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不尽的上海楼事
李晓华

! ! ! !机会巧合，我参加了两轮修
志。第一次，上世纪 !"年代末，我
参与了所在单位上海市建筑工程
管理局编纂《上海建筑施工志》的
工作，志书内容时间跨度从古代到
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有上千年的历
史。当时，我对地方志知识基本上
是空白，只是怀着对上海城市建设
历史的兴趣入了行。我记得先是起
草了个编写大纲，接下来就开
始收集资料。我和同志们成天
“泡”在档案馆、图书馆里抄资
料、复印资料。那时，上海档案
馆还在外滩老市府大楼里，在
档案馆的阅览室内，有三分之二的
人是修志的，在那里认识了郑祖
安、伍江等朋友，他们和我一样，也
是埋在故纸堆里，自己手抄资料。
现在他们已是上海地方史、建筑史
志知名的专家了。

志书中的“人物篇”要为一批
营造家立传，由于行业的特点，图
书档案对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比较
少，我和编志办的同志们发出通知
收集口碑资料。令人感动的是，原
川沙、南汇和浙江、江苏籍营造厂
厂主的后代，听说这件事后立即行
动起来，有的帮我们召集座谈会，
有的从中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
美国等地专程赶来，和我们叙家
史，谈行业旧闻，提供文字史料。建

造国际饭店的馥记营造厂厂主陶
桂林，当时已近百岁，定居美国，他
让他的儿子来到上海，通过熟人向
编志办转交家史资料。其间，他的
子女还专程到国际饭店去参观，表
达了参与上海建设的意愿。

就这样，编志办大约用了三年
多时间收集了上千万字资料，再花
了两年整理出近 #"" 万字 $ 本资

料长编。从这些资料中可见，特别
在住宅、学堂、商铺、园林、桥梁等
方面也是很有特色。明清朝廷征用
营造用工，指名道姓要上海地区的
工匠。进入近代，行业发达程度超过
了当时的香港和东京。人们至今还
在热议的国际饭店、石库门里弄、外
白渡桥、国际饭店、外滩建筑、花园
洋房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资料
还表明，上海近代不少优秀建筑是
外国建筑师或中外合作设计，但施
工作业是清一色的上海本地队伍，
他们对新材料、新结构、新样式一点
就通。在一些工地上经常可见普通
泥水匠和中外技术人员切磋共事的
身影。著名设计师邬达克在上海最
好的朋友是上海营造厂的工匠。在

资料中我们还看到，解放前全国最
知名的建筑，南京中山陵、杭州钱塘
江大桥、云南滇缅公路等也主要是
上海建筑队伍所建。

第一轮修志正逢改革开放时
期，我们还重点记录了浦东开放
后，城市建设在规划、设计、施工领
域再次出现的世界各国优秀建筑
人才同台竞技的大场面。%&万字的
《上海建筑施工志》历经 !年，
经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的
专家评审通过，'%%(年出版。
本轮修志，上海建筑工程

管理局已经改制为上海建工集
团了。我又被抽调参与编写《上海
建工集团志》。这次修志，时间跨度
定位 )%(!年到 *+,&年。条件环境
变了，档案馆、图书馆资料也信息
化了，逼着我 $&多岁必须学用“新
式武器”，电脑打字、扫描、图像处
理等都要会一点，大大加快了进
度。编志办目前已收集资料 -!&万
字，制作成电子文档卡片 $&&&多
张，其中编成资料长编 ,&本，*!&万
字，占计划任务的 $&.。计划 *&,/年
交稿。可以预计，《上海建工集团志》
的出版也会成为一本有较高存史、

应用价值的书籍。
修志基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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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吉光片羽
姜建清

! ! ! !“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尉缭子·治
本》篇中的这句话，将“储蓄”一词在中国
最早出现的时间，定格在 *&&&多年前的
战国时期。古人“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
勤，节用储蓄”，多带有备战备荒、富国强
兵的战略目的，与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储蓄有
所不同。但储蓄一词所蕴含的勤劳节俭、有备
无患、利国利民之意，钩沉致远，古今皆然。
作为古代王侯将相的治国之策，明清钱

庄票号的立业之本，近代商业银行的发展之
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兴盛之基，储蓄业务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代需求相合拍，与国
计民生相关联。很长一段时间里，储蓄曾经是
中国老百姓唯一的理财途径，而银行也通过
发挥储蓄这一最基础的服务功能，源源不断
地汇聚社会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恰如一座金色的桥梁，储蓄架起了公众和银
行之间最直接、最天然的联系。
博物馆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在中国工

