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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是开中国女子教
育先河的重要城市。回顾
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全
面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的近
代化进程。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偏见根深蒂固，
妇女没有权力享受
学校教育。上海开
埠后，这一现象开
始改变。!"#$年，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
裨治文夫人格兰德
感慨于中国妇女教
育程度之低，在上
海创立裨文女塾。
这是上海第一所女
子学校，标志着基
督教在上海开办女
子学校教育的开
始。次年，美国传教士琼司
女士在虹口创办文纪女
塾。其后，上海的教会女子
学校纷纷创办。至 !%世纪
末，上海教会女子学校已
有 !$余所，约占全国教会
女子学校总数的三分之
一。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创
办于 !"&' 年的清心女子
中学、创办于 !""!年的圣
玛利亚女中、创办
于 !"%( 年的中西
女子中学、创办于
)"%* 年的晏摩氏
女中等。基督教在
上海创办女校的初衷是传
教、发展教徒，其本质是一
种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却
起到了改变中国社会观
念，促进上海近代女子教
育发展和妇女解放的积极
作用。
基督教会女校在上海

的创办，刺激了国人自己
开办女校的热情，同时也
为上海士绅和进步人士自
办女校提供了模本。在梁
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
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
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
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
女学）于 )"%"年成立。其
后，务本女塾、爱国女学、
城东女学社、宗孟女学堂

等华人女校纷纷创办。
)%+& 年被视为上海华人
女学成立之大年。这一年
里，相继有民立女中学堂、
三育女学堂、祝群女校、萃
秀女学堂、辅强女学堂、南

州女校、润鸿女学
堂等 "所女子学校
成立。至 !%($年代
初期，上海已有 ,$

余所华人私立女
校，呈现华人女校
与教会女校并驾齐
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

发，上海女子教育
进入新的发展期。
许多女校在小学基
础上发展出中学
部，部分教会女校
还开设了高等教

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
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
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
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
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
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
于 )%() 年开办的平民女
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
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
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

教员，为学生作专
题讲座，传播马克
思主义，引导女学
生发展自身、走向
社会。

至上世纪 -$、,$年代
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
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
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
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
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
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
全国其他城市女子职业学
校相比，上海女子职业教
育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并非
是蚕桑、纺织、缝纫、刺
绣、家事、助产等传统专
业，而是女子职业教育的
新兴学科———商科。)%-.

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
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
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
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
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

紧密的妇女职业指导所、
妇女工艺传习所，为上海
女子教育做出了许多有益
的尝试。
随着上海女子教育的

不断发展，沪上女学生成
为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活
跃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女生们开始从校园步入外
面的世界，在婚姻、服
饰、社交等方面最早突破
传统的限制，将男女平
等、女性独立等现代观念
和新的社会风尚传播于都
市之中。毕业女生开始告
别固守闺房的传统生活，
踏上社会，成为职业女
性。老上海女校走出了近
代中国首批女教育家、女
科学家、女实业家、女医
生、女护士、女报人。随
着女学生走向社会，参加
爱国活动，女学生联合会
等女生社会团体在上海应
运而生，女学生成为一个
独立的群体站在了历史舞
台上。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

政府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妇
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
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
权力，妇女的社会地位大
大提高。上海的女子教育
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下得以不断发展。目前，上
海除女子中学、女子学院
外，&+余所高等院校和近
).++ 所中小学向女生开
放，女子教育的普及面之
广、教育程度之高都是前
所未有的。
在女子教育不再是问

题的今天，我们不能忘却
老上海女校对推动近代上
海社会进步所作的重要贡
献。

我爱吃京菜
任溶溶

! ! ! !我爱吃京菜。大家一定听过相声《报菜名》里那
个段子，那段子里报的菜名就是京菜的菜名。这些菜
我爱吃。

我最早吃京菜的地方是当时在四马路（福州路）
近福建路口的会宾楼。那时候的儿童书局（今古籍书
店）就在它对面。我常去儿童书局，有时遇到朋友，
就一起上会宾楼吃饭去。会宾楼是家大饭店，但平民
化。我已经好多日子不吃京菜了，还记得当时在那里

爱吃又经常吃的几
个菜：溜黄菜（其
实是溜鸡蛋）、烧
四宝、爆三样，现
在十分普通的酸辣

汤，其实也是京菜。相声《报菜名》里的那些菜会宾
楼都有。特别是代替米饭的银丝卷，非京菜菜馆更是
吃不到的。
离会宾楼不远，湖北路上还有一家悦宾楼，也是

京菜馆，我也去吃过。不过我还是常去会宾楼，因为
熟了。进这两家京菜馆，就像进北京的饭庄，那气氛
是一股北京味儿。我到过北京的萃华楼等饭庄，觉得
它们气氛的京味儿还没有会宾楼悦宾楼那么足呢。
解放后会宾楼悦宾楼都没有了，我又换了个地方

