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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通讯员 潘良蕾 记者
江跃中）上海的简称“沪!滬"”，本指
一种渔具，至今仍在使用。市政协委
员朱少伟据此提出建议：这种古老
渔具具备“申遗”资格。
据史料记载，古时，吴淞江在今

上海青浦区北部出海，其水域一望
无际，烟波浩渺，下游村落多为渔
民，普遍使用一种叫做“沪!滬"”的
竹制渔具。南朝顾野王《舆地志》对

这种工具作了细致描述：“插竹列海
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而
没，潮落而出，鱼蟹随潮碍竹不得
去，名之曰扈。”也就是将竹插在河
流中编成栅，使随潮水而入的鱼蟹
多被阻拦于竹栅内。特别是河蟹，具
有攀爬的习性，在顺水而下遇到竹
栅阻拦时，就拼命向上攀爬，使渔民
唾手可得。
因在河流中使用，“扈”后来被

加上三点水，即简化字“沪”的繁体。
又由于“沪”遍布于“渎”!河流入海
之处"，这段河道便被称为“沪渎”。
于是有了南朝梁简文帝《吴郡石像
碑记》的记载：“松江之下，号曰沪
渎。”到唐代，吴淞江河口段“阔二十
里”!嘉庆#松江府志$"，依然是著名
渔港。
“那时，渔民使用的渔具虽多达

十余种，但最常见的还是‘沪’，只是

它被改称‘簖’。”朱少伟介绍，这是
因为人们此时已习惯将“沪”用于江
名，为了避免概念混淆，遂另造一
“簖”字来称呼这种渔具，意指“阻
断鱼蟹的退路”。
“由于‘簖’制作简单，使用方

便，收获颇丰，在吴淞江沿岸乃至江
南都长期被作为传统渔具之一，而
历史悠久的‘沪’，也被作为地名沿
用下来。”

古老的“簖”，则因用途变化被
苏浙沪的老农叫做“蟹簖”。朱少
伟在沪郊采风时，曾目睹老农以
“蟹簖”捕捉螃蟹情景，与古代殊
无大异。他认为，如今，沪郊老农
使用“蟹簖”者已不多，传承千余
载的“蟹簖”，其制作和应用技术，
是一种源于上海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需要得到保护和研究，而且理
应“申遗”。

古老渔具!沪"滬#$仍在用应申遗
市政协委员!传承千年的文化需得到保护和研究

! ! ! !本报讯 （记者 王蔚）!月 "#

日，本报刊登《$%多年前因抗战爆
发而缺席毕业典礼———华东师大
寻找 &%%多份文凭主人》。消息发
出后，在昔日华东师大前身大夏大
学、光华大学仍健在的学子及其后
人中引起很大反响。目前，已至少
有 '名当年的毕业生或他们的后
代辗转找到学校，希望领取文凭。
据悉，除了本报曾报道的因抗

战爆发学校搬迁而“失联”的约 &%%

名学生，错失了拿毕业证书的机会，

还有 (%%多份未领走的毕业证书，
是 )!&!年前后，因时局不稳，有的
学生投笔从戎随解放军南下，有的
则是“不知去向”，还有的则可能是
“撤退”出了大陆。华东师大档案馆
馆长汤涛说，不管什么原因，他们都
曾拥有过大夏大学或光华大学的学
生身份，都可以看作是今天华东师
大的老校友。因此，学校热切希望他
们或他们的后人重回校园。

昨天下午，大夏大学 "!'%届
教育系毕业生陈金华，来到华东师
大档案馆领取了毕业证书。这也是
华东师大首次为 *&年前的“毕业
生”颁发文凭。对于错失文凭，年已

九旬的陈金华回忆说，由于当时的
毕业证书要报送民国政府教育部签
发，在送审过程中，为方便学生证明
自己是该校毕业生，学校会先发一
张“毕业证明书”。他至今仍保存着
的，也是这张“毕业证明书”，由时任
校长欧元怀、副校长王毓祥共同签
发，时间是 )!&!年 &月，恰值上海
解放前夕。而此次交到他手上的毕
业证书，落款时间为 )!'+年 "月。

汤涛说，虽然还有些毕业生或
其后人与学校取得了联系，但学校
希望前来接洽的毕业生本人或委
托人，要带齐材料，包括当年的学
习证明、毕业证明、身份证明。

华东师大颁发!"年前文凭
当年大夏大学毕业生陈金华领回证书

! ! !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今天，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浦东川沙打造的
首个文化遗产纪念馆———川沙营造
馆正式开馆，并免费向公众开放。
川沙是著名的“建筑之乡”，曾

有“一把泥刀走天下”的美誉。历史
上诞生过许多名闻遐迩的著名建筑
师、营造师，参与了外滩“万国建筑”
的建设，他们的业绩至今还在群众
中口口相传。川沙营造馆由川沙新
镇人民政府筹办，上海浦东川沙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兴建。该公司
从 '%年前一家不足 "%人的“泥水
匠”作坊，发展成今日已拥有固定资
产 '亿元的中型企业。

川沙营造馆设在建于 ",*,年
的丁家花园，位于川沙古镇新川路
中市街口，建筑面积近 $%%平方米。

浦东川沙首个文化
遗产纪念馆今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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