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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
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小院氛

围永远是那样和睦，长辈们谨言慎
行，彼此以礼相待，孩子们之间团结
友爱，从没有争吵与计较。
那时候，院子里各家共用一只

总水表，每个月计算出总费用后按
各家人口平摊水费。男女老少均按
同一标准计算，如来了客人住半个
月以内的，按半个人计算，超过半个
月的按一个人计算；孩子们住校读
书的一个星期回来一次，按半个人
计算。各家按照规则自报人数，鲜有
争议。收水费的工作由各家轮流完
成，通常由孩子来执行这项任务。王
晓明记得，每到一家，总能得到这家
大人的客气接待，夸赞一下，问问功
课，关心问候家里诸人安好。
不知从何时起，院子里形成一

个习惯，无论刮风下雨，每个星期日
院子里总要大扫除，各家男女老幼
一齐出动，开始室外清洁工作。人们
先从自家门前扫起，最后全体集中
一起清洁庭院卫生，清扫公共厕所。
每一次大扫除的最后阶段，大家会
在院子中心地带会师，大人小孩十
多把扫帚一起挥动，将垃圾合围，小
孩子们则快快地用畚箕将垃圾装
走，倒进垃圾桶。年纪最小的阿荣总
是打个赤膊，拿只畚箕这边那边帮
着倒垃圾，跑得最起劲。
植树种花，一直是院子里各家

的共同爱好，在“文革”期间，做好家
庭绿化和公共绿化是人们可以名正
言顺追求的真善美。那段时间，小院
的水费账户上日积月累，竟然有了
!"多元的结余。这在当时是笔“巨
款”，那时一位小学新进老师的月薪
才 #"多元。于是居民小组长沈家大
爹、也是一家的长辈召开小组会，讨
论如何处置这笔钱。有人提议，在院
子里种树，美化环境，获得全体通过。
小朋友们更积极，郭柏炎、王晓明等
几个大男孩蹬着佘孃孃向单位借的
黄鱼车，去江浦路的苗圃买树苗，法
国梧桐苗 $元一棵，买了近 $%棵，还
有杨柳、冬青、夹竹桃、乔木灌木，高
矮搭配。苗木规划事先定好，保证每
家门前都有绿化。男孩子这一队出
去买树苗时，留守的一队就在院子
里挖坑、填肥。等黄鱼车拖着长长尾
巴的树苗进了小院，立即传出一阵
欢呼。一棵棵树苗栽植下去，竟然全
部成活，两年后便枝繁叶茂。

邻里情深
虽然长辈们平日里的交往看

似风清云淡，其实彼此都存着一颗
善良友爱之心，关键时候总能伸出
援手。
张蓓芬回忆，上海夏秋台风来

袭，阴雨连绵，积水没膝，买菜十分
困难，住在 &号的陈妈妈总是冒雨
带菜来给她们吃，还教她做馒头。
住在 !号的毛妈妈黄韵秋女士

是位医务工作者，院子里谁家孩子
有了小病，都去找她看看，她也总是
热心相助。郭玉瑛说，'()%年冬，临
近春节，妈妈也到了临产的时候，当
时来不及送医院，危急时刻前去求
助毛妈妈。毛妈妈立即跟去她家，在
她娴熟的技术引导之下，妹妹顺利
地来到了人间。
“文革”期间，小院不可能独善

其身，邻里之间的隔阂渐渐产生。赖
毅敏少年时代从台湾经日本来到祖
国大陆参加抗日，在“文革”时期却
被扣上台湾加日本“双料特务”的帽
子。他们夫妻从此谨言慎行，生怕牵
连到邻里朋友。有一次，赖妈妈崔君
定在路上遇见赵妈妈，她从眼神中
看出赵妈妈想与她交谈，她也有此
心意，可犹豫再三还是避开了。

但这种阻隔只是被动的。很多
事情，晚辈们在重聚和出书之后才
知道，长辈们仍然彼此关心，甚至冒
着风险去宽慰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
人们。当时，郭玉瑛、郭柏炎的父亲
被关在“牛棚”里，奶奶日夜思念她
唯一的孩子。徐士珍看在眼中，经常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地敲开郭
家的门，去安慰了奶奶，再悄悄地离
去。隔壁的张中江是上海化工厂的
老职工，只要他有机会看到郭钟福
出来放风，回来总会暗中告诉他们
的母亲“我今天看到郭伯伯了，他身
体还好，你们放心吧！”虽然只有短
短几句话，却如雪中送炭般让郭玉
瑛全家尤其是奶奶得到一丝安慰。

