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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童年的时候家里没
有订阅 《少年文艺》。那
是一本异常好的文学刊
物，现在仍旧异常好！所
以我不明白我的很有文学
喜爱和修养的父母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一个疏忽？他
们的书架上有相当不少的
文学名著，他们也是时常
捧着文学的书籍阅读，可
是他们却疏忽了专门为我
订阅一本异常好的
儿童的文学杂志。
但是暑假的这

一天的上午我的手
里捧着这一本异常
好的杂志。我忘记
是哪个小孩借给我
的了。我躺在席子
上阅读，席子铺在
一楼朝北的走道
里，走道的外面是
小花园，是不高的围墙，
我躺在那儿可以看见高高
的天空。
我在读《在团旗下》。

那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
小孩的故事，那时我的家
庭出身也不好。“家庭出
身不好”是某一种年代的
说法，它无比可笑，可是
那时谁都对它很认真，谁
都会信以为真，没有办
法，因为它是那种年代！
我其实很感谢那种年代的
某些荒唐说法和做法，让
我这样的小孩可以活得小
心翼翼、很有规矩。我也
很感激《在团旗下》这样
的小说、故事、文学，它
们是那么智慧、温和、善
良地关怀着一大批小心翼
翼的孩子，能够争取在那
个年代受到欢迎好好长

大，获得尊严和快乐，生
活得阳光灿烂。我躺在暑
假的席子上读着这个小
说、故事、文学的时候，
满心里都是感动，而且也
懵懂地对写出这样的很庄
重的故事的人充满崇拜，
那的确是崇拜，虽然那时
我还不知道小说究竟是什
么，文学有多少用处，我
能确定的只是：它是一个

故事，它登在了不
起的 《少年文艺》
上，所以写这个故
事的人也了不起。
过了很久，我

也成为能够写作小
说和故事的人了。
后来也认识了任大
霖。后来我才对
拢，原来我小时候
读过的那个温暖地

鼓舞过我的小说是他写
的。这个著名的作家，他
还写过别的被许多人一致
说好的小说，那些小说是
他一生成功的标志，也是
中国儿童文学里的大成
绩、红旗帜，可是他写的
不很重要的 《在团旗下》
对我很重要，因为它是我
儿童时代的一个重要的
“记得”，它是我的一个重
要的文学。文学是可以这
样被赋予了神采和感情地
记住的，文学里可以有一
个人的日月和席子与天
空。

任大霖去世多年了。
他不会知道我正在为他的
书写前言。他也不知道我
小时候读过他写的《在团
旗下》。但是他非常知道
文学对于儿童、对于人有

旗帜的意义。他们那一代
作家，是把文学当成庄重
旗子，当成生命田野的美
丽风光的。他们写得再轻
健、风趣，也还是关切人
活着的意义，惦记世界的
美好。他们为儿童写作的
时候充满纯粹的心意，掂
量字句，揣摩思
想，生怕夜晚蟋蟀
的声音里会有阴暗
的光影，任大霖写
过 《蟋蟀》。他们
是特别负责的，所以他们
也许今天早已不在，或者
今天已经完全垂老，但是
他们的文学必须还应当被
今天阅读，他们理所应当
有阅读的销量。
今天，哪个作家愿意

进校园在自己的书上签上
名字，就阅读哪个作家的
书，这实在太肤浅太做作
太没有文学本身的诗意气
象了！我们不能为儿童安
排如此狭小的阅读，我们
应该渐渐废去阅读等于作
家进校园这样的单调算
式。人类最健康的阅读一
定是包括了无数昨日经典
的书目和篇目的，中国现
在的儿童文学阅读也一定
应该包括张天翼、严文
井、任大霖（此处省略很
多别的优秀名字）。他们
仍旧是旗帜，我们应当喜
好在经典的旗帜下。
亲爱的大霖先生，这

是我在你的贵重的书前写
下的故事和心情。我没有
能力让更多的人懂得敬重

你留下的文学，我的能力
只是写一点这样的真实、
微薄的心意。很多年前，
我想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你在上
海延安西路 !"#$ 号里的
办公室，我不好意思地
说：“大霖先生，你可以

