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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丁飞龙

    换上软底的胶鞋，双
臂有力地挥动，深深地做
了呼吸，开始步行。

车的洪流汹涌而来，
高楼形成的峡谷十分坚
硬。路灯守望着的抒情来
自于热土，行道树偶尔捎
来一声私语，草坪正在摆
脱泛黄，飞机传来高空的
轰鸣，留一道灰白的皱纹
在天际，写意散去。

缤纷的橱窗，折射时
代印记，夹杂着拼搏与奋
斗，辛勤与挣扎。
我在城市的喧嚣中步

行，以求踏出一条清静的
思想小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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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计划好了的，赶
在中秋节前夕把家搬了，
今?我要在湖边赏月。去
?的中秋我看到的是夹
在两座楼宇之间的月亮，
不多时就隐没在楼群中
了，实在不够尽兴。

今?真的不同
了，久违了的假期
遇上搬家。新居毗
邻一座湖，湖水的
形状恰似一弯月
亮，故名月湾湖。这
一带旷放敞亮，你
能看到月亮从碧天
里涌出，照射在波
光粼粼的水面上，
上下辉映如水晶宫一般。
浮光跃金，静影沉璧，

这是洞庭秋波的月色。唯
见江心秋月白，这是浔阳
江畔的月色，可见赏月以
近水为佳。水光，秋月，还
有桂花香。正值桂
花盛放，这一带植
着很多桂花树，水
边就有两株，近水
的桂花，沾染上水
汽比别处更觉幽静，月圆
人静之时，你若留神听，能
听到桂花落地的声音。桂
花又有秋香的别称，李贺
有诗：画栏桂树悬秋香，三
十六宫土花碧。秋天的植
物，若是让我选一个最具

有代表性的，我选桂花，虽
说东篱之菊也不错，有君
子之风，但是桂花并非人
间的富贵花，它是来自天
上的仙品，桂子月中落，
天香云外飘，桂花，总是

与月亮联系在一
起，月华之下，桂花
愈觉皎洁。

沿着湖畔行
走，可以转到后面
的小南湖湿地公
园，与月湾湖的水
系一脉，流水穿过
一座石孔桥，经过
一大片荷塘，莲叶
尚青，田田的，水上

亦可行舟，采摘一支莲蓬，
可体会采莲之趣，逶迤转
至后面便是湿地公园了。

湿地公园里水生植物
居多，蒲苇开出白色的穗
状的花，在风中摇曳，很助

秋情，开紫色小花
的千屈菜，亭亭静
株，它还有一个好
听的名字叫作水
柳。还有一丛一丛

的香蒲，散发着蒲子特有
的清气。

湿地公园布局着四
座名桥，疏影桥，枫溪
桥，枕流桥，还有玉带
桥，都是按照一定的比例
建造。沿着石阶走上桥

头，倚在白石栏杆上看着
那一池水月，当头又有一
轮明月，倒可以体会杜牧
笔下二十四桥明月夜的
意境。如此良宵，闻箫自
然是好的，不过草丛中有
虫鸣阵阵，虽不如箫声，
也是天籁。
夜渐渐深了，一路衬

着月色回家，又有虫鸣相
伴，到了家正好也是一窗
月明，真好！

国
庆
街
头
看
演
出

龙

钢

    今?国庆长假，早就在朋友圈
里听到了大家的讨论，有举家自驾
休闲旅游的，有同学小聚的，有上剧
场看演出的，似乎对这个假期格外
期待，在防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
可能安排得丰富多彩。

小时候过国庆节，可没有那么
多安排，也没有七天长假，除了国庆
节当天晚上看焰火，就是假日里每
天拿个小板凳，到街头去看文艺小
分队的国庆演出。

那时的国庆节，只有三天假期，
上海每个区都会选择若干个街道，
在马路街口搭建临时舞台，作为庆
祝国庆群众文艺演出的地方。笔者
当时居住的中山北一路广中路口，
每?都被选为街头演出地。听大人
说，为了确保演出地的群众观看，途经演出地的公
交车，到下午五点左右便分段行驶。

