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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几次聚会上，问过中福会少
年宫的老同学、老朋友一个问题，“少年
宫给你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
们或说大理石大厦，或说刘胡兰、雷锋
的塑像……没想到的是，他们都会提到

“勇敢者道路”。中福会少年宫的“勇敢者道路”，是铭
刻在几代人心中难以忘怀的记忆。
“勇敢者道路”建造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是第一任少年宫主任陈维博和伙
伴们的杰作。第一代“勇敢者道路”是为
培养孩子们学习解放军勇敢顽强精神，
加强国防观念和身体素质而建造的一
条军事体育游戏之路。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时任少年宫书
记戴辉老师邀请《少年报》总编张秋生
和我评审有关“红卫星”的儿歌、童诗，
并让我和张老师走一次“勇敢者道路”。
那时我刚二十出头，兴致勃勃地从“登
山崖”过“独木桥”，“荡秋千过涧水”，走浪木，过梅花
桩，走铁索桥，攀“软梯”，爬“瞭望台”，穿“山洞”到“高
山”顶，最后手握“溜索”滑到出口。一路上还算顺利，
但也有过胆寒，好在闯过来了。

后来，听说“勇敢者道路”在 1985年由江南造船
厂协助设计和改建了。主题不变，内容更突出了“造访
行星”的太空旅行。纵横交错，爬上滑下，探索未知世
界的奥秘，同样受到孩子们的欢迎。在所有项目中，这
里总是人气最旺。有的小朋友已经走完了全程，还会
气喘吁吁地奔过来，想再跑一次。

1998年，上海延安路高架建设启动，规划中少年
宫须从南向北后撤 20米，于是“勇敢者道路”与大家
惜别。七年后，少年宫综合活动楼正式启用，“勇敢者
道路”才重返孩子们的身边。
今年适逢建党 100周年。少年宫希望广大少年儿

童学先锋做先锋，攻坚克难，勇往直前，争做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于是，又动脑筋赋予这座红色火炬
造型的“勇敢者道路”以更新的内涵。在上上下下、峰
回路转的活动路线上，增加了场景再现、光影长廊等
元素，让孩子们在攀爬过程中学习党史、闯关答题，勇
夺勋章……

怎么样的人是“勇敢者”？我想，勇敢者应该是有
勇气、敢胆当、不退缩、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勇往直前
的人。中共党史上，许许多多革命前驱者和先烈，就是
这样的人。

联想我们现在的一些孩子，吃不起苦，一碰到困
难就害怕退缩……不禁在想，面对今后复杂多变的环
境，怎么从小培养他们勇敢地去面对困难？

新的时代，新的“勇敢者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但
愿我们每个人，包括“红领
巾”，就像我们都会唱的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里
写的那样，“为着理想勇敢
前进……”

十日谈
银柜背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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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保联”那些事

黄沂海

    在中共地下党的眼里，沪上银钱、
保险业的职员，特点有“三高”：学历层
次高，社会地位高，经济待遇高，人称
“金饭碗”。

参照他们的“画像”和需求，以适当
的形式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既
有充分的可能，又有现实的意义。经过
党组织的策划推动，1936 年、1938 年，
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
联”）和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简称“保
联”）相继面世了。

置身“孤岛”沉闷压抑的环境，“银
联”“保联”营造的政治业务学习和文化
娱乐的氛围始终未减，先后开设了数十
种补习班、研究会和文娱社团。尤其是不
定期举办的报告会，邀请社会进步学者
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常常座无虚席。

话剧以投射社会现实、观照时代万
象而见长。“银联”的话剧组，在当年上
海滩影响甚隆，成立 8年时间里，演出
剧目上百个，观众逾 10万人次。话剧组
的成员，白天在银行里正襟危坐记账打
算盘，晚上则聚集一堂，全神贯注投入
排戏，还请来了戏剧界名家夏衍、于伶