吃京菜，就是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园。
它的气派就大多了，我常遇到一些京戏
票友。有一次隔壁一桌人高谈阔论，原
来是俞振飞大师的学生，他们说有事求
俞大师的话，不去找俞大师而是去找俞
师母。当时的俞师母应是原先的俞师母，而不是后来
的言慧珠。记得在丰泽园我吃到一个新的京菜，叫
“李家鱼”，它虽是蒸出来的，却不同于我们广东菜的
蒸鱼，调味复杂得多。不知道这丰泽园今天是不是还
存在。

再后来，南京路上粤菜馆南华酒家改为燕云楼，
供应京菜，我也去过，不过进去没有什么北京气氛
了，菜倒是京菜。如今燕云楼挪了地方，还开着。

听说京菜源于鲁菜，可能不假，反正不但京菜，
还有北方各地的菜都和我们江南苏锡菜不同，更不要
说同我们广东菜完全两样了。我过去也到永安公司后
面九江路上的天津馆子吃饭，那里也是北方气氛和北
方菜味道。服务员在楼上又对厨房吆喝顾客点的菜
名，又在楼梯口吆喝账目，用的是北方话，北方话在
过去的上海还是很少听到的。而他们的菜如爆三样等
也是京菜味儿，就是许多京菜它没有，如溜黄菜、烧
四宝等就没有。像这样的北方菜饭馆还有八仙桥那里
的青梅居等。
我什么菜都爱吃，我爱吃京菜，也爱吃北方菜。

海宁游记 王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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濠河的情怀
钱汉东

! ! ! !我第一次到南通，是三十
多年前的事。记得当时的我，
对南通的母亲河濠河的“濠”
字还曾追根究底一番，始知，
濠河是古时的“护城河”，其
本义为河底部安放有竹刺的护
城河。史载后周显德五年（公元
%."年）筑城凿河，已有一千多
年的历史。

如今的濠河已成为国家
./级旅游景区。在绵绵的微风
细雨中于濠河边散步，仿佛置
身于江南园林之中，惬意无比。
“吹面不寒杨柳风”，河面上吹
来的风格外舒爽，白色的槐树
花絮，纷纷扬扬地散落在我们
的头发上、衣物上，诗意盎然。
天黑时分，华灯齐放，北濠

大桥、濠西书苑、南通电视塔在

灯光的映衬下，格外地显眼。我
们登上龙舟，夜游濠河。两岸的
建筑物错落有致地倒映在水光
里，幽静的水面变成了一条色
彩斑斓的光带，变幻莫测，璀璨
夺目。龙舟行驶在濠河中，濠河
的每一处视角，都是一道道
美妙的风景———
濠河之水是清澈的。濠

河形状如宝葫芦，水面开阔，
河水清亮。无风时，像一面平
静的大镜子；微风吹过，明镜一
般的河面便波光粼粼。天空中
不时有江鸥、野鸭掠过，发出喳
喳的声响。河里的鱼儿穿梭于
水草间，偶尔也会跃出水面，给
人一个惊喜。濠河上那座音乐
喷泉，随着音乐的旋律，千变万
化，喷泉正中有一个很大的喷

泉口，每到歌声激昂时，就会有
冲天水柱喷出，犹如出水蛟龙
直蹿云霄，十分壮丽。
濠河之桥是典雅的。桥的

造型丰富多彩，有中式的，也有
欧式的……龙舟缓缓行驶，几

十座建筑风格不尽相同的桥，
一座挨着一座从头顶掠过，别
有一番风味。经过和平桥时，我
看到了宋代瓮城遗址，遗址周
边还出土了大量带有人物、龙
凤、花卉图案和福寿文字的陶
瓷碎片，如今这处瓮城遗址被
就地保护，并以玻璃橱窗形式

进行展示。宋代瓮城遗址，是南
通历史的见证，弥足珍贵，是我
此行最感兴趣的地方之一。古
代濠河一带无路无桥，通行全
靠行舟。清末，张謇修堤并建造
了三元桥、启秀桥等，陆上交通
有了改善。张謇是清末民初
杰出历史人物，,(岁高中状
元后，为南通做了许多实事
好事，彪炳千秋。
濠河之滨是美妙的。文

峰塔是濠河的最佳景点，始建
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 )&)"

年）。塔高 -%米，雄居城之东
南，塔为青铜瓦，白墙红柱，仿
楼阁式，是南通人崇文兴业的
象征。
曾几何时，这条被誉为南

通“翡翠项链”的母亲河失去

了昔日的风采。工业污水、生活废
水，一起涌入濠河，美丽的濠河严
重污染。南通市副市长朱晋告诉
我，政府下了大气力整治濠河，关
掉迁移污染企业，铺设污水管道，
清理淤泥，疏浚河道，从根本上改
善了老百姓的生活环境。如今濠河
两岸成为居民理想的休憩之处，也
吸引了不少外资企业的高管来此
考察投资。
水是城市的眼睛，有水的城市

