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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老上海的报业史，是
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缩
影。在媒体日益发展的今
天，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
我们温故知新，进一步传
承弘扬海派报业精神。

研究老上海的报业，
不能不提到望平街。在中
文报刊史上，望平街犹如
美国纽约的华尔
街、英国伦敦的舰
队街一样，有着举
足轻重的地位。望
平街即今天的上海
山东中路，从福州
路口至南京东路一
段。这条当年的碎
石小街是 !" 世纪
上海报业的发源
地。!#$%年《申报》
在望平街开业后，
由于这里地处英租
界，具有政治荫庇
作用，加上英国的印刷技
术和印刷机械又最早在这
一带推广普及，因而望平
街成了当时上海报人开办
报馆的首选地。至上世纪
&'、('年代，约有四五十
家报馆集中于此，连“中国
第一流之新闻纸”天津《大
公报》也在望平街设立分
馆。众多的明星报人集聚
望平街，并从这里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

研究老上海的报业，
又不能不提到当时在全国
最具影响的上海新闻界
“三巨头”：《申报》、《新闻
报》和《时报》。《申报》的创
刊打破了创建于 )*+) 年
的《上海新报》独家经营的
格局，呈现出近代报纸比
较完备的形态。《申报》自
创办到停刊的 $*年间，见
证并记录了清同治、光绪
和宣统三个朝代的更替，
两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
革命、中法战争、甲午战
争、日俄战争以及维新变
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
入侵北京等一系列重大历

史事件，可谓是“近现代史
的百科全书”。)*"& 年，
《新闻报》在望平街创刊。
虽然它比《申报》创办迟
%,年，但由于该报注重改
革报纸内容和版面，信息
量大，又善于经营管理，因
而其影响和声誉与《申报》
不相上下。-"'(年，狄楚

青在望平街创办
《时报》，成为维新
变法后改良派在国
内创办的第一份报
纸。由于该报在评
论、编辑、出版等方
面大胆革新，聘首
创“时评体”的陈景
韩等优秀报人专辟
时评栏，应时而发、
精悍明快，颇受时
人欢迎。《时报》很
快成为发行范围覆
盖全国的报纸。当

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还
有，于右任的《神州日报》
和《民立报》，张竹平的《时
事新报》，章太炎主笔的
《大共和日报》和《苏报》，
戴季陶经理的《民权报》，
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
报》，梁启超的《时务报》，
蔡元培的《警钟日报》和
《国民日报》等。

研究老上海的
报业，还不能不提
到商业化的报刊发
行方式。望平街之
所以成为“报馆街”，从某
种程度上讲，得益于与近
代报刊几乎同时产生的报
贩。《申报》创刊后，在利用
邮局、书局、会馆等发行渠
道的同时，主要利用报贩
挨家挨户上门送报，以至
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报
贩群体。后来创办的《新闻
报》、《时报》等也都采用这
一模式。!"!!年，报贩在
望平街成立了自己的行会
组织———捷音公所。当时
有人这样描述望平街的盛
况：每天清早，报贩云集

望平街，成捆的报纸从各
报馆运出，有的车拉，有
的肩扛，还有很多报童手
提，将报纸发往上海和全
国各地。一旦出现重大新
闻，贩运报纸的人更是把
整条望平街挤得水泄不
通，煞是热闹。
老上海报业有力推动

了历史和革命。曹聚仁曾
指出：“短短望平街，代表
着西风吹动以来的中国文
化，从这一街巷的浪潮
上，体会着时代的脉搏。
从启蒙运动以来，每一个

和政治动向有关的
人物，没有不在望
平街上留下他们的
足迹。”毛泽东曾
回忆说：“当我在

长沙的中学读书时，我第
一次读到的报纸，报名
《民立》，是民族主义派的
报纸，里面有反抗满清的
广州起义及在一个湖南人
领导下的 $. 烈士就难的
情形。我读了以后，极为
感动，并发现《民立》里面
充满了有刺激性的材料，
同时我也知道了孙中山的
名字和同盟会的会纲。”
老上海报业的影响力由此
可见一斑。
全国解放后，上海报

