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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村的!宪法"

陈保平

! ! ! !假日里，去了一次余杭良渚遗址。青山依
依，稻菽绵绵，真是好地方。落成不久的良渚
博物馆就卧于此。设计粗犷、简洁，静若古村，
据说已得过国际奖。我们穿过时光隧道，漫步
浏览，对距今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有了粗
浅了解。同行中有学历史的，说中华文明的流
传或另有一脉。七十多年的考古历程证明，良
渚文明在中国和世界同时期、同类文明
中有着重要地位。可惜这方面的研究不是
很多，我们大多数人对良渚文明的起源、
发展、演变知之甚少，枉为良渚后人了。

不过，我这里想说的是一件与现代
文明有关的事。来到近年开发的良渚文化村
内，只见门口赫然横着一块铁锈板，开首刻
着四个柳体大字：村民公约。往下读，有这
么一段记述：“二〇〇八年秋，有村民构想
良渚文化村制订‘良渚宪法’，遂生共鸣。众
村民偕万科斟酌推敲，数易其稿，于二〇一
〇年秋公示‘村民公约’!" 条，访问村民
!#!$户，给力拥力者逾 !%&!户，后定稿为
"%条‘村民公约’。”铁锈板上镌刻着
的就是这 "%条“村民公约”。原来，这
里住着的几千户村民，有世代躬耕垄
亩的原著民，更多是从各地刚搬来的
新居民。村内有别墅、公寓、普通民
房。住者有开豪车、养名犬的，也有朝九晚
五的小白领，还有当保安、做保洁、食堂里
卖大饼油条的。五方杂处，阶层不等，习俗
各异，如何和谐相处就成了一件大事情。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身边是好邻居，自
己居住的社区是个好社区，但一个简单的道
理常常容易被疏忽，这件事不能靠政府的强
行规定，也不靠哪个有威权的村长一言九鼎，
比较有效的做法，还是靠大家对自己行为的
共同约定。当然，这种约定需要每个人的自律
和付出，这就是公约的意义。一个人若只在家
里守规矩，出了门就为所欲为，没有公共空间

的意识，那就不是现代公民。有人说，这种公
约多少有点卢梭的社会契约精神。
其实，这种老百姓过日子的章法，未必都

来自西方社会。读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里
面就有“乡约”的记述：徳业相劝、过失相规、
礼俗相交。乡绅文化古来有之。“白鹿村的祠
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

‘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
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
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
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
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
和纤细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现代社会
行事的制度营养，不失为一种好办法。良渚文
化村不仅环境优美，且民风温和，良序公俗深

入人心。微笑、排队、“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随时可见。这
是一方宝地，接千年地气，纳古今文
明，可谓別具一格。
有感于此，我将 "%条“村民公约”

抄录于下：
!"我们乐于参加小镇的公共活动!

#"邻居见面主动问好!

$"我们呵护孩子的自尊"在公共场合避

免责罚!

%"孩子之间发生冲突"家长首先教导自

家孩子!

&"邻居长时间不在家时"我们帮助照看"

遇有异常"及时告知管理人!

'"当邻居因房屋维修需要配合时"我们

乐于支持和帮助!

(" 我们拾获楼上邻居晾晒时飘落的衣

物"妥善保管及时送还!

)"我们不往窗外抛撒物品"晾晒浇灌防

止滴水!

*"在小镇公共场所"我们放低谈话音量!

!+"在清晨和夜晚"我们主动将室内音响

降低!

!!"我们在公共场所衣着得体"讲究礼仪!

!# "我们在乘车#购物时依次排队"

尊老爱幼!

!$"节假日我们只在指定地点燃放烟

花爆竹"平时燃放征得管理人同意!

!%" 婚丧乔迁等传统风俗不妨碍小

镇公共秩序#环境!

!&"我们开车进入小镇不按喇叭"开车窗

时将音响声音调低" 停车后尽量将车辆防盗

装置调整到静音状态!

!'"小镇内我们慢速行车"不开远光灯"

主动礼让行人!

!("我们在指定位置停放车辆"不跨线#

压线"且车头朝向规定方向"停车即熄火!

!)"小镇内出行"我们倡导使用自行车#

电动车或循环巴士等!

!*"保持公园#游山步道等公共场所的环

境整洁"自觉带走废弃物品!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在小镇公共餐饮场所就餐"我们提倡

自备打包餐盒!

