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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克勒门的朋友，听起来很浪漫亦很温暖。那天，有
个素未谋面的影迷朋友来电，想邀我参加一个圣诞节
的活动。她说：“我在克勒门的活动中见到过你。”我立
即下意识回道：“那好啊，我们都是克勒门的朋友啰！”
她在电话那头笑起来：“对，对，克勒门的朋友。”我于
是想，如果这个称谓能传播开来倒也不错。

能踏进这样一个松散形的艺术大沙龙式的圈子，
是我的荣幸。不仅因为发起人陈钢老师有
他独特的号召力和凝聚力，也因为这里的
气氛实在是好极了。我切实感觉到，来到
这里的朋友，内心深处都有一份对崇高对
艺术的虔诚向往。特别是那些从事音乐工
作的朋友尤让我感触很多。

那天，我为社区合唱事求助作为嘉宾
的上音院副院长。他认真听取了我的诉
求，第二天就来电落实，让我去找指挥系
主任。这位院长挺“和气”，我把这“和气”
二字打上引号，因为这和气并不仅仅是态
度和蔼，而是出自内心的一种平和之气。
陈钢老师当然更不用说了。有一回，我好奇地探问，当
初“梁祝”到底是怎么写成的？他居然淡然道：“那时候
年轻，稀里糊涂就写出来了。”如此平和淡然，那不是
一种境界吗？我觉得这才是真正艺术家的风范。

大概克勒门活动的发起者并未把目标定得很高，
他们只是愿拿出好东西与大家分享，慢下来，心平气
和、干干净净地品赏，向老上海经典的好玩意儿、好传
统真诚致敬而已。现在这年头，粗鄙低俗日益泛滥，在
克勒门聆听音乐，让我有“如听仙乐耳暂明”的感觉。
当然听的不是仙乐，还是人间的音乐，但那音乐会让你
心里纯净。
你看，有一次，克勒门居然设立了一个久违了的口

琴演奏的主题。其实，在老上海吹奏口琴亦曾是时尚，
是上海滩上一道特殊的风景。这些口琴
协会的艺术同行矢志不移，几十年来坚
守这块艺术阵地，一个小小乐器蕴含着
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

而在七夕这天下午的茶聚会中，大
出我的意料，压轴访谈的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
生。他平平实实地讲述他和他爱人的情感故事。老先
生和他的爱妻曾经是一腔热望预备和新生的共和国
同甘共苦的，然命运还是无情地把他如一粒沙子般抛
往天涯海角，这一流放就是几十年。一年一次的夫妻
相会，正如鹊桥上的牛郎织女。所幸，爱情的力量是伟
大的，任何挫折和磨难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后来，
他太太因病先他而去，但在年过八十的老先生心里，
他的心上人永远是年轻的。并非专业学绘画的他开始
一幅一幅地作画，描绘他和他太太的情感经历，那画
也朴朴实实，情真意切。故事讲完了，老先生情不自禁
走向钢琴，现场弹奏起来，这也是在老伴去世之后他
才学的。《魂断蓝桥》的优美旋律在安静的会场上空缓
缓响起……

谢谢克勒门如此精心的安排，给予我们这些过来
之人以人生的回味；而对今天的年轻人呢，不要说启
迪，这只是长者对后辈展现的心灵历程———岁月磨砺
过的心灵，就像美玉，温润而坚强。
做克勒门的朋友，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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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早几年，《小草》这首歌很流行，我也很喜欢唱。“没
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前几天到小区去锻炼，我见到了那棵无人知道的

小草。春风吹绿了它，阳光照耀了它，但河流、山川没有
哺育它，大地母亲也没有把它紧紧拥抱。因为它生长在
一根离地一尺多高作为路桩的白铁管子里，扎根在管
子内一小撮泥土之中。
不知道这棵小草的种子是如何飞到这根白铁管里

去的。是风吹进去的？还是小鸟叼进去的？草籽，风吹
便飞，鸟叼便走，作为没有定性的存在，常被人们用来
形容无法掌握的东西。然而，这攥不住的种子，随遇而
安，为了向往阳光，为了达到生的目的，无论生存条件
怎样恶劣，只要有一点泥土它就能生根发芽，它的长
势，一点也不逊色被大地母亲紧紧拥抱的“伙伴们”。在
小区的偏僻处，它树立了一尊生命礼赞的“雕塑”。
我是个截瘫病人。截瘫病人由于病情严重，病期无

限，逐渐被边缘化。走过一个残疾人崎岖、困苦的痛楚
之路后，留下一个残疾人披荆斩棘、悲欢交加的人生履
痕。我想说的心里话是：我应该跟那棵小草一样，尽管
它远离“伙伴”，但它仍旧顽强生长。残疾使我处于弱
势，但并不影响我生命的质量，我始终与健全人站在同
一条起跑线上竞跑，只有残疾的淡化，才有人的崛起。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生命不过是手中的弓，而你的生命
意义和价值是那支被你射出的箭。
我喜欢这株小草，为它立此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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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必大"应该翻身
张高炜

北京中高考方案近日披露!