当我的介绍人吗？”
你说：“好啊！”
你就坐下写下了对
我的评价，签上了
你的名字。

你的办公室的那幢二
层楼已经不在。登你的
《在团旗下》的 《少年文
艺》的精致小楼也已经不
在。不过《少年文艺》还
是在继续出版，了不起地
艰难地存在着，上面的故
事依然异常好。我总是在
一切的机会中对父母们

说：“为孩子订一本《少
年文艺》吧！”可是我不
知道有多少人听了我的
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少年文艺》其实也是一
面旗帜，它的飘扬是多么
漂亮！
我在文学的路上是一

直跟着旗帜走的，所以，
大霖先生，我参加作家协
会，一点儿也没有辜负
你！我对得起表格上你签
下的名字。

我缓缓地写下这些
字，因为我想对得起自己
的记忆和情感。而现在，
又是夏天的暑假。

一样不一样
徐慧芬

! ! ! !这是雨天，菜场地上都是污水，七十五
岁的她脚下一滑，整个人合扑跌倒在地上，
动弹不得，所幸脑子还清醒，但已没有力气
呼救。她就这样静静地躺在一摊积水里，周
围渐渐围拢了人，先是三五个，后是一大
圈，有人议论，有人静观。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个外地口音的小伙

子，跑到她面前问她，阿姨，要不要我扶你
起来？她点点头，小伙子迟疑了一下又说，
如果扶你起来，你可不能诬赖我呀！她一下
子泪流满面，用足力气说，我只有谢你啊
……听到此言，小伙子开始搀扶她
了。可是她已不能起来了，于是小伙
子叫来了菜场管理员，打了 %&' 电
话，救护车把她送往医院，即刻上了
手术台。她身上已多处骨折并有错
位，医生对她说，你还不算太倒霉，如果跌
倒时后脑着地，颅内出血，这是一点耽搁不
起的。
另一个八十岁的她，这天早晨走在马路

街沿上，这是刮风的雨天。一个看来像是八
零后的姑娘，推着一辆自行车，突然车被刮
落的树枝绊了一下，结果这辆车就顺势倒向
擦肩而过的这位老人身上。

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姑娘急忙去搀
扶，可是她已立不起来了。她感觉身上不太
疼，觉得问题不大，就对姑娘说，你要去上
班的吧，别管我了，我坐一会儿，自己会爬
起来的。姑娘不走，再次试图扶她起来，仍
不行。老人仍旧坚持让姑娘去上班，姑娘不

肯走，接着掏出了手机，叫来了救护
车，再接着，姑娘陪着老人，一起上
了救护车。事实上，老人的髋骨已
断，需要及时手术。医生说只是年纪
大，痛感迟钝，如果没人管，也许不

一会就会失去知觉昏倒的。
这两位都是我熟悉的长者，她们向我讲

述了一样又不一样的遭遇，她们讲述时有很
多的感慨，我当然也有很多的感慨。这两个
事件的救助者都是年轻人，都说现在的年轻
人比较自私，只顾自己，但是这两位的举
动，不是让人看到了一枚硬币的另一面吗？
那位姑娘，如果评价她只能用三个字，我会

说：好样的！不说你的道义感责任感，我只
想说，你是极善良的人，善良的心性让你对
困境中的老人感同身受。我还猜想，你一定
出自有着良好家教的家庭，在别人危难之
际，你全然不顾自己可能摊上的麻烦，也或
许将为此付出的各种代价，你只听从良心的
召唤，觉得如果不这样做，心里过不去，而
我们这个社会是多么需要这样的良心啊！
前一个事件，对倒地老人作壁上观的人

群中，多数也是上了点年岁的大叔大妈们，
对救助人这样的事，你们的体力和能力或许
都有限，你们的处事经验也懂得保护自己的
重要，也许不能苛求你们什么，但现场只要
有一两个人，起个头发动一下，或者先相互
证明一下后，帮忙呼救，打个救急电话，使
救治提前一步，这是一点不难做到的。
我们的围观者还可以这样想一想，这个

