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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交通乱象，是城市文明的伤疤。近
年来，上海等多座城市进行交通大整
治，交通秩序有了很大改善，交通违法
行为与交通事故都明显减少。然而，乱
象犹存，伤疤仍有。拿闯红灯来说，幼
儿园的小朋友也知道是违法的，却还有
一些行人与骑车人在路口明知故犯，不
顾红灯止的信号，扬长而过。为了有效
改变这一情况，各地都在不断加大宣传
与惩处的力度，想出了各式各样的招
数，电子警察早已上岗，湖北黄石大冶
市近日还借助科技力量在市区一个路口
处设立了“喷水”装置，行人一旦闯红
灯，装置会喷出一道水雾，并语音提示
行人不要通行。所有这些，都在于切实
提高民众的法治意识与道德意识，这是
消除交通乱象，改变“中国式过马路”
陋习的根本之道，应予充分肯定。
不过，交通乱象的存在，在一定程

度上与城市中的道路交通指示标志设置不尽合理有
关，近日，《三湘都市报》就以文配图的形式，报道
了长沙市湘江北路银盆岭大桥北段，固定在灯杆高处
的交通指示牌显示此处机动车可以在路中间掉头行
驶，实际上这里路中间被一道矮护栏隔离，前面还设
置了一块禁止掉头的标示牌。这种互相矛盾的交通标
示，在上海也有。因此，整顿交通乱象，在着重向民
众中各种违法的交通陋习“开刀”的同时，也要大力
改进交通管理设施方面存在的“短板”。这就是说，
在重点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同时，也不可忽视矛盾
的次要方面。

话回到闯红灯的乱象，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行
人、骑车人与驾车人缺乏法治文明素养所致，但有一
个调查，竟有 !"#$%的人认为是由于红绿灯设置不合
理。这一比例也许有些夸大，但过马路时，确有不得
不放弃绿灯去选择红灯的情况。比如，我住处附近有
条丁字路，三面的人行横道线均紧贴着路口，几乎连
在一起，绿灯一亮，大转弯的车辆立马就冲过来，行
人根本无法走过去。而大转弯的车辆又特别多，直行
的车辆却相对较少，这样在红灯亮时，大转弯的车不
能开，直行的车又没有，过马路反而安全，造成了这
里更多的“红灯行，绿灯止”的不正常情况。在这
里，倘若将三条人行横道线都向后拉一段距离，再严
格推行“车让人”的规则，能在绿灯时安全过马路，
就不会再有人去闯红灯了。
此外，有的路口红灯时间过长，超过比较合理的

$& 秒的大限，有的红绿灯切换时间，与马路宽度、
人车流量相比不合理，都是诱发闯红灯
的原因。我住处附近还有一个马路口，
有红绿灯，却没有人行横道线，只让车
行，不让人走。人要到对面，需绕一个
大弯子，过三个路口，这样，也就出现

违规者。所以不让人走，本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马
路对面是一个高架下匝口。不过，我想，如果不采取
这样“禁”的做法，而是采用“导”的方法，在路口
修建一个简便的天桥或地道，不是既给了市民安全，
也给了市民方便吗？
有个故事说，人们在食堂就餐，用勺子在菜桶里

盛汤，盛汤后，应当把勺子挂在桶边，可有人或有意
或无意地将勺子往桶里一丢，勺子往往滑到菜汤里
去，很不卫生。对此，人们提醒盛汤者要注意公德，
不要乱放勺子。确有效果，但却难以完全避免。后
来，食堂师傅将勺子换成了长柄，长度大于桶高，滑
到菜汤里的现象很少再发生了。此事告诉人们，勺子
经常滑到菜汤里，并不完全是用餐者的素质问题，与
勺子柄过短有很大关系，也要在管理方面找找漏洞，
补补漏洞。闯红灯现象的存在，固然源于人们的文明
素质与法规意识的缺失，但也往往与管理上存在“短
柄勺子”有关。为了切实做到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
明出行，在大力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和遵守交通法规
意识的同时，也要积极解决管理上存在的这一“短柄
勺子”即“短板”问题。不少城市在交通大整治中，
把改善交通管理也列为一项内容，鼓励市民对不科学
不合理的交通指示标志设施提出意见，积极改进“短
柄勺子”，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赏。

海派特色的日本研究
吴寄南

! ! ! ! 上海市日本学会成立于
'$() 年 $ 月。我是它的第一届
会员。'$$* 年起，我从担任秘
书长开始，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这些年来，上海日本学界的同行
一直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就是
如何贯彻汪道涵老市长的指示，
弘扬海派日本研究的精气神。

