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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全国地域文化通览
孙 逊

! ! ! !在国务院的支持下，中央文史馆主持启动了一个
大型项目《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以下简称《通览》），每
个省市自治区一卷，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在内。我们
上海文史馆责无旁贷地承担了《通览·上海卷》的编撰。
任务下达，吴孟庆、沈祖炜两任馆长先后为组织撰

稿队伍、拟定提纲目录、试写部分章节、全面撰稿修改
做了大量工作。由于上海此前已有《上海通史》、《上海
文化通史》两部精品力作问世，如何避免重复，写出新
意，使我们面临了很大的困惑和挑战。编撰组同仁不畏
难辛，同心同德，耗费无数个日日夜夜，经过无数次增
删改定，前后历时数年，几易其稿，最终总算不辱使命，
较好地完成了《上海卷》的编撰任务。我个人作为文史
馆馆员，忝列主编，也算是为文史馆做了一件实事。

在编撰过程中，《上海卷》自始至终得到了中央馆
的支持、鼓励和指导。记得试写稿完成后，中央馆副馆
长陈鹤良和《通览》两位副主编陈祖武、程毅中专程来
到上海，听取我们汇报，充分肯定了《上海卷》对中央
馆的要求和意图理解到位，执行有力，写出了上海文
化的特点和亮点。中央馆馆长、《通览》总主编袁行霈
先生更是在每一个编撰环节，多次当面或通过电话给

了我们许多切实而中肯的意见。记得我们最初下编的
提法是“上海文化：中国文化的重镇”，后改为“上海文
化：近代中国都市文化的先行者”，袁先生就在电话中
告诉我们：“现在的提法好，抓住了上海文化的特点和
亮点，‘中国文化重镇’云云，既没有突出上海文化的
特点，也不符合上海文化的实际。”他看过我们试写的

章节后，又在电话中及时给予了肯定：“‘古文化遗址’
一部分写得不错，仔细梳理出了上海文化前后衔接、
连成一线的特点，改变了人们以为古代上海仅是座渔
村，没有太多文化积淀的误解。”又盛赞“《平复帖》一
节写得好，既突出了亮点，又写得恰如其分”。

撰写完绪论，中央馆在北京召开编撰工作会，会
议主要讨论各卷绪论和工作进程。由于当时很多分卷
在谈到本省文化特点时都用了诸如“多元包容”、“开
放创新”之类的概括，袁行霈先生特地在大会上提出：

如果大家都是这样概括本省的特点，就等于没有特
点。并具体肯定了上海卷的绪论，认为把上海文化定
位为近代中国都市文化先行者和引领者的提法，以及
近代上海文化“趋时求新”、“中西交融”、“商业意识”
和“市民趣味”的特点概括，就比较有上海的特色。

这次编撰中央馆提出了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
统一的要求，特别是对学术性要求很严。在这一过程
中我们也受到了学术规范的教育。此外，为了增强可
读性，中央馆要求精选图片，图文并茂。为此，上海文
史馆积极联络有关单位，广搜图片，好中挑优，尤其注
意挑选那些稀见和首次发表者。例如卷首彩插中有一
幅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和中国早期基督教
信徒的女儿黄素娥的结婚照，新郎碧眼高鼻，身着长袍
马褂，新娘穿改良旗袍百褶裙，手捧鲜花，中西合璧，可
谓是我国早期涉外婚照的典型代表。书中还有一幅黄
金荣 !"#"年以后在大世界门前扫地的黑白照，当年不

可一世的流氓大亨沦落到这步田
地，这张照片很有代表性。

干露露也要当!市长"#

司马心

! ! !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所以本文
标题中的这个问号，应该拉直了才
对———近日之间，早已风靡南北的
“艳模”干露露发出微博，说她要考
公务员啦，岂但是“从政”，还要“争
取当市长”呢！干露露一脱成名、以
脱为业，现在也要走“仕
途”，当“市长”？于是舆论之
间，不免惊诧，也不少疑问。

其实干露露的要“当市
长”，原是不必惊诧的———
“脱星”的“从政”，不是一个“国际惯
例”，甚至差点要成为“普世价值”
吗？当红的艳星，进了内阁，当了部
长；闻名的脱星，登坛众院，做了议
员，在于欧洲大陆，在于大洋彼岸，
不是早已有了先例么？所以一
个艳模，如果能当“市长”，大
概也是西风之东渐，也是对于
五千年文明的一大“启蒙”吧。