!"#$年起! 高考语文分值将从 #%&

分提高到 #'&分! 英语将由 #%&分

降低至 #&&分"

听闻此讯!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不由得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想当年!#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

下都不怕$!而后随着改革开放出国

热!演变成#学好%英格里希&!走遍

南北东西$' (语数外$三门主课!

语文看似排在第一位!其实!天地良

心!甭说(第三世界$!就连(第四世

界$ 都挨不上边)**每逢考试复习

课时紧缺!号称(老大$的语文课迫

于无奈!只得主动(识相$地(让贤$

于其他主课! 这是国人都知道的潜

规则+甚至理,化老师都可以名正言

顺地来(抢$你的语文课"于是!鄙人

默默告诫自己!要(夹着尾巴做语文

教师$"而今做惯(阿必大$的中文好

像要翻身做主人了! 至少理论上可

以比洋文更(主课$了吧-

这个新方案的出台! 充分体现

了语文的基础性和作为母语学科的

重要地位!无疑是非常正确!而且非

常必要的-

作为母语的语文学科! 是学习

一切学科的工具和基础" 学不好语

文!一切学科都搞不明白"我一直有

点想不通的是! 在现行教育考试体

系中! 英语学科的所占分量真是不

小!竟和语文平起平坐"但英语就算

它是(世界语$吧!就算是(通才教

育$吧!对于以后大多数不必以英语

为基本交流工具学生来说! 这么重

的分量合理性究竟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重(英格里希$轻

母语!是本末倒置' 况且!母语承载

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我们是中

国人!要有中国心!这中国心就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 这正

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性所在'

新方案将语文学科提到了应有

的重要位置!至于如何将语文教好!

如何通过语文教学让

学生真正掌握, 运用

母语! 传承中华民族

的优秀文化! 这是另

一个话题了'

地铁!!!徐家汇繁荣的动力源
朱沪生

! ! ! !记得在我的青年时
期，每逢中秋佳节总会向
往徐家汇附近的桂林公园
那扑鼻而来的芳香，向往
去康健园里划划那如月的
小舟，但这对于
当时家住市南一
侧的我，由于路
途遥远，只能把
它当做是一场奢
侈的梦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面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
角，为上海大变样提供了
有力的支撑。时任上海市
副市长的阮崇武同志，在
其赴苏求学期间，那四通
八达的莫斯科地铁系统
留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
为了解决当时上海市“交
通难”问题，阮崇武同志
提出了“加快上海地铁建
设和组建上海地铁公司领
导班子的建议”，
并很快得到了当
时的市委市府主
要领导的赞同。那
时，我正被借调在
市委整党办公室工作，有
幸选进了新组建的上海
市地铁公司领导班子里
任职。由此，开始了我与
上海地铁长达近三十年
的不解之缘。
实际上，上海地铁早

在上世纪 !" 年代中期就
已开始酝酿规划，#"年代
开始研究试验，$"年代开
始工程实践。
上海的地铁建设是上

海开埠以来最大的市政工
程投资项目，时任上海市
领导的江泽民、朱镕基等
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引进外
资等战略决策，并经过反
复权衡后决定选用当时的
西德政府（那时东西德尚
未统一）贷款，并就此开启
了重大市政工程引进和利
用外资的范例。%&&"年 %

月 %&日，国务院正式下达
了上海地铁一号线建设的
开工令，全面拉开了上海
地铁建设的帷幕。

根据当时工程总体筹
划要求，并充分考虑了该
工程建设过程的难易程
度，上海地铁一号线工程
建设被分为了南、中、北三

段工期。首先开建的是位
于南段的“新龙华”（后延
伸至锦江乐园站）至“徐家
汇”，全长 #'#公里。
南段工程建设非常艰

巨。根据规划，当时地铁建
设要与衡山路下立交，以
及上体馆车站的上立交同
步建成，这对上海地铁建
设无论从施工难度还是工
程进度上都无疑是一个挑
战。但如果当时不按照规
划建设，从现在发展来看