'$($年至 '$$&年，我在日
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 （+,-.）
担任客座研究员。+,-. 理事
长、前国土厅事务次官下河
边淳告诉我，东京有一个名
为“汪道涵学校”的学习
会，由见过汪道涵先生，为
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的著名
学者组成。主要成员有大和综合
研究所理事长宫崎勇、日本兴业
银行顾问小林实、日本长期信用
银行调查部长竹内宏等。这是我
第一次从日本友人口中了解到汪
老在日本的崇高声望。

我担任日本学会秘书长后，
多次参加汪老在上海社会科学
院、东方编译所等单位召开的座
谈会，聆听他对包括日本研究在
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指
示。汪老强调，研究日本一定要
注意搜集和了解第一手资料，要
道听途说不说，人云亦云不云。
事实上，汪老身体力行，为我们
树立了注重调研日本政经动向的

典范。在汪老身边工作的葛伟昌同
志经常拿一些日本朋友赠送的最新
书籍让我们摘译后送汪老。我也去
过汪老办公室和医院病房为他讲解
日语书籍。根据汪老的建议，日本
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人合著的《冷
战以后》、前自民党干事长小泽一
郎所著《日本改造计划》、著名政
论家本泽二郎撰写的《日本政界的
“台湾帮”》等日本的畅销书先后译
成中文在上海出版。在翻译这些著

作过程中，我们加深了对日本政经
动向的了解。
汪老强调，上海的日本研究要

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发展有海派特
色的日本研究。'$$* 年 " 月 '*

日，汪老亲临上海市日本学会第三
届会员代表大会，语重心长地勉励
与会代表要从世界格局的变化和日
本本身的发展变化中去把握大的方
向，勇于创新，努力提高日本研究
的水准。'$$/ 年 '' 月 '$ 日，汪
老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强调，要把
日本研究作为一个大课题来对待，
对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
各个方面都要有了解，同时也要注
重纵向的发展，善于把握日本从

!&世纪到 !'世纪的发展脉搏。
'$$) 年夏，我在东京大学进

修期间，汪老让一位旅日传媒人带
信，要我注意搜集战后出生和成长
起来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资料，
加强对这部分政治家的跟踪研究。
同年 '&月，我回沪后向汪老汇报
了调研的进展。汪老指出，日本新
生代政治家的崛起有其历史的必然
性，这一现象和日本所处的国内外
大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新生代
政治家掌控最高权力后，势必
会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带来深刻
影响。汪老要求我先写好日本
新生代政治家研究的“总论”。
在这个基础上再作深入细致的

个案研究，写好“分论”。他强调，
对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研究一定要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务求客观、
准确。说到兴头上，他随手在一张
空白信纸上写下了“摆事实，讲道
理，明是非，求共识”'! 个字送
给我。
正是在汪老的勉励下，我开始

了历时 0年的调研和写作，终于在
!&&! 年夏，将 《日本新生代政治
家———!'世纪“日本丸”掌舵人》

一书奉献给了广
大读者。

明日向你介

绍上海市台湾研

究会。

将来的事
刘伟馨

! ! ! !伊莎贝尔·于
佩尔在法国影片
《将来的事》 里，
扮演一个哲学老
师，你可以看到，

她在讲台上讲解哲学，和学生们
讨论哲学命题，甚至在公共汽车
里，在乡村的草地上，随手都会
拿出一本哲学书来阅读。这个叫
娜塔莉的老师，家里的书橱中，
全是各类哲学书，她的丈夫汉斯
也是哲学老师。
这部电影，提到许多哲学家

和他们的著作，以及许多哲学名
词，比如卢梭、叔本华、阿多诺、
齐泽克、列维纳斯，比如经验批
判主义和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
派、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等等。当
然，还有许多台词，都涉及哲学。
不要以为这是一部枯燥、深奥和
晦涩的电影，事实上，这是一部
关于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和情感世
界的电影，配上法国美丽的风景
和音乐，它叙事流畅、剪辑得当，
只是所叙述的内容，和哲学、精
神、知性有了紧密的联系。
娜塔莉人过中年，信奉的是

哲学和生活同流，思想和现实契
合，不希望生活有一个重大的变

化，但往往事与愿违，她和母亲
的关系，她和丈夫的关系，她和
得意门生的关系———电影中这三
大关系的变化，影响了她日常和
精神生活的走向。
娜塔莉的母亲独居、具有老

