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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牲时不满21岁
殷夫原名徐柏庭，1910年 6月 11日出身于

浙江省象山县怀珠乡大徐村（今大徐镇）的一个

农民家庭。1923年夏，殷夫被大哥徐培根接往上
海，以“徐白”之名考入民立中学。1926年 7月，

殷夫跳级考入浦东中学高三年级。进入浦东中学
后，殷夫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并秘密加入共青团。

1927年 4月 12日，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殷

夫被捕入狱。3个月后，他被大哥保释出狱。
1927年，17岁的殷夫以“徐文雄”之名考入

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在这里，他成长为一名中
共党员，纸、笔、诗成了他投身斗争的武器。1928

年 8月，殷夫第二次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被保
释出狱后，殷夫被转移到象山。

1929年春，殷夫重返上海寻找党组织。在与

党组织恢复联系后，他专门从事共青团和青年工
人运动工作，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1929年 7

月，在参加上海丝厂罢工斗争的过程中，殷夫第
三次被捕。一个多月后被释放时，由于个人衣物

均被敌人没收，他只得从友人处借了件棉袍穿
上。8月 18日，殷夫穿着棉袍去见鲁迅，鲁迅热

情接待了汗流浃背的殷夫，鼓励他继续从事革命

创作，还垫付了 20元稿费，让他先买一件夹衫穿
上。1930年 3月 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

成立，殷夫是发起人之一。
1931年 1月 17日，殷夫在三马路东方旅社

（今汉口路 666号）参加党的会议。由于叛徒告
密，他与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被英租界巡

捕房逮捕，后被关押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
狱。2月 7日晚，殷夫等五位左联作家被国民党

反动派秘密杀害，牺牲时不满 21岁。

参与爱国运动
民立中学是殷夫的母校。民立中学 1903年

创立于上海的南市，是当时沪上有名的私立中学

之一，并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投入中国革命之

中，成为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起学校之一。在 1925

年五卅运动中，民立参加了全市“三罢”（罢工、罢

课、罢市）反帝斗争，全校停课长达两个多月。在
当时参与斗争的爱国学生中，年仅 15岁的殷夫

因为善于宣传和诗歌创作而崭露头角。之后，民
立中学在抗日高潮中建立了全市第一个中共学

生地下党组织，向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优秀学

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民立中学的校

舍毁于日军炮火，1940 年 2 月搬入当时的威海
卫路 444号。如今位于威海路 412号的民立中学

旧址建筑原为颜料商邱式住宅，于 1920至 1930

年建造，欧洲城堡式花园住宅，坐北朝南，砖混结
构三层，南立面竖向三段布

置，南立面两侧塔楼对称，二

层中部设券柱外廊，檐部山墙
为巴洛克式。2004年，民立中

学迁至威海路 681号，邱家旧
宅则平移到威海路 4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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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遗址公园
古韵浓