临时舞台的搭建，也是非常的简易，没有背景
板，底部用的是数十只柏油桶支撑，上面则是用木
板钉子钉的简易舞台。表演的节目多为舞蹈和歌
唱，也有戏曲相声类节目，戏曲主要是当?盛行的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而唱的歌也多
为《我爱北京天安门》等，表演者也大都为辖区内各
单位职工和中小学生及居民群众。虽然表演质量不
怎么样，但看的人还真不少，因为当时国庆节活动
比较单调，生活也不富裕，只能在街头看演出。一到
演出开始前，人们纷纷提前到马路口去抢占有利位
子，演出开始时，临时舞台前已是人山人海，挤得满
满当当，一些没带板凳的人，只能站立着观看，而那
些来了晚的小孩，只能“骑”在父母的肩上观看。

母亲当?在幼儿园当老师，平时会教幼儿唱
歌，有点文艺“天赋”，国庆节群众演出，几位?轻的
幼儿老师便编排了一出《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舞蹈。
记得母亲当时是领舞，手里还要拿着一幅画，一边
跳一边做着各种动作，后面的几位老师也跟着起
舞。幼儿园的老师本来就没几个人，记得母亲当时
所在幼儿园只有大中小各一个班，为了能确保演出
成功，幼儿园的阿姨也上阵了。王阿姨天生比较开
朗，听说要参加演出，原本下班了，还加班加点和母
亲一起排练。由于王阿姨有点胖，跳舞的动作有点
大，于是，想尽快减肥。当?没有减肥药，而且离演
出时间很紧，大家都说不用减了，尽量跳就行了。演
出时，王阿姨可认真了，虽然没有专门训练过，但也
跳得有板有眼。然而，那个临时舞台跟王阿姨开了
个“玩笑”，木板舞台拼接的地方有高低，王阿姨在
起舞时，被高低不平的舞台绊了一下，差点摔出了
舞台，引得台下一阵骚动。好在王阿姨临危不惧，没
有被这一绊影响了情绪，顺利地完成了演出。谢幕
时，台下观众把掌声献给了这位可爱的王阿姨。

国庆街头看演出，已经过去了几十?，当?看
演出的情景还不时浮现在脑中，虽然人们欢度国庆
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今?的街头大家也会戴上
口罩，然而，再怎么变，我们欢度国庆的心情是永远
不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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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人生期冀，
这个期冀，就汇聚在一个“望”字上。

最初，这个满含期待与希冀的情
景，是用登高远眺的字形来表达的。上
面那个“臣”，本义就是眼珠突出，如同
睁大的眼睛，下面显示的是一个人站在
土坡上，直观地表达了急切远眺的情
状。画风所指，已经超越了远观的义涵，
那圆睁的眼睛，深深地道出了心中之
盼、愿、欲、求。后来又在眼睛的右边添
上了一个月形，“望”变得浪漫而深沉，
直接表达出月夜遥看远方、思念家中亲
人的情愫。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举头

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类充满思念情
愫和别离愁绪的诗作，是否就是“望”的
诗意表达呢？字形演变中，因着不同?
代人们所处场景、心绪和认知的差异，
“望”字的构件难免有一番“旧去新来”
的替换或讹变。于是，那个“臣”变成了“亡”，人站在土坡
或地平线上的字形变成了“王”。据说这叫“变形音化”，
“亡”和“王”都标注了“望”的读音。

但是且慢，汉字的声符也不是无端添加的，恰恰有其
特定“故事情节”的延展。“亡”的加入，正是指流亡流浪在
外，在如霜的月光下思念故乡或亲人。而把“亡”、“王”、
“月”关联起来，“亡”表示的是农历朔月看不见月亮，而
“王”表示十五的月圆之日。由此，“望”又进一步表达了
“期盼月圆”的意思，“望月”也就引申为最大的月亮。