年精神病症，有时，一天要打给
娜塔莉无数次电话，不是说睡不
着，就是说想自杀，在被送进养
老院后不久跌倒昏迷去世。电影
在表现这对母女关
系上，波澜不惊，
却感人至深。女儿
只要母亲需要，就
会赶到她的身边；
而母亲也依赖女儿，在养老院不
吃不喝，见到女儿就喊饿……母
亲去世后，娜塔莉有一段深情表
白：“她一辈子都在受苦，有种
被遗弃的焦虑，她没上过什么
学，这是她最大的遗憾，是她强
迫我上的大学，然后变成老师，
她非常骄傲女儿是哲学老师。”
此时，扮演娜塔莉的伊莎贝尔·
于佩尔，眼睛里有了泪水。
娜塔莉和丈夫看起来很合得

来，一起生活了 !)年，可有一
天，丈夫说，他有了另一个女
人，要搬出去住。面对如此变

故，没有争吵，娜塔莉只是平静地
说：“我还以为你仍爱着我。”电
影里两个场景，表达娜塔莉内心
真实感受。一个是：丈夫表示歉
意留下的花，被她扔进垃圾箱，
却不忘拿回装花的塑料袋———花
比不上塑料袋珍贵，可见她对丈
夫的怨恨；另一个是：她回想布
列塔尼的岁月，在丈夫父母留给
他们的家里，她度过所有的假

期———花园里，有
她亲手栽种的植
物；海滩，见证孩
子渐渐长大……和
这个美丽的地方割

舍，对她来说，也许有点残酷。
娜塔莉会把她的感触，说给

学生法比安听，正是她的课，让
学生发现了哲学，从而在这一领
域有所建树，而这个学生，也是
她的自豪。但师生间，随着时间
的推移，理念上有了分歧。娜塔
莉希望学生看重生命的价值多一
点，坚持认为生活须与思想合
一，而法比安对老师说：“你只
在意每天的生活举止，不让它损
及你的价值标准；你无法接受让
思想失控进而导致你生活的巨大
改变。”他不知道，老师年轻时

思想其实也很激进。
这部讲哲学老师的电影，有

时，用哲学书里的引语，表达她
的思想和情感状态。在母亲的葬
礼上，她读了帕斯卡尔 《思想
录》里的一段话：“我现在的处
境是，不知我是谁，也不知该怎
么做，我既不知我的情况，也不
知我的责任，我全心期待至善，
并且追随它……”伴随着画外
音，紧接着的画面里，是她坐在
公共汽车里悲伤地流泪，这不正
是现实生活中她的写照吗？经历
了所有一切，课堂上，她讲解着
卢梭的《新爱洛漪丝》：“不幸是
属于那些没有欲望的人，希望比
拥有更容易令人满足……”可不
可以这样说，这是她对自己生活
的另一种期许呢？
电影结尾，娜塔莉抱着刚出

生的外孙，唱道：“在明亮的清泉
旁，我独自去散步，我发现水如
此清澈，于是跳进去游水，我爱
你很久了，而我永远也忘不了你
……唱吧，唱吧，你有一颗开怀
的心，你的心会笑，而我的却想
哭。”过去的冷暖甘苦，唯有她
自知；至于将来的事，又有谁知
道呢？

紫藤浪漫香满园 郭树清

! ! ! !四月的申城，伴随着
春风春雨的滋润和温度的
升高，便迎来紫藤花盛开
的季节，紫藤的温馨浪漫
与其他颜色的鲜花和变色
树一起，奏响了一首五彩
缤纷的交响曲，构成了一
幅灿烂亮丽的春天画卷。
位于嘉定城南博乐路

环城河畔的紫藤公园内一
片“令世界窒息的美丽”，
据称，这里是世界上仅有
的三座以紫藤为主题的公
园之一，近 *& 个
品种，从紫蓝到洁
白等各色都有，占
地面积为 '#/万平
方米。
春阳高照晴方好，吹

面不寒杨柳风。一座座钢
架搭起的棚廊下，一串
串、一簇簇硕大的花穗，
有白色的，紫色的，粉色
的，还有紫中带蓝的，宛
若晶莹的珍珠，悄然绽
放，在灰褐色如龙蛇般蜿
蜒的枝蔓上轻轻悬挂，款
款垂下，微风吹拂，摇曳
生姿，绕园喷芳。据称，
紫藤主要有三大类，即中
国紫藤、北美紫藤和日本
紫藤。紫藤的美丽在于花
穗长度，一般的花穗长度
为 ')1*& 厘米之间，花
期为 '& 天左右。而生长
在嘉定紫藤园内的花穗，
由于优良的生态自然和水
土资源等舒适环境，加之
优质的品种和精心培育，
以致最长的花穗能达到
'&&厘米。花期自 /月中
旬起至 ) 月上旬，那热
烈、灿烂、缤纷绚丽的色
彩透着阳光显得更加晶莹