等前来指导，剧作家洪深曾为之题词：
“我们希望有一个真正从事剧运，不忘
记戏剧的教育作用与社会效果的业余
剧社”。

一次，“银联”话剧组在上演抗日题
材的独幕剧《宁静的江南》时，突遇租界
当局的文化稽查员前来检查，正当大家
琢磨是否临时改换剧本时，话剧组的领
队给剧组
人 员 鼓
劲：“你们
不要慌，
照原来的
剧本演，要把这个戏演好。‘老爷’（指文
化稽查员）我去应付。”领队对稽查员倒
茶敬烟敷衍一番，趁着尚未开演，带到
隔壁吃点心，并将原先压轴的《宁静的
江南》调整到开场来演。等到稽查员抹
着嘴巴进场，剧终台词念到“是的，是我
们的队伍回来了”时，台下掌声雷动，那
位稽查员也莫名其妙地跟着观众鼓起
掌来。
天降噩耗！1938年 8月 24日，浙江

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中南银行总经

理胡笔江等沪上金融圈头面人物，在由
香港飞往重庆商讨援助抗战事宜时，因
客机在广东中山县上空遭日机袭击，不
幸遇难。悲讯传来，“银联”除了举行追
悼活动，还加紧编印《纪念专辑》，揭露
了日寇凶残横暴、灭绝人性的面目，呼
吁银钱业人士同仇敌忾，勠力齐心，抗
争到底。

而
“保联”的
创建，则
离不开宁
绍人寿保

险公司总经理胡咏骐的亲力亲为，他也
是申城保险圈高层人士中最早的中共
地下党员。在困难复杂的斗争环境中，
“保联”一方面雪中送炭解决职工的生
活疾苦，一方面利用其群众团体公开合
法的身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击
碎了日寇妄图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如
意算盘”，促进了民族保险业的自立自
强。
民以食为天。1939年冬，因恶性通

货膨胀，物价飞涨，职工生活日趋艰难。

“保联”发起筹组保险业职工消费合作
社，获得广泛响应，参加社员达 400 多
人，实收股金 5600余元。合作社运用保
险行业的社会关系，以批发价购进白
糖、煤球等市场紧缺生活物资，以比市
价低一成的价格销售给社员。有段时间
米价猛涨，胡咏骐利用自身在国际救济
会任职的人脉，设法从越南大量进口大
米，平抑米市价格，并向社员发放购米
补贴，深得人心。

众志成城，“孤岛”不孤。随着会员
滚雪球般地增加，“银联”“保联”相应扩
大了工作机构，并将各项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骨干分子，按照党员条件秘密吸收
入党。

一大批在“银联”“保联”熔炉里锻
炼成长起来的有志青年，从此走上革命
道路，有的还千里迢迢奔赴根据地，成
为光荣的新四军战士。

责编：龚建星

夏木阴阴正可人 杨占厂

    阳光盛开的夏季，树
阴成了好地方。

不自觉地想起童年，
很多美好的事情都发生在
树阴里，午睡、读书、打闹、
发呆。那时候的乡村，树是
真多呀，比人多得多，它们
更像是村庄的主人，在岁
月的风尘里站成永恒。至
今还清晰记得小学三年级
时，我们围着
一棵三个成人
合抱粗的大
树，老师说这
是清朝时栽下的。我们觉
得特别神奇，每次经过它
都要肃然起敬，想象着这
棵树真是光荣和不易，经
历了大自然那么多的沧海
桑田，也见证了人世间那
么多的荣枯沉浮，穿越过
闪电、旱涝、战火、人祸，枝
繁叶茂地站在我们面前。
每个村里，每条道边，

每户人家周围，大树随处
可见。每逢夏季，树阴满
地，偶有光影筛过密密的
枝叶，映到土地上，被微风
吹散成跳跃移动的金币。
午后，这里满是纳凉的人，

这群人里必然有老有少，
没有老人，少了故事，没有
小孩，少了乐趣。那些远的
近的、真的假的故事，在树
阴里悠悠传播，完成了多
少孩童对于历史、关于成
长的最初启蒙。
树阴里适合午睡。有