显然，“望”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先民崇尚、期盼、追
求举家团圆、和美相聚的心理。同样，即使是“王”的介入，
也并非没有“心机”，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帝王亲
自观察月亮变化轨迹并制定历法的为政之道。“天之历数
在尔躬。”凝聚在“望”字中的奇妙历史结晶，似乎回答了
流沙河先生在《字看我一生》中的疑惑：怎么让王爷一个
人去看月亮？
“世界上最美的是月亮，比月亮更美的是你。”望月之

“望”，彼此牵心挂念的不正是你我他？

月到中秋分外明
孙琴安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中秋节，月
亮通常又大又圆，特别明亮，成了众人仰
望的主角。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亲人的
思念，渴望与家人的团圆，于是中秋节又
成了团圆日，家家户户亲友团聚，尽享人
间温情。诚如唐代诗人王建《十五夜望
月》所云：“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经历了这场疫情，今?的国庆中
秋佳节更加凸显出团圆的意义。
当大多数人

都在月下团聚或
思念家人时，白
居易也不例外。
安史之乱使他与
“兄弟离散，各在一方”，望月时更加怀念
流落五地的兄弟，写下了：“共看明月应
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诗句。但他的
胸襟与人文情怀似乎更为开阔，在“万里
清光不可思”的月色下，除了自身，他更
惦念着天下有情之人的离别之苦，在
《中秋月》一诗中写道：“谁人陇外久征
戍，何处庭前新别离？失宠故姬归院夜，
没蕃老将上楼时。”也就是说，他不仅希
望自己能与家人团聚，也希望守卫边疆
的将士、新婚离别的夫妻等也能团圆相
聚，共度良宵。他的心胸显然更大，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博爱境界了。
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不仅

意味着思念与团圆，也象征着女性之美。
中国自古便有“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
把月亮与嫦娥、婵娟等传说中的美女形
象联系在一起。我们平时所说的“月亮姑
娘”亦即此意。“花容月貌”便是对女性外
貌的一种赞美和形容。“闭月羞花”甚至

写到了女性的一种羞涩情
状和内敛之美。

更有意思的是，月亮还
与爱情有关。试看中国情诗
中的名篇名句，往往都与
月亮、月光的描写连在一起。如“可怜闺
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思君如
满月，夜夜减清辉。”（张九龄）“同来望
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赵嘏）

“晓镜但愁云鬓
改，夜吟应觉月
光寒。”（李商
隐）“多情只有
春庭月，犹为离

人照落花。”（张泌）词中更多：“月上柳
梢头，人约黄昏后。”（欧阳修）“当时
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今
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
永）……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如歌曲
《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走我也走》等。

正因为月亮与爱情有关，皎洁的月
光象征着爱情的纯洁与美好，所以唐
代女子有拜新月的习俗，上至宫中，下
至民间，无不如此。为拜月所需，古代除
了建有望月亭，更多的是拜月亭。关汉卿
写过一出戏，名字就叫《闺怨佳人拜月
亭》，演的也是爱情故事。古代有些男女
青?为了婚姻自主，不受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的包办束缚，往往也是双双私奔，面
对月亮山盟海誓，在月光下私订终生，于
是月亮又成了爱情的见证。难怪在中国
的神话传说和传统文化中，便把主管婚
姻的神称为“月老”或“月下老人”，也成
了媒人的代称。

