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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辞海》泽被后世
罗竹风，1911年生于山东平度的一户农民家庭，中学毕

业后升入北京大学读书。罗竹风是胶东公学（现在的鲁东大

学）成立后的第一批教师。1931年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还担任过抗战日报社社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他毅然弃教回乡，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此时加入中国
共产党。他与同乡先后组建起了七支抗日游击队，与敌人战

斗百余次，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大泽山抗日根据地。新

中国成立后，罗竹风历任山东大学教务长、上海市出版局局
长、上海市社联主席等等。

自 1958年起，罗竹风负责《辞海》的修订编纂工作。他是
《辞海》编辑委员会常务副主编兼分科主编，不但撰写了大量

辞条，还全面负责编辑出版事宜。他呕心沥血组织领导学术

界人士历时数十寒暑，终于完成了这项浩大工程。而这仅仅
是罗竹风辞书编纂事业中的一部分，他同时还是《汉语大辞

典》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兼《宗教卷》主编。据说有
一次，他在英国讲学，主持人介绍他是这主席那主任时，听众

反应平淡，当说到他是《汉语大辞典》的主编时，顿时全场起
立，掌声久久不息。罗竹风还是一位博学广识的杂家，晚年结

集出版过《杂家与编辑》《行云流水六十年》两本文集。

晚年致力于文化事业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罗竹风搬入衡山路 321号的会斯乐

公寓 51室。会斯乐公寓位于衡山路 311-331号，东邻西湖公
寓，与丽波花园隔路相望，由上海近代著名建筑师范文照设
计，吴仁安营造厂承建，1942年建成。

范文照 1941年完成美琪大戏院后，紧接着的设计项目
就是会斯乐公寓。这个时期范文照考察欧洲列国，悟出“一座

房屋应该从内部做到外部来，切不可从外部做到内部去”“首

先科学化而后美术化”，倡导“全然推新”等颇有见解的思路，
设计作品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会斯乐公寓中间单元为

七层，东西尽端单元为四层，各有专门出入口。中间单元除设
门厅及电梯厅外，设两个四室户和六个一
室半户。每户厨房和卫生间都不大，均设阳

台，突出起居室活动空间。
住在会斯乐公寓的罗竹风，致

力于文化事业，功高而不矜，名重
而谦和，正如他名字“竹风”的意

蕴———“未出土时便有节，既凌云
处尚虚心”。

文 沈琦华 图 蔡瑾

罗
竹
风
晚
年
住
在
会
斯
乐
公
寓

感受文化魅力
游览上海“非遗”

    青浦金泽古镇的颐浩禅寺

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光，700多
年来，一棵南宋古银杏默默守护

着千年古刹，一地杏黄的秋色让
人流连忘返。

颐浩禅寺建于宋景定元年
(1260年），相传原为南宋宰相吕

颐浩故宅舍寺而得名，旧为草

庵，名永安庵。宋高宗赵构南渡
时，曾驻跸于此，易庵为寺，赐额

“永安寺”。金泽望族费辅之改建
经堂，命僧人道崇主持。1288

年，僧如信募资建大雄宝殿、
山门、两庑，

初具规模，“楼阁堂室，丹桂璀

璨。”。1295年，奉旨升院为寺，
更名为“颐浩禅寺”。当时颐浩禅

寺规模宏大，殿宇凌空，法幢巍
然，可居千僧。1552年，倭寇从

金山卫登陆，侵入松江、苏州地
区，到处放火抢掠，颐浩禅寺未

能幸免。1654年，一顾姓嗜酒者

在殿廊煨酒时失火，将大殿烧
毁。1906年禅寺重修，规模已不

及当初。1938年，寺大部毁于日
军炮火。1958年拆移，仅存

“颐浩禅寺”记碑一方，古银杏树

数株，“不断云”石刻断石 14块，
殿宇柱脚 16块等。据称，元书画

大家赵孟頫曾为宝志居题额“方
丈”，书有《金刚经》12 部，由苏

州马天游刻石存放于方丈室，并
绘有“不断云”长卷，刻于大雄宝

殿前香花池石栏上。据记载，寺

内有各朝名人撰写的碑刻 15方
和匾额 28块，可谓墨宝荟

萃禅林。 依阳

青浦颐浩禅寺一地杏黄

这里能告诉你
关于磁浮列车的一切位于磁浮龙阳路站底层

的上海磁浮交通科技馆，是磁

浮列车相关历史和知识最为
集中的展示场所，由“磁浮的

诞生”“上海磁浮线”“磁浮探秘”