再说干露露如果竞选
“市长”，恐怕票数还会不少呢！今
日之干露露，加上她同样一脱的
“干妈”和“干妹”，因为行如其名，
所以所到之处，追随者蜂拥，不论
是车展之上，还是典礼仪式，莫不
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对于干露露
的“出位”，舆论之间，早已批斥再
三，但是干露露越批越红，据说签

约的门槛已被踏破，档期排也排不
过来。什么原因呢$ 因为“人气太
旺”，看的人实在太多，从成功男士，
到初出的俊男，几乎要被一网打尽。
所以干露露如果竞选，登高一呼，当
众再脱，那选票或许直线飙红呢！

还有一条，那便是干露露一旦
“从政”，她的“公共形象”或许也不
成问题———你看今日之干露露，一
边饱受公众诟病，一边却占尽了报
网荧屏的“娱乐版”，成为广而告之

的艳照。干露露出场之时，闪
光灯闪到众人睁不开眼，那
里头一半来自媒体，干露露
一路之脱，也有大批记者尾
随而去，为的是“不要漏掉一

点新闻”，再加上我们的媒体，素来推
崇“娱乐至死”，即使是时政新闻，聚
焦的也不外乎“美女总理”、“绝色议
员”，一旦干露露果真当上了市长，那
还不是最典型的头条新闻？我们的
“新闻意识”一定不会淡薄，我们的
“专业主义”一定会长袖劲舞的哦！

干露露要当“市长”，也有人说

应当容忍的，甚至提高到“打破阶层
固化”的惊人高度，说我们的社会多
元宽容，人人都有机会，十年前湖北
的“三陪小姐”都当上了副局长，一
个干露露为什么不能当“市长”？当
然也有人想起了十年前德国的一桩

公案———新上任卫生部长的
乌拉·施密特女士，因为年轻
时“打理”过一个叫做“芭芭丽
娜”的“最受欢迎色情娱乐场
所”，且曾亲自客串“下海”，结

果任命一宣布，德国主要媒体、大小
报纸，纷纷在头版头条做出醒目大标
题，曰其《“红灯区部长”？》，连篇累牍
指出“三陪旧事”，大有把部长大姐轰
下来的势头……看来“国际惯例”也
有“观念问题”，“思想解放”的德国人
也许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平头百姓，
那么“三陪”也好，一脱成名也罢，可
以网开一面，但如你要做部长、当
“市长”，从政登仕，那就不行，就要
轰你下去。因为公众对于“市长”，有
道德上的要求，恐怕不能让你一
“脱”之后，再“前程无限”呵！

干露露要当“市长”，当了“市
长”后还要“关注环保、民生和反腐
败”等等，不管是她的再次炒作，还
是她的胡言乱语，恐怕都不要仅仅
当成一个笑话。

李济!发掘殷墟第一人
秦维宪

! ! ! !初夏，刚割完麦子的
中原大地泛着金光，田野
上群鸟跳跃、飞翔，似乎在
讴歌漫漫 %&&& 年华夏文
明史。名扬世界的安阳殷
墟，就在这先民的图
腾———欢愉的鸟鸣声中，
呈现在我的眼前。

今年是殷墟发掘 '%

周年，殷墟是我国商朝后
半期文化遗址，大致以河
南安阳小屯村为中
心，包括分散在村
北洹河两岸的一些
地方；东起自后岗，
西至北辛庄，南起
自铁路苗圃，北至西北岗，
总面积约有 #(平方公里。
这儿是第 )& 个商王盘庚
迁都的产物，盘庚迁殷 *+,

年后，商纣王在朝歌酒池
肉林，残害奴隶，终于被周
武王的金戈铁马一举摧
毁。商灭亡后，其都城逐渐
荒芜，在历史的风雨中变
成废墟，埋入地下。-'""

年，小屯村的农民在耕种
时发现了刻有文字的甲
骨，遂被金石学家王懿荣

首次认识为殷商文字，后经
王定生、刘鹗、罗振玉、王
国维等学者发展，揭开了
研究中国早期文明的帷幕。
然而，要揭示殷商都

城真面目，必须对殷墟作
考古发掘。."*'年春，与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名导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
赵元任）齐名的中国考古
事业开拓者李济正值英姿

勃发的盛年，他怀着一颗
从美国留学归来，矢志于
人类考古学研究的雄心，
毅然挥师南下。李济和北
平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
主持殷墟的发掘，前后共
.%次，直至 .",+年抗战爆
发。这次划时代的考古活
动，震动了国内外，也成了
李济考古生涯的辉煌顶点。
李济和翁文灏、董作