业历经政治风雨考验，走
过了曲折的道路。改革开
放后，上海逐步形成了以
《解放日报》、《文汇报》、
《新民晚报》三张主流报纸
为首，各专业报刊和小报
百舸争流的生动局面。进
入新世纪后，随着新媒体
的迅速发展，传统媒体面
临着新的挑战。
如何发扬老上海报业

创新竞争精神，使传统媒
体与新媒体优势互补，更
好地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
作用，这是需要上海报业
回答解决的现实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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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继五月中旬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
演奏厅举行《冬天与春天的对话》钢琴
与小提琴演奏会之后，资中筠先生与石
阳小朋友又于 +月 .日在上海东方艺术
中心再次音乐“对话”。曲目依旧是：莫扎
特《降 /大调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 01

&$*》，巴赫《2大调第三无伴奏小提琴组
曲 /34-,,+》，李斯特《降 5大调第三号
安慰曲 61)$%》，张肖虎《阳关三叠———主
题与变奏》，贝多芬《7大调第五钢琴与
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春天”》等。我能
聆听这场音乐会，真是三生有幸！
说起来我是音乐的门外汉，虽从小

喜欢听音乐，但缺乏音乐天赋，也就仅限
于“听”而已。中年以后才从听碟片学习
一点古典和现代西方音乐史，培养一点
音乐“细胞”，乐器弹奏当然望尘莫及！

资先生是著名国际政治和美国研
究资深学者、中西文化论述及随笔作家、翻译家，其著
述思想见解深邃、文笔隽永秀美，充满人文关怀和社会
担当意识。我过去就喜欢资先生的著作文章，也看过《资
中筠自选集》一书，对资先生学问才情、思想观念、文笔
文风、褒贬臧否均敬仰至极，可惜从无机会拜访谋面。
这是第一次可近距离聆听资先生的奇妙旋律！
资先生虽已年逾八旬，却全无老者之态，风度翩

翩、一派大家风范。她坐在钢琴前，白发翠衣、优雅恬
静。她演奏的李斯特《降 5大调第三号安慰曲 61)$%》
和张肖虎《阳关三叠》古曲主题变奏，才情随着乐音流
淌，她的美达到的程度之高，恐怕除了人格的美和超群
之外8还确实具备了一种非凡的艺术魅力。

资先生中学时代课余学习钢琴，-"($年 -$岁时
举行过个人钢琴演奏会。在清华大学参加过管弦乐队
和课外音乐活动。大学毕业以后工作繁忙，基本上与
钢琴绝缘。三十年后，-"*,年才重温少时所学，弹
琴自练自娱，逐渐恢复到一定程度。.,-.年参加天
津“海泰杯国际非职业钢琴比赛”，获老年组一等奖。
她自谦弹琴技巧及功力有限，只能业余自娱，以此会
友。但听她的演奏，感觉却沐浴在时而珠玉玲珑、时
而排山倒海、层次丰富、绕梁百转的音乐气势中，怎
能相信这是出自一位老人之手呢。

-.岁的石阳生于日本，&岁跟随日本才能教育研
究会的山本冈史老师学习小提琴，+岁回国后师从上
海音乐学院著名教授丁芷诺。现在上海师从著名小提
琴演奏家夏小曹。他曾获 .,,"年上海市“海曲杯”
少儿小提琴独奏比赛第三名……

我沉浸在资先生美妙的
钢琴和小男孩石阳悠扬的小
提琴合奏旋律中，感觉不到
任何“老与少”的概念，我头脑
中蹦出的是“正青春年少”。

百病生于气也
王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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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

气充满着人体，是构成人体最基
本、最细微的物质。气的运动称为“气
机”。气不断运
动而变化，人体
产生各种新陈
代谢的生命活
动，称为“气化”。
气机调畅是气化正常、维持健康的必要
条件，唐代王冰说：“气之为用，虚实
逆顺缓急皆能为病”，故“百病生于气”。