剔透，仿佛一处气势恢弘
的彩色隧道，演绎着超凡
脱俗的妙境花影。

沿着廊道一路走去，
便来到河岸边塑胶铺设的
健身步道，这里游人如
织，观景赏花，人头攒
动。一眼望去，那温馨浪
漫的紫藤花与碧蓝的天

空，清澈的河水；
那日式风格的石头
灯笼与园内种植的
樱花、玉兰、红叶
李、海棠、桂花、

腊梅等植物以及凉亭、小
桥、石凳，还有护城河的
亲水平台，周边一幢幢别
致的民居组合成相得益彰
的佳配衬托，和谐雅致，
相映成趣。漫步其间，可
听林间鸟语，可闻草木芬
芳，可观水面鱼跃，饱览
湖光水色，呼吸清新空
气，欣赏着这番风光旖旎

美景，人似在画中一般，
心情恰如春日般晴朗。
紫藤，一年四季都是

美丽的风景。秋天时，绿
叶变黄，渐渐飘落，地面铺
上一层金黄色的地毯，演
绎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
作春泥更护花”的不凡境
界；冬天时，落尽黄叶，
藤蔓尽显它那枝干嶙峋，
拙朴可爱的迷人风姿，那
盘曲裸露的老根，有的缠
在一起，像巨大的麻花，
有的编织在一起，恰似一
个美丽的中国结，别有韵
味；春天，藤蔓上发芽，
长出碧绿生青的嫩叶，紧
接着，春风春雨一催，一
串串紫藤花开出了笑脸，
将满园装扮得热闹非凡，
美不胜收；夏天，随着紫
藤花的渐渐枯萎，密密层
层的枝叶遮阴蔽日，凉风
轻拂，情趣盎然，成为人

们休闲纳凉的好去处。
徜徉在春天的紫藤公

园，紫藤花密密匝匝，层
层叠叠，翠叶婆娑，像绿
云下飘逸的彩霞，蔚为壮
观。晴空暖阳下，那盈架
满棚的一束束紫藤花犹如
浮起的彩云，又如缠绵的
彩雾，倒映在横卧园中葫
芦形的荷花池碧波里，恍
若仙境般梦幻景致，艳丽
夺目。放眼远眺，好像那
儿有一片彩色的厚纱，盖
住了绿色的枝叶；又如一
只只美丽的彩蝶在飞舞，
奇姿异态纷呈；更似一道
彩色的瀑布奔泻而下，流
光溢彩，极富活力与动
感，令人心情悠然，乐而
忘归。
紫藤花，她从不禁锢

自己，有花尽情地开，有香
尽情地放；紫藤花美得自
然，美得朴实，美得芬芳，
赏之悦目，闻之沁心。

书法 林仲兴

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天 任溶溶

! ! ! ! '$/'年 '!月 (日凌
晨，只听到轰隆一声巨
响。当时我和母亲住在四
川路腾凤里 /号，母亲起
来小便说：“又出什么大
事情了！”
早晨起来，外面马路

上人声喧闹，说日军偷袭
珍珠港，昨晚黄浦江上一
艘意大利邮船自沉，不愿
被日军征用。同时听说虹
口的日军马上要进租界。

我在家里马上把进步
书籍送到厨房，特别是给
倪海曙老大哥出版，一批
刚印好的他的著作《快字
新编》存书，请大厨德荣
表叔当柴火烧掉。
果然，十时许虹口的

日军就进租界。我偷看弄
堂口的马路，只见马路两
边各站着一排日本兵，他
们一个一个隔开点，脸对
房子，刀出鞘，坦克车等
在这两排日本兵之间于马

路上开过。从此，上海的
孤岛日子便结束，进入日
军侵占整个上海的敌伪时
期了。

接下来花样就多了：
收音机要送到四川路卜内
门洋行那里拆掉短波并登
记，设立自警岗、户口登
记，等等等等。当时我是
地下工作者，出版工作于
是暂时停顿，隐蔽起来。
一转眼，七十多年过

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