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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虹桥

新虹，滋养商务社区的文化之花
!《板桥霜》的编剧是“滴滴呱

呱”的新虹居民朱墨钧。朱墨钧
说自己是“土著”，世代就居住在
此地。《板桥霜》这台戏他好几年
前开始创作，这次又细细打磨了
一番，赶在抗战胜利 !" 周年前
推出来。主要剧情讲的是抗战
后期的沪郊农村，一位以郎中
身份为掩护的地下党员，在地
下党组织遭受日伪破坏的危急
关头抢救出烈士遗孤，身负重
伤的他在邻居王木匠相救下将
男婴藏在药箱里带回家中。郎
中临终托孤，梅嫂含悲收下孤
儿大年。为了抚养大年，梅嫂在
艰难困苦的窘境中毅然将小女
儿送人。后来大年的亲生母亲
过来寻子，深明大义的梅嫂把
孩子归还。#$年后，梅嫂小女儿
在亲情的召唤下，从恨母到怨
母，最终认母。全家人消除误

会，欢聚团圆。
台上演得投入的是隔壁邻

舍，台下看得抹泪的也是隔壁邻
舍。导演于建福说，除了两个小
演员是从华漕学校沪剧班借来
的外，其他人都是居民自发组建
的新虹民乐沪剧团的成员，清一
色的沪剧爱好者。这些演员的认
真劲儿给导演留下深刻印象。两

个多月来，一帮子人天天“泡”在
戏里。早上排练，下午排练，%点
半赶回去接孙辈放学，赶紧烧饭
吃饭，扒口饭洗好碗又赶紧跑去
排练。女主角张金英早上五点半
起来就一边干家务活一边背台
词。于建福笑着说，“忘词了我要
骂的。”张金英为了排这台戏，两
个月瘦了十多斤。

首演当晚，新虹街道文化中
心剧场 %&& 多个座位坐得满满
当当。演到梅嫂因家境艰难将小
女儿送人，分别时，梅嫂肝肠寸
断，台下观众开始悄悄地抹眼
泪；演到大年跪在义母灵前倾诉
思念之情时，台下观众又开始抹
眼泪。剧场里的戏词悠悠地飘出
来，剧场外面的保安大叔也跟着
曲调哼哼起来。
《板桥霜》在新虹街道连演

后，现已在全区各街镇巡演。“只
要老百姓喜欢，就一直演下去。”
对于沪剧艺术走近百姓，新虹街
道有自己的“苹果理论”：“如果
让市里的沪剧团和专业演员到
新虹来演，就相当于把好的苹果
推到社区来卖。现在我们自己
编、自己演、自己看，就等于有了
一棵苹果树，每年都能吃到自己
种的苹果了。”

!名气如斯，怪不得有许多新
虹人误认为朱墨钧是外乡人。其
实，他家就在爱博一村，自己当
了 '&年农民，才初中毕业，每天
骑自行车上课，可能随时出现在
你身边。
“我将收集乡土历史和文化，

看作是一辈子的事业和追求。”但
是随着现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原
汁原味的村落正在慢慢消失，反
映农人智慧、抒写农人情怀的一
砖一瓦正被清一色的钢筋水泥代
替，这位新虹“土著人”不免忧心
忡忡。就拿某些地名来说，朱墨钧
就很嫌弃，认为一部分地名“没有
文化，让人头晕”。

靠近华翔路有座桥叫角浦

港桥，他认为，这桥名不知所云。
据说，这座桥以前叫郭浦桥。
“角”乃“郭”的谐音。“郭本意城
郭。意思就是这条河的两边有泥
沙，形成了高地，如城墙一般。”
在朱墨钧看来，一个好的地名不
仅要指明方向，还要对当地文化
有所传承。把地名或路名改得面
目全非，不仅当地人的归属感会
大打折扣，可能传承百年的故事
也会戛然而止。

让朱老先生感到欣慰的是，
新虹街道正大力传承乡土文化，
他本人也在投身《新虹志》的编撰
工作，希望通过刻录记忆中的家
乡，让“虹”二代们找到自己的根。

朱墨钧活跃在社区各个年

龄段的文化教育生活中，足迹几
乎覆盖新虹地区所有中小学、幼
儿园和敬老院。用他的话说，“吾
伲事业贯穿人的一生。下至五、
六岁娃娃，上至 $&岁老人，都是
我的学生。”
“对乡土文化不感兴趣的人，

要如何保持他们学习的热忱
呢？”新虹讲堂场场爆满，乡土文
化讲座座无虚席，对于朱墨钧的
授课方式，记者充满好奇。“这也
多亏了我是本地人的身份。”朱
墨钧颇为谦虚。作为本地人，以
前的黎明村村民，下地能种菜、
出门能讲课、经常写写书的朱墨
钧，无疑是当地人的偶像。有他
在的地方，周围总会围了一圈阿