商银行创办的国内首家金融行业博物馆———
银行博物馆里，保存有许多关于储蓄的历史
记忆，不时牵动出观者感怀往昔的缕缕情思：
汉代用于存储货币的陶土“扑满”平实质朴，
民国时期银行业务宣传储蓄罐造型各异，八
十年前银行计算工具舶来品“老而弥坚”，不

同时期的储蓄存折、存单、印章、储徽、宣传
画、老照片……如同金融历史长河里的朵朵
浪花，在思绪的不息翻腾中叠现出流金岁月
的珍贵剪影。
身为银行博物馆馆长，黄沂海将回望金

融历史的视线投注到色彩斑斓的储蓄宣传
画。在此新书中，他撷取 *&&多幅不同年代
的储蓄宣传画，引经据典，潜心挖
掘，将画面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这
些储蓄宣传画，既有难得一见的早期
钱庄、银号的海报，也有泛黄斑驳的
民国老银行广告画，更为丰富的是从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储蓄宣传画，
林林总总，纷然杂陈。其中，不乏丹青名家手
笔，大部分则源自银行基层美工生动鲜活的
创作。由于老宣传画属于“易耗品”，当年张贴
广泛，历经时代风雨，能够完好留存至今的当
属吉光片羽。
储蓄宣传画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历史

背景、人文观照和审美趣味，为今人研究中国

储蓄的演变历程、百姓理财的生态万象
以及国家政治经济面貌，提供了由物知
史的第一手佐证。一幅画作，一段历史；
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画外之音，即时代
之音；画外之人，亦画中之人。若将全书

串联起来解读，又何尝不是一部图文并茂的
中国储蓄专题史！
全书近 (&篇文章，叙述中跳动着历史脉

搏，故事中夹带着生活情味，以轻松的语言去
解读厚重历史，以别样的视角来窥探百年金
融，独具匠心。作为一名银行工作者，黄沂海
将本职工作与文献记述有机结合，在银行历

史文化的守望与传播中，作出了积极
有益的探索。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

奢。中国银行业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
是筚路蓝缕的开拓，靠的是聚沙成塔

的积累，靠的是水滴石穿的坚韧。时至今日，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依旧是我们事业不断取
得胜利的“传家宝”，更是工行迈向最盈利、最
优秀、最受尊重的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道
路上，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我想，这正是《家俭成储》传递出的最可贵的
正能量。

$家俭成储%%%储蓄宣传画的故事&序

十日谈
修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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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夏天县里要办篮球赛，清明前公
社就进行了选拔。我和邻村长脚都被
选上了。小熟忙完，球队就住进镇小，
开始集训。

这是知青下乡后的首场球赛，公社
很重视：知青办李主任当领队；当过兵
的书记也隔三差五来镇小看训练，还跟
我们一道打“三对三”。

离放假还远，镇小还在上课，每天
要到孩子们放学后，我们才开始训练。书
记说，你们代表全公社三万社员上县里
比赛，一定要刻苦训练，打出点名堂来。
他还说，正规球队都是“一天两训”———
上午一训，下午一训；小学生上课时，你

们睡大觉，这像什么？不要忘了，你们是拿了工分打球
的！他亲自跟驻军领导商量，借了一片部队球场，专供
我们上午训练。
不要看我们是干力气活的，一旦实行“一天两训”，

咒语!芒果和火箭 刘伟馨

! ! ! !看到《火箭》，自然很
想一睹为快。首先，这是一
部老挝和澳大利亚合拍片，
老挝的电影，以前从来没有
听说过，更没有看过；其次，
电影呈现东南亚独特的自
然风光；第三，这是一部带
有魔幻色彩的电影，仅凭
这些，就令人神往了。

这部电影获得过第
$0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
佳电影处女作奖，在 *&)-

年第 -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上还获得最佳视觉效果
奖，在网上的评分也不低。

虽然，这是一部以儿童为
主角的电影，但它不是儿
童片，它所表现的内容更
为广泛：传统、风俗、迷信、
咒语、祭祀、应验、现代、文
明、迁徙、希望……这是一
部充满寓意的电影。
老挝北部山区，风景

当然美丽：山峦溪流、藤蔓
树丛、日光月影，但部落落
后的习俗也随处可见，其

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孪生子被认为是不祥的征
兆，“一个受到保佑，一个
则被诅咒”。阿罗是双胞胎
哥哥，虽然弟弟是个死胎，
但他却被祖母认定是该诅
咒的那个，“他会带来厄运
……”祖母说。
很显然，咒语成了电

