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家汇”因何
译为“ZIK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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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在徐家

汇书院的英文名里不是偶然，

早在    年创建于上海世博

会期间的徐家汇源景区的英文

名中就被使用。而徐家汇书院

恰恰位于该景区的中心位置，

因而对于运营管理徐家汇书院

的徐汇区图书馆而言，无非就

是沿用“       ”而已。

事实上，“       ”几乎

是上海海派文化发端的明证之

一。“       ”是“徐家汇”沪

语“音译”，且带尖团音——现

在只有在滑稽戏、沪剧等上海

地方剧种里可以听到这样的尖

团音，例如上海说唱《金陵塔》

里，“墙上七根钉”的“墙”就是

“ ”开头。在日常生活尤其是

年轻人中，尖团音已失传。如

果在“梧桐区”参观过衡复风貌

馆，就能看到不少老照片、文献

资料上有“       ”。    

年的路牌以中法双语标注，其

中就有“       ”。附近“土

山湾”的“法语”，也是沪语音译

“       ”。在全球翻译

界，人名、地名等沿用当地发音

是可选项。当下，徐汇区的名

字源于“徐家汇”，“徐家汇”的

名字源于“徐光启”，而徐光启

是早在  世纪就为中西文化

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

天文学家、数学家。海派文化

的文脉之一，自“  （徐）”开启

是有根据的。

严格说来，“       ”与

“        ”是不同历史时期

对 徐 家 汇 的 不 同 注 音 。

“       ”的文脉肯定更长

远。能把“       ”从历史

里打捞出来，体现了徐汇区注

重上海文脉延续的智慧，因为

其终究凝聚着上海本地的历史

文化。

“        ”是令人敬重

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发明

的，旨在推广普通话，让我们不

会陷入看到“士多俾梨”思考良

久才恍悟是草莓的困境。普通

话的主要功能是让  个民族、

说着五湖四海方言的中国人交

流无障碍，如果在“       ”