许多因素都可影响气机和气化，这
里举其九种，分为三类：一是怒、喜、悲、

恐、惊、思，属情志过度；二是寒、炅（热），
代表风、寒、暑、湿、燥、火等外邪；三是
劳，指内伤劳倦。情志过度九居其六，
可见情志致病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怒喜悲恐惊思本是正常的情绪思维
活动，太过强烈或持续时间过长，就会

变 成 致 病 因
素，导致气机
失调、气化障
碍而生病。比
如遇到可气之

事而发怒，是正常反应，但勃然大怒
或长时间怒气难消，则会气机上逆，
甚至呕食呕血，此即“怒则气上”。

调节情志对舒畅气机、促进气化、
维护健康的意义，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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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书画展东瀛
吴孟庆

! ! ! !开展海外联谊，向世界宣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史研究
馆工作的新尝试。

.,,$年 &月底，由上海市文
史研究馆举办的“海派丹青———
上海文史馆书画展”，在日本东
京日中友好会馆隆重开幕。这次
书画展，刚好在温家宝总理访问
日本的“融冰之旅”前夕。在日本
前首相小泉执政的年代，中日关
系曾降至冰点。温总理访日，将
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 &9 周年。
这或许是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
我们的书画展适逢其时。因此这
次活动得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
日本亚洲友好协会以及各界人
士的配合和热情接待。参展团抵
达东京后，首先拜会了中国驻日
大使馆。大使馆领导会见了全体
成员，并陪同我们参观了大使
馆。日本亚洲友好协会负责人徐
迪旻先生，联络了日本众多知名
人士和侨界代表参加开幕式。中

日两国多家新闻传媒对开幕式
进行采访报道。

参加书画展开幕式的各界
人士中，引人注目的有日本参
众两院四位议员。其中参议员、
前首相羽田孜在警卫人员的护
卫下按时来到展厅。展厅门口
摆放着他和
日本电气株
式会社顾问
樱井勝等表
示祝贺的花
篮。两位长者是特邀贵宾，他
们和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文迟、
驻日大使馆文化参赞赵宝智熟
悉，见面就热情地寒暄，并且
一起为展览剪彩。我代表参展团
赠送一件小礼品（微刻作品）给
羽田孜，他连声表示感谢。参议
员江田五月是日本原科技大臣，
因故迟到一会，但仍认真观赏了
每幅作品。当天晚上，我们与日
本参众两院支持上海世博会议

院联盟秘书长木俣佳丈共进晚
餐。木俣是日本最年轻的议员
之一，(,多岁，热心于中日友
好事业。他告诉我们，他是蒙
古族。我们希望他加油，今后能
当上首相。他宽厚地笑了。整个
晚会充满了祥和气氛。

这次海
派书画展的
一个亮点，
是展品中有
-,幅吴昌硕

的作品，包括吴氏 .&岁时的书
法《篆书轴》和 *(岁时的巅峰之
作《红梅》。清末民初的吴昌硕是
海派书画的领军人物。日本著名
书法家、日本碑学始祖日下部鸣
鹤称吴昌硕为“书圣”，两位好友
诗歌酬唱，书信不断。日本著名
汉学家长尾甲、日本印学界一代
宗师河井仙郎都曾来中国拜访
昌硕先生，推崇先生的艺品人
品。通过这些大师级人物的宣传

介绍，吴昌硕在日本几乎成了家
喻户晓的人物。参展团中有吴昌
硕的曾孙吴越先生，他的祖父吴
东迈和父亲吴长邺，都曾是上海
文史馆馆员。吴氏四代，书画传
家。我们曾到过东京银座一个叫
“鸠居堂”的出售文房四宝的商店
购物，商店二楼画廊就有一幅吴
昌硕画像。店堂经理得知吴越是
吴昌硕后代，激动地拉着他的手
在画像前合影，他希望能经常在
日本举办吴昌硕书画展。

展览期间，我们会见了日本
书道家联盟名誉会长重田翠村和
会长铃木春子，进行了书画交流
活动。年高德劭的重田先生，饱蘸
墨汁书写了一个大大的“创”字，
寓意共同开创未来，创造中日友
好合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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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似水
顾 骧