摔倒在地突遇不幸的人，换成你，你又希望
周围的人怎样做？我们应该明白：当有一
天，这个世界如果冷漠到人人都只懂得自
保，而不顾他人安危死活的时候，那么击鼓
传花般的厄运一棒，也最终会落到你头上。
人类相依相存的生存法则遭破坏，灭顶厄运
谁都难以幸免。

!二次创业"的期待
薛 宏

! ! ! !十年前扩区临港是闵行开发区真正意
义上的“二次创业”。我没有体验到上世纪 $'

年代开发区初创时的场景，却在此时感受到
了大家对“二次创业”的期盼和激情。当时很
多人都期待到临港工作，而谁能去是要经过
严格筛选的。那天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公布临
港人员名单的时候，大家都翘首以盼，场景
像是在揭晓榜单。去临港的人都兴高采烈、
众志成城，会后，临港团队还集体合影留念。
有的没去成的员工还找领导谈心，再争取机
会。要知道到临港工作可不是一件轻快事，
我想，开发、创业，这可能是我们开发区人的
传统和天性吧。值得一提的是，开发区的第
一代领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下一代送到临
港，继续助力开发区的新事业。带领着这样
一批人，我感到信心十足。就这样，新一代开
发区人在市委市政府开发临港的战略决策
下，满怀期待挺进尚处于一片空白的临港。

创业是不断从零到一的过程，不管多稀
松平常的事，在冠上“第一”后都会变得那么
艰难和期待。路，我们司空见惯，但这里每一
条路的开通都会让我们欣喜若狂。第一条通
往市区的高速公路的通车让我们激动了很
长时间，因为之前我们需要两个多小时的地

面路程。刚通车的高速公路，一路上见不到
一辆车，而如今已经出现堵车，好在我们还
能欣赏到迪士尼城堡的美轮美奂。走在现今
的宽敞大路上会不时想起当年带客户沿着
还在修建的泥泞道路看园区、新城和大桥的
情景，所有的老外都为上海的建设力度感到
震惊，而那时的心里是多么期待能有一条平

整的马路，“港开、桥通、城用”是我们那几年
常挂在嘴上的目标。第一批动迁的完成、第
一块土地的批租、第一栋厂房的开工、第一
个客户的引进、第一家企业的投产……众多
“第一”的结果让我们期待，催我们奋进，也
一笔一笔勾勒出了园区的雏形。

招商引资是开发区的重头戏，项目天南
海北地找，一段时间实践下来，来的项目一
批接一批，但形同流水，落不下来，项目质量
也差。后来我们转变思路，不光向外招商，更
针对性地围绕着老区项目对内招商，并作为
很长一段时间开发区的招商重点。于是招商

人员开始跑老区企业，摸排企业的拓展需求
以及老区满足不了的业务需要。为了吸引这
些客户，临港开发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同
时加紧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扩区的报批，
让客户感觉到跟在老区一样踏实，甚至还可
以得到更好的服务和更优越的条件。一家
"''强企业有码头需求，我们不遗余力地推
动产业区码头的开工和建设，让老外清楚时
间进度和储运保障。虽然基础条件还不尽如
人意，但这些外资企业看到了我们不折不扣
的传承和信守的承诺，毅然决定投资临港，
有的甚至将企业搬迁至临港，成为了早期临
港几家龙头的世界 "''强企业。老外开玩笑
地说：“我们与开发区一起来创业，你们走到
哪里我们跟到哪里！”

十年磨一剑，新一代开发区人不断成
长，如今已成为系统中很多重要岗位的带头
人，这里成了培养人才的摇篮；而临港地区
也众望所归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期，更大的变
化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旅游散曲
王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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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言钱湖探芦!花飞舞"又去隔芦观鱼!鱼戏芦"碧

溪潺!翠竹生!鹤来乎# 湿地胜景如图!天赐予"

雨中钱湖

春雨落钱湖!珍珠乱舞" 湖光潋滟风吹树!山色空

濛雨作图" 人在西湖" 此行向何去# 桃花船坞" 望月

亭里听浪诉!影月桥上叹月无" 舟飞渔户"

水绘园

古木参天!百花满园!小桥流水潺潺" 何时翠莲出

湖间!花清艳!莺声啼啭" 冒公归田!小宛弹弦!庭园

深深问天" 一尺石台留诗篇!情长绵!水绘佳园"