宾等学者在荒凉的田野中
仔细发掘，当他们发现土
层中大量的甲骨文时，高
兴得欢呼雀跃，从而为当
下可认的 %/&& 殷商文字
打下了基础。他们还挖出
了殷商时代的史料（青铜
器、玉器、建筑遗迹、日用
器具、艺术品、鸟兽的骨头
等）。这些都是我国 ,&&&

多年前历史的真实面目的
记载，连孔夫子也无缘一
睹它们神秘的容貌。
李济对出土的陶器大

感兴趣，他仔细整理了
*&&&多种，大部分是日用
品，他认为这些古物与甲
骨文一样，可以较准确、全
面地反映殷商时期先民的
生活和思想。他发现这批
陶器除生活用品外，也有
专为祭祀祖宗或天神用
的，还有专为埋葬用的明
器。李济将这些陶器运回
北平，多年来悉心研究，得

出了许多宝贵的结
论。他认为商朝的
陶器，就制造方面
而言，可以分为三
大类：一是灰色的

陶器，包括煮饭用的鬲，盛
菜用的豆，以及盛东西用
的坛子和罐子，属于较普
通的。二是白颜色的陶器，
即考古学家称之为白陶
的。这些白陶大部分祭祀
用的，原料与现在一样。三
是上过釉的陶器，这是世
界上陶器最早用釉的例子。
当李济宣布这一发现后，英
国的考古学家立即在皇家
亚细亚学会的杂志上，将
这一特大新闻登了出来。
李济还将大批殷墟出

土石刻运回北平研究。他
指出在安阳发掘之前，研
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总
认为中国的石刻，最早不
会比汉朝早多少；安阳石
刻出土之后，世界艺术家
才知道东方的石刻，可以
早到公元前第二个 !&&&

年。这些石刻所用的原料
都是安阳附近出产的。雕
刻品中立体型的较多，所
象征的动物如虎头猿身或
龙的雕刻，也有老虎、鹰和
水牛。其中也有一些人体
雕刻，保存完整的只是若
干小型的，大的均附着于
建筑上。李济研究殷墟石
刻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商朝人所用的图案及其设
计和安排，现在仍有若干保
存分布在太平洋各处的民
族中。李济对殷墟发掘的
贡献，至今无人望其项背。
一名考古学家，一生

中对一个古人类遗存，连
续发掘 !%次，这是人类考
古史上的奇迹。基于此，今
日殷墟以其恢宏的画面吸
引了天涯旅人，此乃李济
之功！我徜徉遗址，环顾四
周，但见萋萋芳草中巧妙
地点缀着形态各异的殷商
动物石雕，石雕环抱中那
高耸蓝天的司母戊大鼎、
仿造商代茅屋的纪念馆、
玻璃覆盖的奴隶墓穴、深
入地下的甲骨、怪峻的妇
好墓、森严的王陵，错落有
致地沐浴在斜阳之中，令
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琴瑟和鸣自苍穹
夏 军

! ! ! !应钱永刚教授的邀请到上海交
通大学参加了“艺术与科学的天籁
之音———蒋英与钱学森事迹展览”
暨音乐会。那天正是世界博物馆日。
钱学森有一位非凡的夫人———

蒋英教授，两位有一个共同的爱
好———音乐。前者是爱乐者，后者是
声乐大师；一个善吹铜管乐器，一个
擅长欧洲古典声乐。我对这样
一对大师级的“音乐伉俪”，除
了敬仰外，还有几分好奇。

除了历史照片资料，展厅
里还陈设了一部分珍贵的文
物原件，其中有蒋、钱共同演奏过的
吉他、竹箫。还有钱学森在结婚时送
给蒋英的礼物———一架斯坦威大三
角钢琴。我从钱永刚教授那里，搞清
楚了他父亲钱学森生前吹奏的究竟
是什么乐器。他说：以前说小号，其
实是误传，准确地说是“次中音号”，
现已不知去向。后来从旧货店淘到
一种类似的乐器放在那里。这种对
历史的尊重，正是严谨科学的博物
精神。展厅一角，一名学生正在那
架钢琴上弹奏蒋、钱生前喜欢的乐
曲之一“贝多芬的奏鸣曲第 !!&