姨爷叔。在朴实无华、充满亲切
感的方言里，他总能妙语连珠，勾
起大家的兴趣。
“朱式”授课法张弛有度，能

针对不同人群，其中“否定常识
法”最令人印象深刻。“上海人的
母亲河到底是黄浦江还是苏州
河？苏州河以前是吴淞江的下游，
流经上海的一段称谓。上海开埠
前，苏州河一直叫吴淞江，殖民地
时期，外国人发现可以乘船到苏
州，以后才叫苏州河的。”
“传承文化是一条漫漫长路，

需要时间和耐心。”传承人不仅
要积淀深厚，在文化领域研究透
彻，还要迸发思想火花，擅长打开
人的心扉。

!龙舟是江南文化的特色。新
虹街道也有这么一支龙舟队，从
(&## 年至今，在上海市、闵行区
各类龙舟比赛中斩获颇丰。你肯
定想不到，这支龙舟队的组成人
员是新虹环卫公司的环卫工人，
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龙
舟队的组成人员这些年来变动
很大，但是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
信念：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共同
拼搏。

比起许多龙舟队参赛队由
退役的专业水上运动员组成，新
虹街道龙舟队算是起点低、差距
大，参加许多比赛时间紧，也没
什么经验。就是那么一股劲，队
员们在教练的带领下每天进行
体能、旱地、水上的各项训练，连
下班后也拿着扫帚在地下比划
找感觉，碰到中秋等节假日也未
间断。最终，在一场场比赛中，龙
舟队一次次力克强敌，留下了辉
煌的一页又一页。

! !成立于 #))&年的上海昌硕
艺术研究协会尚缺少一处便于开
展日常办公、展览、交流的场所，
区位优势明显的新虹社区正是协
会在上海西大门的绝佳落脚点。

新虹街道与上海吴昌硕艺术
研究协会携手建立“昌硕文化中
心”，实现专业艺术研究机构和基
层文化活动中心的有机结合，这不
仅发挥了协会作为社会组织推动
社区文化发展的作用，更为新虹居
民、周边白领提供享受专业化、社
会化、差异化的文化服务的平台。
据悉，新建成的昌硕文化中

心底楼的吴昌硕艺术足迹展示
馆，展出的正是缶翁的书法、绘画
和印章艺术精品和艺术人生；中
心内 *""平方米的展示厅将常年
为新虹居民提供高品质的文化展
览，首展中就集中展出了吴昌硕
书法、绘画和印章遗作数 +"件，
均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同时还集
中展出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
书画家的书法绘画作品 +"" 多
件，都是会员们为这次展览而精
心创作的，旨在使人们在观赏前
辈大师遗墨的同时，也能全面了
解会员们的艺术传承与探索。

中心内不仅为协会无偿提供
了日常办公与创作交流的用房，
还设置了若干大师工作室等配套
设施，油画家周长江、殷正洲，书
画家舒安等艺术名家纷纷入驻
后，定期走进新虹社区开展艺术
鉴赏、培训、交流活动。
……
在新虹，你还能找出很多

“一”，比如一支队伍，由社区居民
组成的时装队，共享霓裳情缘，一
个兴趣班，为了对光圈的热爱，老
中青走到一起来。
今年 *月，新虹街道举行首届

艺术节、运动会，展示社区文化体
育成果，对今后深入社区文化体
育建设进行有益探索，努力建设
与国际一流商务区相匹配的文化
体育事业。

虹桥商务区管委会负责人
说，新虹街道长期以来致力于社
区文化建设，满足了社区居民多
元化、多层次的精神需求，也为商
务区注入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气
息，提升了商务区的整体形象。
新虹，这片如火如荼的土地，

为虹桥商务区绽放开发建设之花
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料。

一台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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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年 !月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 周年纪念

日" 而近段时间!一台大型原创抗日沪剧

在新虹街道博得满堂喝彩" 百姓编!百姓

演!百姓看!是这台原创戏的最大特点"

! ! ! !中国吹画大师#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人#七宝皮影第八代传人$$

上海的朱墨钧是这样的"学校乡土文化教

材编纂者#新虹讲堂主讲人$$新虹社区

的朱墨钧是这样的" %闲话紫隄村&作者#

在编%新虹志&主要撰稿人$$笔酣墨饱

的朱墨钧是这样的"

! ! ! !龙舟是江南文化的特色"新虹街道

也有这么一支龙舟队!在市区各类龙舟

比赛中斩获颇丰"这支龙舟队的组成人

员是环卫工人!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

! ! ! !近两年! 伴随硬件配套逐步建成!虹

桥商务区的成型!新虹街道经济实力跨上

新台阶!如何推动社区文化大发展#大繁

荣!如何打造新虹文化名片%成为摆在新虹

街道党政班子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报记者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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