##"购物买菜"我们使用环保袋或竹篮!

#$"家中的闲置物品"在小镇跳蚤市场交

易或慈善捐赠!

#%"在公共区域"未经管理人同意"我们

不放生#放养动物"栽种植物!

#&"我们为宠物办理合法的证件"定期注

射疫苗!

#'"使用牵引带遛狗"自觉清理粪便!不

带宠物进入室内公共场所! 为具有攻击性的

宠物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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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那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颇陌生，他报了姓
名，并恳切邀请我参加一个小型沙龙式的朗诵会。我倒
是挺愿意去的，不巧有个活动安排在先，无奈去不成
了。来电话的人是陈钢。
提起陈钢此人，我其实并不陌生。那个风靡中国誉

满全球的杰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况》的两个作者之
一不就是他吗，另一位是何占豪。然后，我会自然地联
想起，陈钢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陈歌辛，上世纪三十
年代许多老上海的流行歌曲都是他谱的曲，至今还在
广为传唱。陈钢自己的专业亦是作曲，加
上家庭这一份浓郁厚重背景的熏陶和影
响，以及他在作曲界出类拔萃的建树，这
样一个纯粹、虔诚醉心于艺术的上海男
人，毫无疑问可称得上是上海老克勒了，
若说他是离老上海最近的人也不为过。
《梁祝》这样一部足可留芳百世的作品，它
的诞生地就算是上海，而两个作者之一的
又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男人，偶然中似蕴
含着必然，其中的奥妙，实在值得玩味。
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
有一阵子，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总想

得出一个结论，《梁祝》的两位合作者，
到底谁的功劳更大。但在我们私下里议
论的时候，陈钢老师却洒脱得很，从不见他在什么场
合为自己炫耀，而另一位作者何占豪老师也极低调和
质朴，致使所谓的结论成了一个永远的谜。我现在倒
比较心平气和了，这个罕见的作品完完全全应当归功
于两个人，缺一不可。而陈钢老师这一份淡定、脱俗也
着实值得我好好学一把了。
再说陈钢老师生活态度上的那种潇洒恐怕又是会

让人不免大发感慨的。这样一位令人崇
敬、仰慕的大作曲家，上下班居然会骑
着一辆自行车。我去老上译厂工作，总
要途经上音，有时候可瞥见他骑着车在
院里出出进进。更有甚者，这么多年过

去了，直到今天他的代步工具依然是自行车。因他人
偏胖，那辆不足 "'英寸的车显然又矮小了一点，作个
不恰当的比喻，就像熊猫骑在独轮车上，让人感觉蛮
好玩的，而他自己优哉游哉，如入无人之境。我在想
象，会否这种时候妙不可言的旋律和灵感就会在他心
中喷涌而出呢，真是很难说的。于是我终于弄明白了，
唯拥有这样一份纯净、安静心态的精神富有者，才能
奉献出奇迹般的美好作品啊。

现在，得人帮助，陈钢老师办沙龙了，那很高雅、很
艺术很上海的沙
龙，我举双手拥护。
同时，下次若有机
会，我会跟他补充
如下的意思，凡参
与沙龙者，都应志
同道合，亦必须心
甘情愿约法三章，
即：不可以嘲弄理
想，不可以嘲弄信
仰，不可以嘲弄崇
高，不可以相信所
谓“人不为己，天
诛地灭”。总之，一
切不应被颠覆的
东西，我们要引导
处于迷茫或自以
为是中的年轻朋
友，统统把它们再
颠覆回来。邪不压
正，这点信心还是
有的，只是别忽略
了只争朝夕。我相
信，陈钢老师一定
也是这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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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咸丰皇帝不知道，就在他发谕旨的
当天，中英就已经再度开战了！

按预订计划，英法本想 $(&# 年 %

月 "'日动手的，僧格林沁所说的直隶
总督 "'日 "&日可到海口，他们也等不
上了。但由于美国公使华若翰的请求，
推迟到了 "&日。

早在 %月 "$日，美国公使华若翰
到达大沽河口，随行只有两只船。一只
是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乘坐的旗舰“包
哈丹”，一只是租来的蒸汽船“托依旺”。
英法预计在 % 月 "' 日进入拦江沙内。
美国方面说，给我们一天时间，我们要
跟清方接个头。因为直到 %月 "'日，华
若翰与达底拿乘坐的“托依旺”才乘着
涨潮开到拦江沙外。由于试图在铁戗和
木筏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靠近炮台，“托