旁加上“        ”，或许可

以让更多不熟悉吴方言的人了

悟这就是“徐家汇”。

需要指出的是，注音不是

只能二选一。“       ”应该

普及推广、“        ”可以加

上——文化不是面积有限的物

理空间，而是无垠的精神世界，

多元完全可以并存。

顺带问一句：在网红点打

卡的时候，你真的打开历史文

化空间了吗？

谷雨节气，雨水增多，空气湿度

也加大。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中西医结合医院老年病科陈咸川主

任医师告诉记者，随着气温升高，身

体内热和湿气结合，易形成湿热。此

节气容易诱发哮喘、花粉过敏、支气

管炎、消化不良、慢性腹泻等，要针对

气候特点来调养。

谷雨时节阳气渐长、阴气渐消，

要早睡早起，更要注意心理健康，不

要过度疲劳和紧张，切忌遇事忧愁和

焦虑，甚至大动肝火。运动能提高身

体新陈代谢，增加出汗量，起到祛湿

效果，但不要过度出汗。老年人可选

择静中有动的运动，如太极拳、慢跑

或结伴春游等。

这个时节心脾之气逐渐旺盛，应

适时进食健脾补肾的食物，如山药玉

米粥、赤豆米仁粥、玉米须大枣黑豆

粥等。同时，肝旺气伏，也可选用黄

芪、枸杞、菊花泡茶冲饮。

“春天猴子脸，气候随时变。”陈

咸川提醒市民尤其是老年人，应注意

添衣保暖，经常开窗通风换气。脾胃

虚弱、阳气不足的人，不宜久居潮湿

之地，要保持衣物干燥、适当运动，防

止湿邪入侵。 本报记者 左妍

本报讯（记者 马丹）今天迎来

二十四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谷

雨。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

取自“雨生百谷”，意为雨水滋润、气

温回升、农桑渐繁。

谷雨节气，上海常年平均气温为

18.5℃，平均降雨量为41.8毫米，以小

雨和中雨为主，雷电和大风是最常见

的气象灾害。通常，谷雨节气的到来

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上海进入

仲春时节，气温回升加快，天气整体温

暖，是全年升温幅度第二大的节气，

仅次于清明。不过，今年的谷雨，冷空

气还在做最后的挣扎，一波俯冲式降

温即将到来。21日起，上海受冷空气

影响，风向转为偏北风；22日至26日

都将被压制在“1”字头，最高气温在

17~19℃之间，最低气温为12~15℃；

25日起，此轮冷空气结束，天气转多

云或阴，温度逐步回升到20℃以上。

“一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

三候戴胜降于桑”生动描绘了谷雨景

象。鸣鸠拂其羽究竟指的哪种鸟？

戴胜为何对桑树情有独钟？上海自

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说，“鸣鸠”是

谁，不同文献有不同说法，最常见的

指代斑鸠或杜鹃，两者在上海并不少

见。“至于戴胜，从古至今都指代明

确。戴胜在繁殖时会选择带有小树

洞的树干筑巢。一些老桑树也许就

是戴胜不错的筑巢点。”何鑫说，谷雨

是“春将尽，夏将至”的重要转折点，

因此在许多地区，伴随着戴胜筑巢、

育雏，春天将要真正让位给夏天了。

早睡早起补气 保暖通风祛湿

雨生百谷 春将尽夏将至
上海气温回升加快但仍有一波俯冲式降温

■ 谷雨时节，作为今年上海（国际）花展分会场的徐家汇公园成为市中心版

“莫奈花园”打卡地，各色杜鹃花占据造景C位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建设“生态之城”，打造公园城

市，是今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的重要内容。今天上午，记者从上

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今年

本市将再建成10座“环上”公园，并

推动9座“环上”公园开工，建成14

公里外环绿道。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

（2021—2035）》提出，要构建“一江、

一河、一带”蓝绿生态网络，其中“环

城生态公园带”是公园城市建设的

主战场。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

表示，环上，徐汇华泾公园、闵行春

申公园等10座公园年底将焕新登

场，9座公园年内开工建设。同时，

建成14公里外环绿道，实现4处外

环绿道断点贯通，推动21处外环绿

道断点项目开工；建成8座外环驿

站，推动5座外环驿站开工。环内，

将推进森兰、北蔡、三林、桃浦、吴淞

江等楔形绿地建设，累计建成绿地

100公顷。环外，将主动衔接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规划，加快吴淞江

生态间隔带规划研究。五个新城将

按照新城绿环专项规划，每个新城

计划建成10公里以上绿道，完成

3000亩左右新增森林面积，以及完

成一处以上森林公园建设方案并启

动实施。

截至去年底，上海城乡各类公

园数量已达670座，其中在438座城

市公园中，404座已延长开放，占比

92.24%。而在市民需求较大的帐

篷搭建方面，全市已有53座城市公

园为游客提供可搭帐篷的区域，目

前正研究管理细则，包括采取草坪

轮换制度、对草坪测算帐篷最大承

载量、对搭天幕的游客发放安全告

知书等。

生态环境好了，野生动物就多

了。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施

行。邓建平透露，目前本市正加快

推动《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立

法进程。“目前上海监测记录的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150种，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超过325种，地方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46种。同时积极探索野生动

物栖息地保护模式，建有自然保护

区4个、市野生动物栖息地22个。”

此外，在市容市貌方面，今年上

海也动作频频。比如，将完成220

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包

括改造完成16座样板公厕。又如，

将再建成100个美丽街区，推进一

批示范性街区，将百姓智慧渗透到

全要素设计方案中。

设摊管理始终是城市管理的难

题之一，上海设摊管理经历了“还路

于民，分类管理，源头治理，精准治

理”阶段，无序设摊数量从2007年

的4.7万个减少到2022年的5759

个。邓建平表示，针对人民群众对

烟火气的需求，上海即将出台针对

设摊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严禁无

序设摊、对有序设摊进行分类分区

管理、设摊开放区要确保安全有序、

完善常态管理等要求。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座“环上”公园将在年内完工10
野生动物保护、公厕改造、设摊管理等方面也有新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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