭州竹竿巷一带。“这只老

虎比我年纪还大。”陈玉燕说，在她出生之前，石

老虎就已经完成了创作，并放在了虎跑的滴翠

崖边。

“小时候，爸爸也带我去看过这只老虎。”陈

玉燕说，她印象很深的是，父亲曾对石老虎进行

过一次修复。“老虎虎牙断了，我爸爸去修复，结

果骑自行车摔了一跤，自己牙齿也磕断了。”陈

玉燕说，父亲对雕塑创作近乎痴迷，也极其严谨

和认真。她说，父亲曾跟她讲过，石老虎创作时

并没有活老虎可以观察，主要是看画册和照

片。“那个年代基本都是黑白照片，老虎身上的

颜色其实是最难模仿的。”

创作老虎时，陈鹤亭是中国美术学院（原中

央美院华东分院）的教师。“爸爸没有讲起过老虎

创作的具体历程，也从没将自己的创作作品说出

来炫耀。”陈玉燕说，父亲是个很低调的人。

其实，除了创作虎跑石老虎外，陈鹤亭创作

的雕塑作品《狼牙山五壮士》被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收藏，还曾为四川成都“杜甫草堂”创

作“兵车行”四幅浮雕。

陈玉燕说，这一次虎跑石老虎要修复的消

息，他们也是从钱江晚报上了解到的。“大家还

记着我父亲，还喜爱着他那么多年前创作的作

品，作为家人我们真的很骄傲。”陈玉燕说，如果

陈鹤亭老先生还在世，今年正好 100 岁。“遗憾

的是，父亲一辈子好像都没有与这只老虎合过

影。”

我的外公陈鹤亭，是石老虎的创作者我的外公陈鹤亭，是石老虎的创作者

二十年前婧子父母与石虎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