依旺”搁浅了，出现了翻倒与进水的危险，英国舰队司
令派了两只炮艇来拉，甚至大方地建议，可以把美国国
旗和达底拿个人军旗插到自己的座舰上去。但是再帮，
“托依旺”也没有漂起来，直到晚上涨潮时才摆脱窘境。

“托依旺”搁浅时，华若翰派人坐着小驳船前往中
国方面登陆递交照会，同样被扮作民间百姓的僧格林
沁官兵截住。美国人也怀疑他们的真实身份了，一是
沿途的宁静不太平常，二是这些家伙具有一种很自信
的态度。他们只告诉美方，听说总督往北塘去了，你们
也去吧。美国一看：还是站一边，看人家英法动手吧。

"&日拂晓，英、法联军军船升起“红旗”，直逼铁
戗，按僧格林沁后来的奏报，他“惟念两年抚局，一经开
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严阵以待，而蓄我军之
怒”呢。僧格林沁说得对，他就是个偷袭。
开战前的整个交涉期间，大沽炮台静悄
悄的，炮眼都用席子盖着，远远望过去一
个炮口都看不见，炮台的土墙上也看不
到一个士兵。英法联军忙活半天后，据布
鲁斯事后汇报，#时左右，清方给夷人送来了直隶总督
恒福的回复：他将去北塘等候公使们。请公使们再等
两天，待他把北塘的军队撤走，就在北塘迎接他们。而
布鲁斯认为，清方这是在故意拖延。还有，这个照会中，
清朝皇帝与英国女王依然不是平列，所以他拒绝接受。
更关键的是，英法联军已开始动手了，而且他离海军司
令贺布有 #英里之遥。总之，英法方面没有因直隶总督
恒福的照会而停止行动。

直隶总督恒福为什么直到 %月 "&日 #时左右才
给英法照会，也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一直在海口，他虽
然收不到咸丰 "&日的谕旨，但咸丰 ""日之前的所有
谕旨，都能收到的，北塘进京，君臣内部早就说定了。
而且，咸丰 ")日的谕旨甚至明确说明了如果英夷们等

不及，可令夷官们由北塘上
岸到天津等候。那么恒福为
什么不早日在北塘等候非得
等英法动手之后才急匆匆地
送出照会？莫不是僧格林沁
设套恒福配套？不管怎么说
吧，战争不可避免了。

让$我们%一起学习
余 祯

! ! ! ! $#年前，我还是一名
师范生，那天，我第一次见
到了袁瑢老师。难以想象，
这位德高望重的全国著名
特级教师会来我们学校，
我至今仍记得当时自己难
以抑制的激动心情。

现在回忆起来，
那天，其实是袁老师
和我师徒缘的开始。
毕业后，我毛遂自荐
来到了袁老师曾经工
作 ') 多年的学校———上
海市实验小学。可是我怎
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是袁
老师亲自来帮助我备课。
在袁老师家的大书桌前，
她耐心地分析和评点我的
教案，让我感动和幸福。

后来有一次机
会，我代表区青年
教师带着一堂公开
课赴青岛参加沪青
教育年会。为了上
好这堂课，袁老师帮助我
做了精心的准备，那天我
嗓子发炎了，说话声音有
些沙哑，怕袁老师发现，我
尽量不说话，一边听一边
使劲点头。可是袁老师的
耳朵真灵，我小声应了一

句，她便发现了我嗓子的
问题。我支支吾吾，袁老师
比我着急，她连忙打开抽
屉找润喉片让我带去青
岛，还叮嘱我少说话多休
息。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
那晚橘黄的灯光下，头发

花白的袁老师微驼着身子
在抽屉里为我找药片的画
面，每每想到这个镜头，我
的眼眶就禁不住湿润。
袁老师也不总是表扬

我的。有次公开课后，袁老
师问我：“你有没有发现自

己有个口头禅？”我
纳闷地摇摇头。袁
老师严肃地说：“你
总是在学生面前称
自己‘余老师’，今

天这堂课我听到你一共说
了 "!个‘余老师’。”这么
一说，我想起来了，我是很
习惯这样称呼自己，没想
到袁老师听得那么仔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袁老
师问我：“你和同事在一起

