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网：www.xinmin.cn 23

本报专刊部主编 |第802期 |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瑾 视觉设计:窦云阳 编辑邮箱：caij@xmwb.com.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申景如画

扫二维码 看视频

庄行老街 记忆中的乡愁

古钟园清静幽深

松江平原村寻“古”

学有所成回国效力
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是中国物

理学的先驱之一，曹谢两家为世交，

谢希德与曹天钦是青梅竹马。谢希

德从小体弱多病。1938年，17岁的

谢希德罹患股关节结核，病愈之后

落下终身残疾——右侧的股关节损

坏，右腿从此不能弯曲。谢希德残

疾了，曹天钦对她却是更加珍惜。

1946年，曹天钦在准备去英国留学

前向谢希德求婚，离别时他们畅想

未来。之后，谢希德考上了美国史

密斯女子文理学院，1949年获得硕

士学位后转入麻省理工学院专攻理

论物理。

1951年，曹天钦和谢希德双双

获得博士学位。当时美国的杜鲁

门政府宣布，在美国读理工科的中

国留学生不能回国，但这不能阻挡

他们回国的决心。在朋友的帮助

下，曹天钦和谢希德以结婚为由，

得到了去英国的“旅行证”。到达

英国后，他们正式结婚。1952年

秋，他们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冲破

重重阻拦回到上海。回国后，曹天

钦与谢希德迅速投入工作，曹天钦

入职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

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物理系教

授。此后，曹天钦致力于从事蛋白

质和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谢希德则从事半导体物理和表面

物理的理论研究。

1987年，曹天钦在国外参加会

议时旧病复发，这一倒下就是8年，

谢希德每天在繁忙工作之外，还要

精心照顾曹天钦。1995年，谢希德

失去了一生挚爱，但她仍执着地投

身科研、奔波于事业中。直到2000

年，79岁的她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院士公寓”声名在外
从1952年至1986年，曹天钦、

谢希德夫妇便一直住在建国西路

581弄2号134室。建国西路581

弄堪称“院士公寓”，这个只有37

户居民的小区前前后后居住过24

名院士。

建国西路581弄建于1936年，

现代式里弄住宅，三层砖木结构，坐

北朝南，平屋顶，深红色涂料拉毛

墙面，局部窗户有突出窗框。六

幢住宅组成一个小区，每幢住宅前

有小花园，室内具有浓厚的日本建

筑风格。日伪时期，该建筑为上海

自然科学研究所人员居住。1949

年后，为中科院上海分院职工家属

大楼。

曹天钦、谢希德夫妇在“院士公

寓”居住时，谢希德每天上下班可

以由小车接送，但谢希德很少坐学

校配的小车。特别是自1978年任

副校长后，谢希德坚持天天与复旦

大学的教职工同乘“巨龙”班车。为

了赶上早上7点前要开出的班车，

谢希德必须6点

起床。为了避免

误车，她硬是备

了6只闹钟催醒

自己。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古钟园位于上海浦东惠南镇

西南角卫星河畔，因大明隆庆五年

铸造的青铜巨钟曾坐落于园内而

得名。古钟园的建筑融合了我国

古典园林的优点，园内曲径通幽，

路面以石板、卵石铺设，亭、榭、阁、

桥、路、沟、渠的布局结构和飞檐翘

角的建筑设计，以及绿化的总体布

局，突出了“青瓦白墙、青铜银杏”