“磁浮优势”“磁浮展望”五个展
区组成。

在磁浮交通科技馆，不少与
磁浮列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找

到答案———上海磁浮列车示范

运营线正线全长 30公里，实现双

轨运营，最高时速 431公里/小时，

单向运行时间约 8分钟；轨交龙

阳路站目前是上海轨道交通网
络中一座四线枢纽车站，地铁

18号线开通运营后，这里将成
为上海唯一的 5线换乘车站；磁

浮列车的控制中心位于磁浮龙
阳路站的二楼，这里才是磁浮列

车“开动”真正的大脑；磁浮列车

的线路选线并非最短距离的直
线，而是呈现“S”型的曲线设置，

线路设置尝试了更多的转弯、爬

坡以及跨河路段，基本能够模拟
中国城市 70%以上的地形状态。

展馆内还设置了互动区域，你可
以骑上自行车与磁浮比速度，也

可以玩一把磁浮列车组装小游
戏。实物零部件、仿真模型、互动

展项，让你一次了解上海磁浮列

车这一“现今世界上最快的陆上

交通工具”。 庞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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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非遗与

旅游的深度融合产生“化合反应”，游走上海“非遗”线
路，可以近距离感受申城的文化魅力。

宝山非遗游线火爆
上海非遗文化中心精心提炼上海非遗文化元素，

与旅游线路有机融合，发布了一系列的“非遗之旅”，

其中包含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顾村公园和

宝山寺的宝山游线受到沪上游客青睐。
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西靠沪上最大的

郊野生态公园顾村公园，是国内唯一一家以展示世界

各国、各民族的民间艺术、民俗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艺

术类场馆。作为上海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基地，游客可以在博览馆看到宝山地区的非遗项目包

括：国家级的非遗项目———罗店龙船；首批上海市非
遗项目———月浦锣鼓、罗店彩灯、杨行吹塑纸版画和

罗泾十字挑花技艺等。此外，博览馆还展示着：无锡惠
山泥人、贵州水族马尾绣、南通板鹞风筝、宜兴紫砂壶

等国内其他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宝山游线中宝山寺地处罗店镇，其历史可以追溯

到明正德、嘉靖年间，由唐姓士绅舍其私宅改建而成，
寺庙历经多次大修，现址为重建。宝山寺依照《营造法

式》重建，施工过程全部采用唐宋时期的传统木结构

建筑营造技艺。宝山寺以纯朴的建筑语言再现了蔚为

大观的唐宋风致，展示了中国传统建筑思想精髓。宝
山寺木结构营造技艺，最近入选了上海市非遗名录。

枫泾人文风景灿烂
上海金山区枫泾镇位于沪浙交界，是上海西南门

户特色镇，具有“上海第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称

号，目前上海世界非遗文化城已落户枫泾。
枫泾古镇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之称，是

上海地区现存规模较大保存较完好的水乡古镇。枫泾
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经考证，枫泾历史上出过状元 3

人，榜眼 1人，进士 56人，举人 125人，文化名人 235

人。著名的有唐朝宰相陆贽、宋代画家李甲、元代教育
家戴光远、明代御医陈以诚、清代状元蔡以台、近现代

国画家俞明、围棋国手顾水如等。
枫泾既是国画大师程十发的家乡、又是漫画大师

丁聪的故里，还是金山农民画的发源地，“枫泾寻画”
已经成为枫泾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此外，蓝印花布、

家具雕刻、灶壁画、剪纸等民间艺术也反映了枫泾老

百姓那份对家乡的感情和热爱生活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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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竹风，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出
版家、辞书编纂家、杂文家。罗竹风自 1958 年负
责《辞海》修订编纂工作起，历任《辞海》常务副主
编、《汉语大词典》主编、《中国人名大词典》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等。罗竹风晚年居
住在衡山路的会斯乐公寓，直至 1996 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