将会给徐家汇地
区留下很大遗憾。
我们接受了挑战，
宁可把徐家汇地
铁车站往下挖得

深些，把上体馆站的桩基
打得深些，最终顺利同步
完成了这项建设工程。
在建设徐家汇车站时

候，我们碰到了位于地铁
旁边建于清道光二十七年
间 (%)*$+的“藏书楼”，这
是一座融入中西文化的两
层优美建筑，它也是上海
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
在建造徐家汇地铁车站之
初，曾有计划要动迁，但最
后考虑到这幢建筑放在原
址有较高文物价值，且内
部藏书都是极为珍贵的，
搬迁会对藏书楼造成不可
估量损失。
为让这个经历了一百

多年风雨的古老历史建筑
不因地铁车站建造而毁
坏，我们与施工单位一起
排出了多个施工方案和应
对措施，最终顺利完成了
这项同步建设的保护任
务，为国家节省了大笔动
迁费用。更值得庆幸的是，

藏书楼部分建筑横跨在了
地铁徐家汇车站 $号出入
口上方且与地铁出入口形
成了巧妙衔接，相得益彰，
更成就了上海地铁建设史

上特有的一道风
景线。
南段地铁建

设，当时有一项
非常艰巨的任

务，就是要确保地铁隧道
盾构推进工程如期顺利地
从位于上体馆附近地面的
“沪杭铁路”下安全穿越。
且又不能丝毫影响到繁忙
的“沪杭铁路”正常运营。
这项工程的推进当时也曾
牵动了市区各级领导，我
们在没有任何先例的情况
下，克服困难，勇敢探索，
科学攻关并大胆实践，最
终顺利地确保了“沪杭铁
路”在不间断运营下，地铁
盾构首次安全穿越。

%&&, 年 ! 月 -) 日，
地铁一号线南段建成开通
那天，徐家汇周边的居民
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兴
奋。区政府还专门组织了
周边学校学生到车站里载
歌载舞热烈庆祝，并组织
了部分市民乘坐观摩。
这些年经过改革开放

的大建设，如今的徐家汇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港汇广场、美罗城、汇
金百货等高耸入云的大厦
商场鳞次栉比，立体交通
穿梭其间，包括 %、&、%%号
线在内的三条地铁线路在
地底下互相交汇，迎来送
往全国乃至世界的各方客
流。据统计，在现行的上海
地铁运营网络中，徐家汇
地铁站已经成为上海地铁
网络运行信息量最大、运
行最为繁忙、载客量最大、
高峰小时运载强度最大的
车站之一。地铁给徐家汇
注入了生机，给徐家汇带
来了繁荣！
蓦然回首，夜幕下的

徐家汇霓虹璀璨，流光溢
彩，她犹如一盏光芒四射
的夜明珠把夜晚的徐家汇
装扮得更加耀眼和美丽。
我深为徐家汇的大变迁而
感到欣慰，更为自己能曾
经参与这座城市建设而感
到无比自豪。

徐汇·中凯城市之光特约刊登

“我和徐家汇的故事”征文

扛
着
榔
头
去
抓
鱼

何
鑫
渠

! ! ! !钓鱼、徒手抓鱼、撒网打鱼、放干水捉鱼，是四种最
常用的抓鱼方法。我曾去杭州临安西天目山区插队。山
区平日小溪清清，但每遇大雨，溪水黄黄，流水如黄河
奔腾咆哮。小溪鱼小但特灵活，这四种最常用的方法却
失灵。山区人为了吃鱼想出两个绝活。
一是将生石灰倒于溪中，溪水遇石灰会发出热量，

水虽不至于沸腾，但瞬间热量使鱼昏迷，人们只要捡鱼
就是。此方法人们多在恰生石灰买多时偶
然使用，后来有了农药鱼藤精就失控了。
鱼藤精，又名毒鱼藤，是一种植物根部提
取的一种杀虫剂，诡异的是其只对鱼等水
生物有毒性，但对人畜无害。一些山区人
用它来毒鱼。一瓶下去往往一条溪几十米
上下鱼都朝天了，这对水体环境产生不良
影响。所以用鱼藤精抓鱼都是偷偷摸摸
的，名声与偷鱼差不多。