影叙事的出发点，阿罗是
一个被诅咒的人吗？他会
给大家带来不幸吗？古老
的预言似乎正在应验，阿
罗的部落要建水坝，整座
村庄将被淹没，在迁移的
过程中，阿罗执意带走小
船，不料，在翻越山坡时，
小船失去控制，砸死了母
亲；在临时定居点，阿罗因
私接电线，致使全村停电，
招致村民愤怒，他和祖母、
父亲暂居的窝棚被付之一

炬，他们再次被迫迁徙
……被诅咒的阿罗，险些
自己也要承认这是天定的
宿命了。
古老的旧观念，旧传

统，总是盘根错节，根深蒂
固，小阿罗想要打破这个
咒语的念想时时刻刻都
在，电影中不断出现的“芒
果”，很有意味。一棵有四
百年历史的芒果树，在水
坝兴建过程中，将要被摧
毁。离开故园的前夜，母亲
和阿罗一起摘芒
果。母亲说：“每一
颗种子，都能长成
这样的树，成千上
万的芒果。”想象一
下，满山满坡的芒果，在太
阳的照耀下闪烁，该是怎
样一幅壮观的景象！现在
母亲摘着芒果，只想“把它
们种在新家里”，阿罗说：
“这是妈妈的芒果。”母亲
去世后，阿罗怀揣着“妈妈
的芒果”，一直在寻找种植

芒果的土地，有好几次，他
都以为能种上黄澄澄的芒
果了，但事与愿违，他们一
家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
家园。电影中的“芒果”，既

是电影叙事的推动
力，又是一种隐喻。
阿罗所有的行动都
是为了得母亲所
愿，让芒果的种子

结出硕果，而“芒果”本身
又蕴含希望，指引着阿罗，
冲破咒语，重获新生。

这部电影，“火箭求
雨”是高潮戏。阿罗一家来
到一个久旱的村庄，村长
说：“你们不能住在这里。”
他让他们观看完火箭发射
就走人。阿罗说：“我要造
一枚火箭，如赢，就有钱，
有土地，就有种芒果的地
方。”父亲说：“忘记芒果
吧，都快烂了。”祖母说：
“绝对不能让你发射，你会
炸掉你和所有人的脑袋，

你将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
死亡。”阿罗把发射火箭当
成打破咒语的最佳途径，
在高人的指点下，他将蝙
蝠粪、硫磺和木屑混合在
一起，制造了一枚“蝙蝠”
火箭。在最关键时刻，他的
火箭直冲云霄。所有人仰
头看着火箭，火箭在云层
里噼啪闪耀，火光四射，顿
时，令人惊诧的事情发生
了，天上开始下雨，雨滴由
小而大，祈雨的仪式，在阿
罗手中终于得以完成。众
人欢呼雀跃，村长交给他

还真累得不行，长脚尤其
够戗。我们知青在学校就
打球，多少还有些童子功；
长脚可不行，他是农村青
年，球接触得少，公社纯粹
是看他人高马大———身高
有一米九十二———才把他
选进队里来的。他缺基本
功，规则也不懂，在场上不
是“走步”就是“三
秒”，搞得教练罗老
师很恼火。空下来，
罗老师还要给他加
练，教他站位、卡
位、转身、投篮……弄得很
累，长脚就更累。集训几天
后一个傍晚，长脚跟我在
镇小井台上擦身，悄悄说，
他从来没打过球，也没见
过集训这架势，受不了这
罪，想回村里去了。我劝
他，熬熬吧，等县里比赛结
束了再说。他说，没有金刚
钻，干不了瓷器活，我没有
你们那本事，场上晃一整
天，也投不进几个篮，总是
惹罗老师生气，还被别人
看不起，说我长脚是枯竹
竿，没用……
说着这些，他眼圈红

了。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
大个子会流泪，心里也觉

着不好受。
第二天，长脚又一连

出了两个洋相———
考虑到有个入场式，

知青办李主任从部队请来
一位排长，给我们加一堂
队列课。其实，“正步走”并
不难，可长脚就是不行。排
长一喊“正步走”，他就抬

左脚出左手、抬右
脚出右手，这怪样
子把大家笑死了。
长脚见大家笑，更
不知所措。排长不

论怎么教，长脚就是改不
了。最后，李主任把长脚叫
出队伍，让我给他“开小
灶”。我花了好几支烟工
夫，才把他教会。看他满头
大汗，我知道他是紧张过
头了。
这天傍晚，罗老师又