! ! ! !我结识亮亮是先睹其文，再闻其声，后见其
人。那一首《荒原夜祭》，对亲人生离死别的哀痛，感
人至深，无法不使人泣下多，青衫湿。敉平内乱，
经历了大动乱、大劫难出现的“伤痕文学”，实际上
是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的先锋文学。像钱江秋潮，奔
涌而来。“忆悼散文”是其中最早一支，是散文复苏的
序幕。在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悼亡者，批四凶，奠英
雄，怀故人，这是全民族长期压抑、沉默、彻悟后的情
感大爆发，大宣泄。这些散文诉真情、去虚饰，不雕
凿，有力地召唤散文中真情实感，摒弃“瞒和骗”，令

人耳目一新。在这一类散文中佼佼
者，已经跃过政治层面，进入审美
层面，执着追求鲜明个性和醇美人
性，激活了五四散文的心。陶斯亮
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是忆悼散文

名篇，也是五四散文的人和心潜入当代散文的先
声。亮亮写出的《千里寻亲》，道出她与“杨叔叔”
之间的朴素、纯真、善良的人性之爱，荡涤人魂。
回忆录、史传之类纪实性文字，真实是它的生

命。在我国历来有着正负两种传统。既有太史公的
“不虚美，不隐恶”的正传统，也有着儒家“为尊者
讳”、“为贤者讳”的负传统。亮亮的书，写双亲真挚
朴实，亲切自然。文品出自人品。她曾有着“红色
公主”之称，但她只认为她是一名操手术刀的外科
大夫，悬壶济世的医生，低调为人，内心平和。难
以从她身上找到令人侧目的“官二代”的种种陋习。
后来虽然做了“官”，但登龙乏术，无袖可舞，如此
而已。略说一点，亮亮曾担任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有过若干份有价值和重大意义的提案。

亮亮书成，嘱余作序，略陈读后点滴所得，遵命
为文，就教于亮亮并海内方家，时在癸巳初春。

此文为陶斯亮新书$我和我的爸爸陶铸)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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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走出首都机场，心
情格外激动。拼命从记
忆深处找寻二十多年前
第一次去北京时的情
形，一切都模糊不清。

机场到市区的马路上，挺拔的大
叶杨绿得翠亮，倍有张力。健壮的槐
树、柳树、椿树、银杏，已露出盛夏的
身段。市区马路隔离带上，排着长队、
疯长的月季在微风中对着天空笑着。灰
格调的楼宇，巍峨庄严，霸气依然。笔直
的马路，宽广大气。灰蒙蒙的天空，飘着
零零星星白色的絮，有些凝

重罩在头顶，空气中弥漫着莫名的神秘。
古老历史的印迹、国字头的各种机构招
牌，尽显皇城根风骨。整个城市长着一张
严肃高贵、琢磨不透、让人敬畏的脸。

说不出味道的绿化布局，道不清的
花草搭配，却有着非同一般的风格，与
周遭自然和谐。这就是写满沧桑、令无
数人心驰神往的北京么？这就是集政治
文化、悠久历史于一身、令世人羡慕仰
望的首都么？

是啊，这就是北京！在这里，有太多的
历史传承，有太多的权力聚合，有太多的文
化交织，有太多的故事演绎，有太多的好声
音传唱，有太多的正能量传递，有太多的
梦想变成现实。

沙尘暴和雾霾难以撼动她的地位，生存的高成本
也挡不住北漂族追梦的脚步。这就是无数人向往的首
都！这就是久违的北京。

败 周伟民

! ! ! !败，甲骨文的
图形是用手持棍棒
击打鼎器。鼎，是我
们的祖先用以煮食
的容器，后来又成为国家权
威的象征，成语“一言九
鼎”，“问鼎中原”就反映了鼎
的重要地位，鼎被打坏了，就
是“败”了，所以就有了“败
坏”，“衰败”，“失败”等贬义
词。“败”，后来才衍变成
“贝”和“文”的结合。“贝”即

是货币，金钱。“文”，则是
文明，文化，我觉得这样的
衍变道理更为深刻，意义
更为悠远：一个社会的文
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如果
一味地围着金钱转，那么
社会的腐败，民族的衰败，
就是无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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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