秋日遐思上革博
朱少伟

    编者按 建筑有故事。

阅读一座建筑、 一片街区、

一段城市建筑发展史，就是
在阅读这座城。 红色文化、

江南文化、海派文化，融于
申城的建筑。 假日里，伴着秋色，

看看家门口的风景。 今起推出一
组“建筑可阅读”，十条线路带你
重温历史底蕴， 感悟江河情怀，

体验精致摩登， 寻踪名人传奇，

感受朴实幸福，畅游海上华章。

初秋，梧桐树叶在微风中轻
轻晃动。我与几位作家朋友以步
行的绿色方式，开展了一次“难忘
红色记忆”之旅。

在“红色一平方公里”范围
内，我们时而穿梭于市井气息浓
郁的狭窄马路，时而徜徉于饱经
风霜的老弄堂，相继抵达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周公馆、孙中山故
居、渔阳里、中共二大会址纪念
馆、毛泽东旧居，感受红色文化的
历史和发展，重温党的奋斗历程。
最后，大家来到南京西路、黄陂北
路口，一幢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
的建筑屹立在眼前，这里就是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

抬头望着沐浴在阳光中的巍
峨主钟楼，不由得想起一些往事。
2013? 1月，我刚担任上海市政
协委员，在准备提案时，脑际蓦然
浮现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门口长
期挂着的“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筹备处”牌子；也想起多?前探望
原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
员会主任王尧山，这位新中国成
立前在沪开展地下工作的革命前
辈病中仍热切希望上海革命历史

博物馆早日建成。我马上着手调
研，摸清情况：早在 1950 ?初秋，
根据陈毅的提议，本市决定对建
党初期史迹进行调查。1951? 10

月，成立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管
理委员会(夏衍为主任委员)，负责
筹建和领导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
第一馆 (中共一大会址)、第二馆
(陈独秀寓所和《新青?》编辑部旧
址)、第三馆(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
址)。1955 ? 1 月，上海革命历史
纪念馆筹备处对中共一大会址原
貌及当?会场布置作进一步调
查，准备在附近筹建新的总馆。
1958? 10月，成立上海革命历史
纪念馆筹备委员会(魏文伯为主任
委员)，建馆设计方案确定后，很快
进行居民动迁，编出《上海革命历
史纪念馆陈列计划 (初稿 )》；当建
筑工地开始打桩时，进入三?困
难时期，工程中止。1986? 10月，
恢复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
处，并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实
行“两块牌子一套机构”……

于是，我撰写并提交了自己的
第一份提案《应尽快促成已筹备
60多?的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这正与相关部门的想法一致，受
到了重视。经委员们连续积极建
言献策，最终上海革命历史博物
馆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合二为
一，于 2018 ?正式开馆。听了我
的叙述，几位朋友不禁感叹：在这
座申城公共文化地标中，凝聚着
新上海首任市长陈毅的心血，夏

衍、魏文伯等的筹划，不少革
命前辈的期盼，相关部门的
努力，政协委员们的智慧。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
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展厅面

积 9800平方米，基本陈列有“序
厅”“古代上海”“近代上海”“尾厅”
几大部分，综合反映上海社会发展
历程和人文历史特征，凸显上海
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在参观过
程中，大家深感它保留了珍贵的
城市记忆，演绎了独具的城市气
质，展现了特殊的城市精神。

结束此行，晚霞已给申城的
道路和建筑抹上了一层浅淡的金
色。我们相约，下一个双休日，再
一起走另外的红色旅游线路。上
海是“红色基因”的源头，行进于
红色旅游线路，能感悟城市精神
的高度与宽度、厚度与温度！

大山的节日
（油画） 曹本健遐迩集

齐铁偕

【空园】

空园闲落海棠花，

二月家家农事赊。

日暮村墟烟不起，

鸡豚四散各还家。

【松外】

松外空青是梵家，

霏微香雾湿袈裟。

壶中玄意知谁解，

禅味清于水点茶。

【重扉】

重扉深锁隔纷嚣，

别绪离愁酒里消。

片叶天涯多故事，

西窗夜话接清宵。

【半醒】

半醒半醉别农家，

淡日微云轻不遮。

薄暮满山寻别迳，

一溪野水落松花。

探春申古
风，寻云间底蕴。

明天跟我们一起
去看看嘉定、松
江的古建筑。

打卡点： 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周公馆→孙中山故
居→渔阳里→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和上海
革命历史博物馆

线路名称：

难忘红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