    金山区亭林遗址公园由亭林

公园、亭林书院和顾公广场三处
组成，集历史文化、生态休闲、名

人文化于一体，有桥有水，有亭有
桥。

坐落在亭林街区的亭林公园
有石雕、土山、悦意亭、长廊、三曲

桥等景色，环境清幽。园内的葫芦

池曾出土大量良渚文化时期的
陶、石、玉、骨器等，有的陶器为国

内同类遗址罕见。玉器中有九节
玉琮，为上海本地出土的、节数最

多的玉琮。
在亭林书院里，长卷底图将

亭林浓厚的人文历史娓娓道来，
展现了亭林的发展和未来。走进

亭林书院，从浩瀚的历史烟云和
绵延的文化脉络中，领略亭林不

同时期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华美篇
章。

顾氏，是江南最早的土著氏
族之一，也是源远流长的著姓望

族，上海最早的顾姓就在金山亭
林。顾公广场内，一代硕儒、江东

孔子顾野王的雕像，右手捧着一
本打开的书本，左手按着一堆古

老的史书，双眸注视远方，似在思
考志书编撰的文理脉络，又像在

考虑国家社稷的前途命运。据传，
广场东侧读书堆是顾野王撰写

《舆地志》之处，全国性地理总志
《舆地志》是被称为“开中国地学

体例先河”的巨著。

沈琦华

红园红叶
余残红

    位于闵行区江川路 354号的

红园，种植了大量的红枫、青枫、
三角枫、红叶李等红叶树种。初冬

季节，红园内红叶似火，让人流连

忘返。
1960 年，红园正式取名“小

公园”对外开放，后于 1962年改

名为“红园”，现为市三星级公园。

红园的“红”名副其实，公园注重
红叶景观的打造，总体布局协调

自然，形成曲径通幽、上下起伏的
地形。园内枫树大、枫树多，红叶、

红花、红果颇具规模，依山傍水，
聚散相成，景色绚丽夺目。每到叶

红时节，红色就“侵袭”了红园，让
这里成为红色的海洋。

公园以水组景，山水结合，聚
散相成。水面自然曲折，湖中心南

部的无名岛由三曲平桥与岸相
连，小山腰建有枫亭，水道上架有

“凌波桥”，湖面可以行船荡桨，湖
中心的小岛与沿湖设置的亭、廊、

台、桥构成了多姿多彩的景色。

红叶残落时，红园内还有雪
松、广玉兰、棕榈、黑松等常绿树

种，水杉、池衫、鸡爪槭、枫香、榔
榆等落叶乔木，以及种类繁多的

四季观花观叶植物可供欣赏。
夏菁岑

申景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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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南镇，原名南汇城，建于 1386年（明洪武

十九年）。宋元年间，惠南一带已成陆。漫步惠南
镇老城，游览福泉寺、古钟园、民国别墅可以让人

品味旧日时光。
南汇具有枕江滨海的地理优势，从唐开元

元年（713年）重筑旧捍海塘起，有据可查的历史
记载约有 1300年。明洪武十九年，明廷为防倭

寇，在南汇嘴（今惠南镇）筑城，城内为镇区，城

外为乡村。城墙高 2丈，顶宽 1丈，呈方形，四面
各长约 1公里，是当时我国东南沿海守御所之

一，名为守御南汇嘴中后千户所，属金山卫管
辖。1726年（清雍正四年），南汇县建县定县治，

南汇城即改名为城厢镇。惠南镇之名启用于
1934年南汇县实行保甲制之后，以“有惠于南

汇”之意而得名。
由于南汇建县较晚，在历史上先后领属于海

盐、华亭、上海等旧县，因此长期没有县学。加上
地处海隅，文教事业相对比较落后。据旧志记载，

宋元二代，仅有下沙王日晖、三灶潘达、题桥秦裕
伯 3名南汇籍人士登进士第。直至清雍正五年，

南汇才创办县学。如今位于南汇第一中学内的孔

庙大成殿，由南汇首任知县钦琏主持兴建，同治
五年重建。大成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面宽五

间、九梁架，重檐歇山式琉璃瓦顶。门楣中部设蓝
底金字额，上书“大成殿”三字。殿前泮池呈弓形，

池上有泮水桥，为单孔石拱桥。不过，其他学宫建
筑如惠南书院、文昌宫等已被战火焚毁。

建于元至正二年的福泉寺，在南汇城没有修

筑前已成寺，初名“甘霖院”。因殿后偏东有“福泉
井”，于建寺前开凿，故改名为“福泉寺”。寺内有

明隆庆五年所铸青铜大钟一座，殿南有宋植古银
杏两株，一株已毁，一株生长至今，是目前上海已

发现的最高龄雌性银杏，古树名木编号为
“0002”。位于惠南镇南门大街西首卫星河畔的古

钟园，则因曾在园内放置福泉寺古钟而得名，如
今是惠南居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惠南镇上还有不少样式别致的老宅值得一
游，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惠南马氏宅、建于民国的

惠南张氏宅、惠南苕溪别墅都在静静地讲述着时
光的故事。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品味旧日时光漫步惠南老城

殷夫的母校民立中学

殷夫，又名白
莽，浙江象山人，
读书时先后用过
徐白、徐文雄等学
名，著名诗人，左
联五烈士之一。上海

的民立中学是殷夫的
母校。民立中学最初创立于

南市，是当时沪上有名的私立
中学之一。民立中学旧址位
于威海路 412 号，它曾是民
立中学的 4号楼老校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