在这样的气氛下，小院在整个

“文革”期间没有贴过一张大字报，
没有一个孩子去当造反派，长辈们
也不把单位里的情绪带到小院来。
大家都感觉到，外界大风大雨，可
一回到小院，就像回到了一个宁静
的港湾。

人生财富
上世纪 !%年代初期，因为改善

居民住房条件，小院不得不拆了，各
家各户陆续搬离小院。毛申允是最
后搬迁的少数几户之一，每天下班，
他抱着 &岁的女儿坐在门口的石阶
上，看着空空的院子，没有了灯火，
没有了人声，心里无比惆怅。
三十年过去，消失的小院从来

没有在他们心中消失。$%%! 年前

后，郭玉瑛、佘国钧和王晓明几个人
提议，将小院的老邻居们联系起来，
三十年后再重聚！他们没有想到，每
一个接到电话的人都是那样激动，
要来和大家见面。$%%( 年 * 月 '!

日，是他们重聚的日子，那年 ('

岁的徐士珍老人兴奋得彻夜难
眠，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佘家
孃孃虽然疾病缠身，仍惦记着要
来参加活动；年过九旬的沈善炫
老人坐在轮椅上让两个女儿推着
他来到会场；不能到场的也写信
或发来视频祝贺。
曾经的小伙伴们，大多已年过

半百，功成名就，有的以行业专家的
身份退休，有的是某一专业领域的
领军人物，但相聚时刻，他们仿佛又
回到了童年时代。“小老虎、毛弟、秋
生、三毛、四毛……他们激动地喊着
儿时的小名，紧紧拥抱在一起，激动
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他们诉说着
童年生活的一桩桩趣事，也急着倾

诉别后的一切，总之有说不完的往
事和今事。然而半天的相见，满腹
的话语哪里说得完？大家决定，把
每个人记忆中的小院生活回忆出
来，结集成书。于是，除了 &+年的
小院生活外，他们又有了一笔宝贵
的人生财富：两本记录小院生活、
小院文化和一段历史的书———《我
心中的院子》。
此后数年，老邻居们每年一聚，

更觉亲切。平时时而电话问候或登
门探望，成为心中一份寄托。赖毅敏
和崔君定夫妇俩也借聚会的机会，
终得与赵仲兴老先生消除隔阂。赵
老生日的时候，两人还在上海最有
名的面馆买了他最喜欢吃的螃蟹
面，亲手送到了他住的医院里。

! ! ! !王晓明#长辈之间的交流非常

客气!谨言慎行!礼节周全" 对小

孩既不过度热情!也不排斥!也很

客气!从不讲张家长李家短" 富有

同情心!即使在#文革$的时候!我

妈妈讲起人家的事情时!都是很同

情的!从来没有幸灾乐祸!这些都

让我学会了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

佘国钧#长辈们都安于本职的

事情!而不去浮想联翩" 把自己做

好了!才有自己的位置"在写书时!

尽管很多人在国家层面都做过很

大的贡献!但都是淡淡地写过或者

不写!他们懂得许多时候是事比人

强!是时势将他推到那个位置上做

了那些事!没什么了不起" 他们真

正了不起的是能够长期守住自己

的本分!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郭玉瑛#从眉州路院子优良的

人文环境中走出来的人!就是与社

会上的人不同!举手投足&言谈举

止之间!就能感觉到他们是一群有

教养的人! 是规规矩矩做人的人!

认认真真工作的人!是值得信赖的

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每当我回忆

往事的时候!就深切感悟到环境对

人的成长有多么地重要!在眉州路

院子这一优良环境氛围中成长的

我们!加上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成

为有用之才"

毛申允#我们的精神世界很丰

富!这来自于 !"年小院生活的丰厚

积淀"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但是生

我养我的院子! 是我永远不忘的故

乡!那里有我的根!有我的童年&青

年!有我的快乐&我的理想和信念!

是我的喷涌不息的精神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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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心中的父辈和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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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院里的孩子们组成小乐队!经常举办文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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