钱人家放一把摇椅，普通
人家拖一张篾席，躺下，凉

爽就四围合来，古意也油
然而生———几百年前，几
千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会
这样度过一个又一个炎
夏。若有若无的风，和树梢
沙沙交谈，惊飞鸟雀，让瓦
楞上的猫、过道里的狗暂
停打闹，除此，万籁俱寂，
心神俱安，人们陷入不容
分说的沉沉睡意里。

等到中学时的少年，
我更喜欢在树阴里看书，
不是课本上的习题，是那
些闲书，看累了就把书覆
在脸上，想那些远远近近
的心事，当时以为之后的
每个夏天都会像这样漫长
而无所事事。
夏天就是这样，如此

热烈蓬勃，又如此让人心
生慵懒闲逸。这些天，和孩
子一起研读宋人的诗词，
觉得那个朝代的人们真是
爱生活会生活。宋朝大家
关于夏天的文字里，“树
阴”不厌其烦地浮现其间。
首先是秦观，在农历

三月三十这天给春夏过渡
定了调子，“芳菲歇去何须
恨，夏木阴阴正可人。”春
天的似锦繁花终要落去，
好在夏天的绿树浓荫紧接

着就来怡人悦人。空中烈
日炎炎，庭外树阴淡淡，宋
朝的大人物，跟今天的人
并无分别，都先美美地睡
一觉（由此看来，中国的午
睡文化真是源远流长）。其
中写的最有感觉的是苏舜
钦的这句，“树阴满地日当
午，梦觉流莺时一声。”能
以鸟鸣声为闹钟唤醒的睡

眠，真是太幸
福了。

那么，睡
醒了干什么

呢？杨万里说，“日长睡起
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
花。”提到杨万里，再联想
到树阴，《小池》顿时闪进
脑海，“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虽然人
尽皆知，但它们的上一句
是：树阴照水爱晴柔。

晴夏，清流，树阴，照
水。多美好的意境，美到明
明都是静态的却以一个
“爱”字散发出了蓬勃的生
命动力。

王安石也写过树阴，
但是官居高位却又变法遇
阻的他，总是显得心事重
重。“草色浮云漠漠，树阴
落日潭潭”———郁郁不得
志的心态溢于言表。同样
是在游玩中看到树阴，南
宋的曾几就欢快得多，江
南五月，乘船，游溪，登山，
饮乐，移步换景，兴尽而
归，“绿阴不减来时路，添
得黄鹂四五声。”

这样的句子，在夏天
读出来，不仅口舌生津，打
心底也能沁出爽爽的凉意
来。所以，快回到童年，不，
回到古代凉快一下吧，无
须成本，只要：一片树阴，
一颗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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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一大师临终时曾题赠夏丏尊和刘
质平先生两则偈语，一则是：“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另一则
是：“问余何适，廓而亡言。华枝春满，天
心月圆。”

两则偈语与弘一大师临终时所书
“悲欣交集”四字，都是明心见性的辞世
之词，也是他生活体验的总结和思想境
界的真实写照。两则偈语是写在内容相
同的两封遗书里的，信中说：“朽人已于
九月初四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夏丏尊收到此信是在 1942年 10月
31日，即弘一大师圆寂后的第 18天。当
时，赵朴初先生也在夏丏尊家。

看了上面这封信后，读者都以为弘
一大师是因为已预知自己的迁化日期，
才写了这封信向朋友告别。其实，这封信
是预先写好，信中的迁化日期原来是空
着，后由他人填上后寄出。但“朽人已于

九月初四迁化……”中的“九”和“初四”等字，究竟是出
自何人之手，各种年谱、传记和纪念文章中都未提到。

2013至 2014年，受上海市文联文学院所托，我授
命为钱仁康先生写传记。也因此有缘了解到了“悲欣交
集”的来龙去脉。

几十年来，钱仁康先生与弘一大师是文缘不断：
1990年，钱仁康以“企释”笔名主编《李叔同———弘一
法师歌曲全集》（赵朴初居士题签，上海音乐出版社出
版）。1993年，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弘一大师歌
曲集》（编选歌曲，撰写歌注，为两首歌词谱曲，为 39首
歌曲编配钢琴伴奏）。同样是 1993年，主编了《弘一大
师歌曲集》，在台北三民书局出版。
钱仁康被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焕之尊称为“当