还有一种方法倒是正大光明的，就是
扛着榔头去抓鱼。

那日隔壁阿宝为了给老婆催奶，杠起十八磅榔头
背起鱼篓说去抓鱼，我听着新鲜，便跟着他来到大溪。
他下溪，对准溪中一块孤立于水中的岩石猛地就

是一榔头。只见藏在水下石缝中的七八条小鱼受到震
动顿时昏迷飘上水面，他忙招呼我捡鱼。然后他又对准
其他岩石猛敲。每块石头下面有多少鱼，敲的人完全不
知道，有时会涌出十几条，有时一条也无。鱼大多并没
有死只是暂时昏迷了，在约百多平方米的溪滩，溪水不
疾不徐地流着，水只有尺余深，捡鱼的人往往比敲石的
人要忙，因为稍不注意，鱼就会随水漂走。有时你走到
鱼前，鱼像打瞌睡被突然惊醒似的“嗖”地游走了。
不知不觉中太阳下山了，阿宝的鱼篓装了不少战

利品，我还做他的“跟班”回村。

! ! ! ! ! !袁先寿
小白兔乖乖#把门儿

开开

（五字俗语）
昨日谜面：念念不忘

（二字常用词）
谜底：强记（注：四十

曰强，见《礼记·曲礼上》）

陈子昂砸琴
杨子明

! ! ! !陈子昂很有才，写了
很多诗，品质上乘，可惜寄
阁蒙尘，不为世人所知。
有才华而不能出名，这令
陈子昂很焦急烦躁。幸好
他有钱，有钱可以办很多事。他决定花
钱造造声势，秀一秀。

机会终于来了！有一天，他得知京
师有人拍卖一把古胡琴，起价一百万。
这样的天价，就是见多识广的长安人也
会吐舌的。陈子昂来到竞拍现场，走到
琴前，相了一相，连称好琴，遂大呼随从
找车把钱运来，当场把琴买下了。众人
好奇，不知一个读书人花巨款买琴干
嘛。陈子昂说自己住在附
近的新阳里，请大家明天
来看他弹奏胡琴，供应酒
食，并请京师名流到场互
动云云。因有免费酒食，
又能见到名人，众人奔走

相告，一时巷闾皆闻。
次日早，陈子昂住处

人山人海，人们来赴音乐
会，蹭酒食，顺便看热闹。
待众人酒足饭饱，子昂走

到胡琴前，慷慨陈言：“我陈子昂，赋诗
作文百余卷，从四川来到京师，十年间
无人荐知，默默无闻。我哪懂弹什么琴，
只想让世人知道我的诗赋，知道我陈子
昂而已！”言罢将胡琴举起，砸个稀烂！

陈子昂真的出名了，历一千四百年
后我们仍然知晓就是明证。很多的名气
不就是用钱砸出来的么！你弄清楚了就
会明白，要出名也不是很难。

沪西虞姬遗迹
顾德惠

! ! ! !民间传言：沪西留有西楚霸王
项羽的虞姬遗迹。
有文字记载：虞姬为江苏沭阳

人，虞姬墓在安徽宿州市灵壁县。又
有人说：虞姬是浙江绍兴人，西施故
里诸暨和书法圣地兰亭相近处有虞
姬庙。今日沪西有一条“虞姬墩路”，
传说这是虞姬曾经生活在上海新
泾、嘉定一带的遗迹。
虞姬，名妙弋。传说当时霸王别

姬，相约此战之后两人到江东楚地
春申君故地（即今日黄浦江畔）团
聚。一名侍卫受命护送武艺高强的
虞姬从小路潜行，悄悄穿越了汉军
十面埋伏封锁线。后来，霸王率领军
队大张旗鼓奋勇杀出，突围至乌江，

却发现部下将士全都阵亡了，只剩
自己一人一骑，感叹“无颜见江东父
老”，遂自刎而死。虞姬闻讯，誓为西
楚霸王项羽复仇，与居住江东的两
姐妹和其他追随者一起，继续抗敌，

屡屡获胜，终因势单力薄而致山穷
水尽。
后来，虞姬感悟神州大地统一

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与部下自行
解甲归田，隐居在黄浦江西岸与百
姓一道躬耕纺织……虞姬离开人世

后，沪上乡民筑墓建庙纪念这位巾
帼英雄。
阅地方志，清道光年间，当地人

张化麒在申城西北的吴淞江（苏州
河）畔“双泾”处建虞姬庙，咸丰年间
毁于战火，同治年间重建，上世纪
!"年代初，改为一所小学校舍。

沪上旧有“虞姬墓”，原址在今
上海新泾地区苏州河边姚家宅一
带。上世纪 !"年代末，尚存虞姬之
墓残碑。时人称为“虞姬墩”，俗言
“野鸡墩”。沪西现有一条“虞姬墩
路”。沈学渊诗：汉殿秋风雌雉啼，江
东杯土拜虞兮，项刘不是争墩客，谁
把墩名误野鸡？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