（如皋水绘园系明末名士冒辟疆与才女董小宛共同
生活过地方，他们缠绵凄美的爱情为后人传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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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乐无穷 %漆画& 林艺群

刘海粟的文化价值
陈 梁

! ! ! !写刘海粟的文章大多就画论画，叠床架屋，刘海粟
的史料被反复炒冷饭，然而，开掘出隐藏在刘海粟背后
的思想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文章却寥寥无几。刘海粟不
仅以其顽强的艺术探索精神和杰出的成就载誉画坛(

更以其领风气之先而为世人所瞩目。
中国近代艺术史上，极少有像刘海粟这样一个高

度，把个人的命运放在与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位置，刘
海粟爱国思想
源于传统人文
精神，给予他
通晓事理做人
道理，刘海粟

崇高的社会历史责任感形成，早在幼年家庭教育中已
经达其一生。

!)&'年刘海粟在《日本新美术新印象》一书中写
道：“说起世界的艺术来，我中华自然算是一个先进国，
所以有许多西方著名艺术家，都说西方的美术导源于
东方的美术又导源于中华。”“我们现状倘然仍昏沉沉
的过去，不知急起直追从事艺术活动，再没有地位给中
华了。”

!)*+年 %&月，刘海粟在《艺术与生命的表白》一
文中写道：“炮灰烽烟弥漫了的中华，沉闷而浑浊的空
气围绕我们，我们要凿开瘴烟，渴求生命之泉。我们要
在黑暗之中，发出生命的光辉。”这句话竟然不是出口
于某位政治家，而是刘海粟从心灵迸出的思想火花。
刘海粟是一位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在欧洲他看到

日本被西方人当作东方艺术的代表时，他无法平静，四
处奔走游说，致函教育部长、驻法公使，与法国交涉每
年交换展览。%)*+年他率团去德国、瑞士、荷兰等地，
举办演讲，宣扬中国艺术，介绍中国文化，处处显示了
一位来自文明古国的文化使者的豪情与丰采。

%)*,年 $月淞沪战争爆发，谢晋元率领八百抗日
孤军坚守在苏州河北岸，誓愿与阵地共存亡，战事惨
烈，刘海粟被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
动，在苏州河对岸架起画架创作油画《四
行仓库》，深情地讴歌了抗日壮士的高贵
品格，激发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爱国
主义精神。

战事爆发后(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年 %月(刘
海粟发动上海美专师生捐画 +''幅( 在上海举办了救
济难民展览会(全部售罄(募集款项全部捐给上海教养
院建难童建筑院舍三幢。同年 +月(刘海粟又在上海举
办历代名画展(为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筹集医疗款。
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记载，%)+'年 %月(刘

海粟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城举办“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
览会”(后又移展多处(从泗水、垅川移往三宝垅(后又移
往万隆。所到之处(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义卖收入超过
了 *'万盾(全部由华侨筹赈总会汇寄贵州红十字会(转
给急需救助的前线抗日将士。

%)$%年 +月，刘海粟以自己的画款资助南艺建
设，他在香港发给南艺副院长谢海燕先生的电文中言：
“我爱祖国，爱南艺，爱下一代。画款港币 %''万元献给
国家，愿望悉数拨给南艺，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其余
购置图书、器材。”刘海粟的高风亮节之举，令人肃然起
敬。

%))+年刘海粟毅然回到上海，在他生命的最后一
刻，将自己毕生收藏的近千件藏品无偿地捐给了国家。
他希望自己国家更强大，那么什么力量最能使国家更
强大？刘海粟坚信是文化的力量。刘海粟的血管里流淌
着炎黄子孙的灼热情感，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像是
一个永远也斩不断的精神脉络。
从懵懂少年到耄耋之年的百年生涯中，刘海粟极

少涉及个人和家庭，而是始终联系着社会的进步与民
族的安危，为实行民族复兴而创作，以形而下的艺术创
作印证了其形而上的人生价值。在刘海粟高尚品质与
博大胸怀背后，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情感人格的外化，
值得当代人高山仰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