号”。琴声袅袅，使人们沉浸在对斯
人的缅怀和遐想之中。

蒋英出身名门，系我国近代著
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女，早年留学
德国、瑞士，主修声乐，毕业后留校从
教，!"0+年回国后在上海兰心大戏
院举行首场个人演唱会，取得很大成
功。同年与钱学森在上海和平饭店结
婚，后赴美国。."%%年跟随钱学森，
勇敢冲破美国当局的封锁回国，在中

央实验歌剧院、中央音乐学院执教，
呕心沥血，桃李满园。

蒋英与钱学森的婚恋颇为传
奇，钱学森求婚的直白、自信和简
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与其说他
们是青梅竹马，不如说是爱国主义
和音乐，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
起。一面是发出巨大轰鸣声的火箭
导弹，长时间分别，奔波于大西北，
却不能与妻子言说；一面是歌声婉
转，余音绕梁，声名鹊起，却来不及
与丈夫细诉衷肠。科学的灵感与艺
术的灵感是相通的，许多大科学家，
当他们的事业达到极致时，常常与
音乐艺术结缘。钱学森说：“蒋英对

我的工作有很大帮
助和启示，这实际上
是文艺对科学思维
的启示和开拓！我对
一件工作遇到困难
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
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

对理论研究的兴趣，常使
我的思维习惯，不自觉地游走
于逻辑与直觉之间。在对蒋、
钱一生轨迹的思考中，我突然
感到展览会弥漫着一种特别

的和谐、温馨的气氛。和许多观众一
样，看着钱学森、蒋英的合影，不禁
惊讶：何来如此天造地设一双！在今
天动辄以“帅哥”、“美女”相称泛滥
的年代，有谁能与钱、蒋两位的风貌
相比？大气、深邃、美丽、大方、睿智
融洽在一起，这种科学的美与艺术的
美的理想结合，根源于他们对民族、
对国家的无私奉献与忠诚。

音乐会上，交大（钱学森母校）
交响乐团和市三女中（蒋英母校）
室内乐团演奏了中外名曲。在他们
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这时
我不禁仰望苍穹，除了对先人的缅
怀，还带有几分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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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沈宝发（又名沈一草）与贺友直曾经是同事，“文
革”中在五七干校，两人同编八二大队。贺友直曾写道：
“沈宝发最伤，一进单位就卷入‘文革’，一进干校只弄
锄头铁鎝，根本没碰过绘画专业，虽身处广阔天地却无
所作为。”全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无所作为”的人美
社编审，已经退休了，他将数十年编辑生涯里留下的理
论文字搜集在一起，再加上一些未曾有机会发表的“未
刊稿”和述说自己家史乡情的文字，编成一本《望尘集》，

自费出版，其原生态文字让人耳目一新。
出书原生态，突出了一个真字：道

真言，播真情，留真相。沈一草入社初还
画过 ,年连环画，但最终没有画出世，
故转而干编辑一行。他拟一副对联以自
况：“有份曾与众贤哲相伴，只成是个前
辈晚辈同事，没能入得斯门；无缘难拜尊
俊为师，不认有过先生学生名谊，偷着从
头学起。”这本《望尘集》，把许多对自己
不利的生活描述和社会评价，都如实地
记录在案，需要一点勇气。

在《夏天的早晨》一文里，他写自己挤公交，吃食
堂，住垃圾窝，倒痰盂罐，侍奉有三十多年精神疾病史
老母亲的真实底层生活状态，对那些局促的生活从不
回避。在《我学毛笔字》中，他不顾颜面地留下诸多同行
对他的贬黜和批评，如张森说他的字太俗，格调不高；
胡问遂说他写字“尚不入门，笔力全无，功力不够”“楷
书基础太差”；胡海超对他说：“你是勤于笔而懒于思。
临帖临得不错，脱手（离开帖）写就不行了，好像离了帖
就不能生活了。”这些话，常人在收入集子时，唯恐避之
不及，毕竟青史留名，尽量
隐恶扬善才是。但他照样
坦然收入，录以备考，以
存信史。他虽然没有受过
正规的美术教育，但是他
“偷着从头学起”，至今也
书画双娴，事业有成。身
为编审，也算出版行业的
高级职称了。

书应该是信史，后人
正是通过它，来了解和传
承了以往发生的事件。如
一味自诩，文过饰非，迎
俗媚时，后人定无法获取
历史真相，延脉之举也无
从谈起。

! ! ! !文史馆不是养老院! 馆员要发

挥参政咨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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