的时候，会称自己‘余老
师’吗？”我摇摇头，她接着
说，“当然不会了，因为你
们是同事，是平等的嘛！那
么在课堂上总是称自己
‘余老师’，是不是在提醒
学生，你是老师，他们是学
生，你们之间是不平
等的呢？如果学生认
为你是高高在上的老
师，那么你说什么他
们就听什么，无形中

就会使学生变得被动，更
不要说有自己的见解了！
不如把‘余老师’换成‘我’，
让‘我们’一起学习，不是
很好吗？”是呀，一个小小
的细节，却包含着一种深刻
的教育观念，袁老师是要
告诉我，师生平等才能营
造和谐的学习氛围呀。

善于用心倾听的袁老
师，也教会我怎样倾听我
的学生，让他们勇于发表自
己的独立见解，让他们在爱
的关注中快乐成长。直到今
天，当我和同事一起备课
或和学生促膝谈心时，我
总会想到袁老师说的“让
‘我们’一起学习”，感受她
传递给我们的力量。

艺苑郊游记
季晓蕙

! ! ! !民国初年创始的上海美专
在不息的变动中施行美育探索，
除却几乎成为学校标签的“人体
模特儿事件”轰动一时，便要数
组织大规模的“旅行写生”最为
人乐道。

每年春秋二季，由美专教员
和学生共同组成的“上海美专旅
行写生队”在校长或主任的带领
下赴杭州、苏州、无锡、镇江和南京
等风景名胜实地写生。西洋画系、
艺术教育系及中国画系的学生，
每学期都有旅行写生之学程。每
回旅行写生，虽则每个学生需缴
纳一笔十多元的开支，却仍乐此
不疲、踊跃参加，同行的教师亦尽
心尽责，一路上大家兴味盎然。

$#$(年春，校长刘海粟带队
的首次旅杭写生就引起关注。后
来刘海粟在《西湖旅行写生记
略》中述：吾国美术尚在幼稚时
代，野外写生，几为创见，故所至

聚而观者，途为之塞。有多数学界
中人，则均知为上海图画美术学
校之野外写生云。……首次赴杭
旅行写生之翌日，沪上各报均记
录此事。时至 $#"'年，上海美专
的旅行写生已创成风气，规模日
大。据当时西洋画科教授要旨及
实施状况中记载
“去则二三百人，
居一月余，如临时
学校然……频归
必开展览会，以表
白其所习者，观者动辄万人。”

野外写生相较室内写生对
于作画者的吸引力更甚，因能直
接与大自然交流。如今又多了结
伴旅行的意义，写生活动就更加
使人心情舒畅了。上海美专旅行
写生的传统在学校创办早年间
就可循迹。陈抱一对与乌始光、
汪亚尘、刘海粟、丁悚、俞寄凡等
人共同组织的研究西画团体“东

方画会”的唯一的最有趣的纪
念，就是一次普陀山的“写生旅
行”，此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各人
到处寻觅画材、写生风景的浓烈
兴致。旅行写生的趣味远不止于
此。$#""年夏毕业于上海美专西
画系的倪贻德，留日归国后于三

十年代初重返母
校执教。他以学
生和教员的身份
分别参加了美专
的旅行写生，对此

有比较客观的心得。旅行写生过
程中除了游览与作画，烦恼暂可
抛诸脑后，任何事情不用顾问。增
进朋友间的感情以外，在作画方
面还可与同行者作共同的研究探
讨，相互指正。及至旅行写生出发
之前筹款、准备画具，途中借宿或
者一日写生作画后的辛苦都让师
生们感到享受，从大都会抽身出
来，以一个旅人的身份来到新的

地方，心情全然是轻快而潇洒的。
上海美专自由宽松的学习

氛围从校内延伸到校外。旅行写
生期间，学生得自由组织研究会
和课余俱乐部，组织法及旨趣都
由学生自定，可自由延请同行的
教师为临时指导员。当然旅行期
内写生队也对学生之成绩作考
察，由各级任及教授分别指正。油
画，每星期考查一次；水彩画，每
间日考查一次，并于每人成绩中
各择优留校一张，待回校时交教
务处。教职员与公推的学生代表
若干人组成临时成绩展览委员
会，经审查，将旅行写生的画作以
成绩展览会的形式向公众陈列。
假借倪贻德所著《艺苑交游记》一
文，是为上海美专艺苑郊游记略。

圣地果园 &国画' 陆正一

! ! ! !美术曾经

是怎样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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