代中国音乐界泰山北斗级”人物。钱仁康出自音乐家黄
自门下，又是一代词学大家龙榆生的学生。凡事都要问
一个为什么?是钱仁康的一贯作风。

为了确定弘一大师的临终遗墨之谜，钱仁康于
1984年 11月 2日，去泉州开元寺访问了弘一大师亲
近的妙莲法师。妙莲法师告诉钱仁康，1942年 9到 10

月间，弘一大师卧病温陵养老院时，妙莲法师随侍在
侧。弘一大师写遗书给夏丏尊和刘质平先生，是在西行
前约半个月时。弘一大师圆寂后，寿山法师来到温陵养
老院帮助办理丧事。遗书中的迁化日期，是寿山法师仿
照大师的笔迹用红笔填上去的。寿山和妙莲都是弘一
大师的弟子。

大师西行前的三天，即 1942年 10月 10日（旧历
九月初一）的上午，为黄福海居士书写了座右铭：“以冰
霜之操自励，则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则德日广
大；以切磋之谊取友，则学问日精；以慎重之行利生，则
道风日远。故曰：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

当天下午 6时，弘一大师又写了“悲欣交集”四个
字交妙莲法师。
在福建省泉州青源山千手岩下，弘一大师灵骨塔

左前岩石上，书有这四个字。叶恭绰先生为此题写了
“弘一法师最后遗墨”。
“悲欣交集”的书法，确是大师的最后遗墨。但是，

钱仁康考证出了弘一大师书赠黄福海的“悲欣交集”一
语，并非弘一大师所撰。“悲欣交集”这一警训偈句，语
出明末高僧蕅益大师（1599—1655）。蕅益大师跋《地藏

菩萨占察善恶业报经》云：
“一展读之，悲欣交集。”而弘
一大师亦非第一次用此四
字：1932年冬，弘一大师辑
录地藏菩萨教迹，颜曰《地藏
菩萨圣德大观》，他为此书所
写的题词中，就有“辑写既
竟，悲欣交集”之句。

爱的轮回
李晓琦

    三 十 年
前，每天她要
送他去幼儿园
前，他总是哭
着对她恳求：
“妈妈，我在家听话，我不
惹你生气，求你别送我去
幼儿园，我想和你在一
起。”
急匆匆忙着要上班的

她，好像没听见似的，不理
会他在说什么。他也知道

妈妈不会答
应他，因而每
天都是噘着
嘴边哭喊着
“我不要去幼

儿园……”，边乖乖地跟在
她身后下楼。
三十年后，她年岁渐

老，且患了病。他在为生计
奔波打拼，没时间照顾她，
更不放心让她一个人待在
家里。思虑再三，他想到了
一个地方。

在做出抉择的前夜，
望着他进进出出、欲言又
止的样子，她的神志似乎
清醒了许多：“儿啊，妈不
惹你生气，妈不要你照顾，
不要送妈去养老院，我想
和你在一起……”哀求的
声音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
来，变得越来越弱，最后便
成了哽咽。他沉默了，反复
寻找说服她的理由。最终，
两人的身影还是出现在市
郊那座养老院里。在办完
手续，做了交接后，他对她
说：“妈，我……我要走
了！”
她微微点头，张着嘴

嗫嚅着：“儿啊，记住早点
来接我啊……”那一霎，他
霍然记起，当年在幼儿园
门口，自己也是这样含泪
乞求：“妈妈，记住早点来
接我啊……”此刻，泪眼婆
娑的他，别有一番滋味涌
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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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地下党
通常选择开办钱
庄为掩护， 苦心
孤诣建立起地下
金融战线。

征文启事
    6月 6日开始，第 27

?上海电视节、第 24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接连启幕，
影迷们的欢乐季登场。

夜光杯十日谈《屏幕
上，那些感人的瞬间》向读
者征稿：1200字内，抓住
影视作品中的感人片段、
场景、瞬间，以小见大、评
析抒写———那些走心动人
的真善美情愫。投稿请寄：
yxh@xmw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