往往更有灵气。如果说，南通是万
里长江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
么，濠河则让江北名城南通变得更
为灵动，更富浪漫色彩。

想
当
年

张
林
岚

! ! ! !早年的新民晚报，在邻近外滩的北京东路圆明圆
路上。工余之暇我们无处可去，总是以外滩公园为我们
的“后花园”，到那里蹓达蹓达；散散心；或是坐在公园
的长椅上看黄浦江的风景。即使到了上海解放战争打
响的前夕，也没有改变这样的习惯。

)%,%年 ,月 )(日前后上海远郊已经传来隐隐约
约的大炮声，如同春雷滚动，惊起候虫时鸟。老百姓都
在悄声欢呼：“天亮快了，毛先生来了。”这些日子，辽
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打完。解放大军 ,月 ),日
渡江，(-日南京解放。上海南面的杭州，二十天前就解
放了，上海人盼啊盼啊，“如大旱之望云霓”，踮酸了脚

趾头。
常到外滩公园长椅上谈话的是记者

之一吴让能。我们合得来，有些体己话，
在公园里可以敞开胸怀讲。他是报社女
老板邓季惺先生的侄子，原在复旦大学
读新闻系，因为参加学生运动，退学进了
报社。我们生怕公园长椅的谈话引起旁
人怀疑，往往以记者摄影为掩护，遮蔽人
耳目。
我们那一年都只有二十五六，目空

一切，喜欢“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势。现在回想起来，
还真觉得可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知识分子
多嘴，还自作多情。那时候我们就深怀杞忧，怕共产党
管不好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怕进了上海这个“大染缸”
会变色，怕暗藏的坏人捣乱破坏；怕糖衣炮弹、美女蛇、
薄刀党荆棘满地，上海这个码头难打啊……
解放迄今，六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其间虽然弯路走

了不少，还好，杞国的天没有倾覆，没有塌下；有共产党
的长人顶住呢。
吴让能警敏、活泼、热情、豪爽，他在上海解放时期

确实做了不少工作：除了做记者本职的采访写稿，还在
报社团结职工，护厂，组织青年学习时事、政策，偷听新
华广播，还参加上海学联和新闻出版界的地下斗争。他
和社会上有广泛联系，常常带一些进步分子参加报社
的舞会、扭秧歌、联欢会，十分活跃。自然，其间也有失
误。有些事情是客观原因，甚至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错
不一定在他，而在组织。)%.(年他被调往黄浦区委宣
传部工作。)%.*年又为胡风鸣不平而“错划”，下放浦
东农村劳教。摘帽后到黄浦区一所小学教书，当“猢狲
王”十多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党籍，但恢复不了
新闻工作，而是转入政法部门，在区检察院做党务工
作。离休后社会生活还是不少，谈笑风生，豪情不减当
年，八九十的老头，不显得老。
试举一桩小事为例：是五年前了，(++%年 "月 )*

日，吴让能在电话里邀我去拍一部电视
纪录片，片名叫《)%,%：接管大上海》。视
频将以我们六十五年之前坐在外滩公园
长椅上谈话的一个镜头作为片头。我说，
“不，不，不可以。接管大上海这样的历史

事件，怎么能以我们做纪录片片头？接管大上海的是解
放军，是陈毅、粟裕、潘汉年他们，可不是我们。”
摄制组的人解释：这个纪录片是以拍一般的平民

百姓活动为主，亲身经历者都是老年人，不是“官式”的
革命文献纪录片。次日一早，天没有大亮就到了“外景
地”东方明珠塔下的滨江大道。我们二人先在导演和摄
像师指点下到镜头前推演了两遍，就进入戏中。
面对隔江的外滩景物，我确实有些触景生情。回首

当年旧事，感慨系之。时间过得真快，它一如黄浦江的
波涛，正在我们眼前滚滚奔流而去。逝者如斯夫，我们
原来都这么老了！
纪录片的这组镜头，是导演受到我们当年一张老

照片的启发。照片只有一寸大小，早已泛黄褪色，人影
模糊。我用浆糊粘在照相簿上，临近上海解放的日子，
坐在外滩公园的长椅上“指点江山”的情景，我们想象
未来，憧憬梦境似的新生活、就要到来的社会主义新社
会，那一定是充满光明的、民主富强、自由平等的文明
国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恐怖，也没有战争。我
们中国人渴望一百多年的好光景就要降临了。
纪录片的一组镜头大约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摄制完

成，我们的角色上台不过几分钟。
至于上文所说的

《)%,%：接管大上海》纪录
片，原是市委党史研究室
和 012 电视新闻中心合
摄的建国 &+周年的“文化
盛宴”的一部分：六部纪
录片系列中的一个开篇。
受访者的对象，平均年龄
"3岁。当年 %月 4"日和
'+ 月 ' 日先后在新闻综
合频道和纪实频道播出。
视频首先出现了那张历尽
沧桑的外滩公园长椅，好
像青埂峰，那块石头，那
上面留下多少上海的悲欢
离合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