给长脚加练“三步上篮”，
因为他动作不协调，跌跌
撞撞的，结果脚踢篮球，重
重摔倒在篮架下。他的膝
盖磕在水泥地上，痛得很
长时间没爬起来。
我用自行车把长脚送

到卫生院，严严地包扎了。
出医院回镇小的路上，竟
遇见了他的老娘。原来老

娘知道儿子爱吃粽子，专
程十几里路赶来送粽子，
没想到儿子摔成这样，伤
心得嚎啕大哭。她拍着粽
子骂：那些杀千刀的，还说
我们长脚是天生打球的
料，说只要把球打好了，将
来还能跳出农门，跳个魂
啊，我们长脚农门没跳出，
脚倒摔坏了。
这一摔，还真摔出了

事情。长脚的膝盖，后来越
痛越厉害。罗老师怕了，让
长脚停训不算，还叫我们
马上送他去县中心医院检
查。拍片结果，医生说是半
月板撕裂，要动手术。李主
任用医院电话向书记汇
报。书记真好，当场拍板
说：快治快治，医药费不用
管，一切我负责！

虽说手术做得不错，
但长脚毕竟伤了元气。县
里比赛结束后，我去邻村
看他，见他走路一瘸一拐
的，过去高高大大一个人，
一下佝偻了许多。他说，我
娘说了，我天生就是种田
的料，打什么球！现在好
了，脚摔坏了，对象也跑
了，这后半辈子，有得后
悔了！

暮春午睡 傅保民

花影半墙漾碎春" 痴蜂闹午最伤神"

主人酒后眼犹熟" 帘外鹦哥正骂人#

一叠钱：“这火箭飞得真
高，都顶到天了，疼得它都
下雨，孩子，你们可以留
在这里，种你们想种的。”
在电影里，火箭发射成了
一种象征，这是坚定信念
的过程，这是实现希望的
行动，这也是抗争命运的
结果。
阿罗“妈妈的芒果”，

虽然已经干瘪、枯萎，可在
雨水中，它终于有了属于
它自己的土地，不久的将
来，它就会长成一棵大树，
枝头缀满黄澄澄的果实。

古
道
凉
亭

袁
晓
赫

! ! ! !在井冈山小通村背，有群方圆百里
的大山，把座座山峰连在一起的是一条
幽静的古道。从村后老庵塘塘堤起，穿
过一片油茶树林，就绕进了深山。这条
古道一直蜿蜒近百里，经遂川县的小
湖、桥子头、车坳、新江、衙前等乡、
村，最终到达遂川（龙泉）县城。一路上
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有古朴的人文
风貌。
在大山里，古道本身就是少有的靓

点，它三弯九转，忽上忽下，像一条长龙，
在崇山之间盘绕蜿蜒。古道由石块、石板铺成，有的道
段则由裸露的岩石形成。整条古道隐藏在幽静的峡谷
之中，道旁密林丛生，溪水潺潺。越往深山走去，古道越
变得狭窄，而且十分陡峭，风景也随之更加优美起来。
顶着蓝天白云，听着小溪淙淙的流水声，吸着深山中的
清新空气，真叫人心旷神怡。
出村口走上五六里，就到岭头“骑马坳”，那里有个

凉亭，传说很久以前，古道上人来人往是很热闹的，
那时候，凉亭叫茶亭。茶亭边，搭有木棚子，住着一
位老庵人，她施茶修行，日日为过路挑夫、行人烧水
做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当知青时，棚子已无
影，但黑瓦、白墙、石拱门的凉亭还顽
强地存续，俯拥着穿亭而过的条石古
道，坚韧地孤守在岭头。记得当年，我
们挑柴、担石灰归来，在凉亭里“歇肩”
时，喜欢喝凉亭旁枫树下的“饮水”（山泉
水），还钻进亭旁“竻蓬”（荆棘）里，寻那种叫“卧藨”的
野山果（鲁迅《百草园》中写的覆盆子，也叫野草莓），引
得“后生”、“客娘”们纷纷抢摘品尝。
像小通村通往外界古道上的“骑马坳”那样的凉

亭，在井冈山境内古道上比比皆是。井冈山独特的地理
位置，使前人在历史上建成了纵横交错的古道，各主干
古道上，三至五里即建有一个凉亭。
敦厚纯朴的前人把在古道上建亭施茶看成一种功

德和修为。山野古道，孤悬一亭，行人至此，劳累可得小
憩，风雨可得暂避，日夕可得安歇，饥渴可得餐饮，足以
见前人的用心和善良。以今人的眼光看，古道凉亭是当
时人们积德行善、追求和谐的一个历史见证。
先人们施茶行善的遗风延续了下来。一直有人出

资修缮日渐废弃衰弱的凉亭，客家人至今还有逢年逢
节打扫凉亭、免费供应茶水、锄路草的习俗，使这些
散落在群山古道上的凉亭久经历史风雨而存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