的特征，古朴典雅，清静幽深。

钟亭是古钟园的中心景区，位

于公园中部，四周有梦烟河环绕。

亭西北建慕碧山房、瑞春亭及曲

廊；亭南有真趣轩、曲廊及观鱼轩；

亭东南角筑扼翠亭、曲桥。钟亭有

青龙、彩凤、靖海、曲桥等四桥与对

岸相通。钟亭景区内黄石叠山，湖

石点景，石板铺路，绿树成荫。

目前，钟亭前立有碑文：“明代

洪钟，惠南镇元代古刹福泉寺之旧

物也。钟高1.62公尺，周3.4公尺，

重1500公斤，与福泉井、宋银杏并

为福泉寺镇寺三宝。1981年，当时

的南汇县政府以‘古钟’为名建立

公园，并特设钟亭。1985年，‘古

钟’被列为县级文物。2007年，南

汇区人民政府同意‘古钟’回归福

泉寺。2009年2月9日，‘古钟’迁

回福泉寺，并复制古钟重置于钟亭

内。” 夏菁岑

奉贤庄行镇历史悠久，文化底

蕴深厚，宋代已成村落，镇西的圈

通庵始建于宋淳熙年间；至元末明

初，镇东市已成小集镇，为盛姓聚

族而居，名盛家库厍；明洪武初，因

庄氏人家迁入，开设花行米行而得

名庄家行，如今的“花米庄行”便源

自于此。

庄行老街形成于明代，长约

1000多米，是奉贤保存较为完好

的一条明清老街，老街上主要建筑

有东街的汪家故居、李雪亭宅、褚

泾庙旧址、刁家古宅、何六其宅和

王家宅；沿河逶迤三里，八字桥、油

车桥、库桥等古石桥横卧市河。街

上有混堂弄、油车弄、名园弄、石皮

弄和牌楼弄等建筑，南桥塘市河贯

穿整条老街。老街上有多家本地

特色小吃店，镇民日常生活的柴米

菜市富有江南的生活气息。老街

悠久的历史文化、朴实的农家民

风，犹如一幅江南水墨画卷。

庄行一带流传着“伏羊一碗

汤，不用开药方”“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顶要食伏羊”等谚语，伏天吃

羊肉配烧酒是庄行数百年以来形

成的独特饮食习俗。2009年，庄

行羊肉烧酒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上

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庄行古镇的青团俗名“麻花

郎圆子”，也称“乌金蛋”，已经有

600多年的历史。庄行青团在制

作过程中因加入地方特产——野

菜“麻花郎”而显得与众不同，麻花

郎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

效。2015年，庄行青团制作技艺

被列入第五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阡陌纵横的田园，稻浪轻曳白

鹭舞蹈，青石板桥的老街，蜿蜒流

淌的河流，朴实的庄行人仍以四时

为依，节气为令，沿袭着古老的传

统，春腌菜卤蛋，夏吃羊肉配烧酒，

端午的粽子，年节的汤圆，婚嫁的

焋糕，而最终极的盛会是元宵的舞

龙灯会民俗专场，让辛苦劳作一年

的乡民收获满满幸福。

文 沈琦华 图 唐敏

平原村古文化遗址位于上海

松江区天马镇西北小机山附近，因

在小机山东山麓，又名机山遗址。

1958年，松江文化部门组织

文物普查中，在南北穿过平原村的

新开河两岸发现了暴露在外的文

化层，现场采集到大量古代遗物，

属于西周时代吴越文化的亭林类

型，有灰陶三足盘和弦纹圈足簋、

夹沙陶圆锥足鼎，以及曲折纹、绳

纹、席纹等印纹陶片。1979年，小

机山附近的天马公社农机厂进行

基建工程，工人挖掘时在深0.8米

的黑土层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崧

泽文化的长方形穿孔石斧、镂孔粗

把灰陶豆，以及四系鸡冠耳灰陶罐

和压划网纹灰陶坛，还有良渚文化

的三角形三孔石犁等遗物。遗址

至少包含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西

周吴越文化等三个时期的文化层，

最早的遗物距今约5000年。

1977年，平原村古文化遗址被

列为市级保护地点，目前的文保牌

位于天宅路天鸡支路口。 夏菁岑

曹天钦谢希德夫妇
曾住“院士公寓”

曹天钦，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中国现代蛋白质研究的
奠基人。谢希德，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
曹天钦和谢希德在英国结婚，同年秋冲破重重阻拦回国。从1952年
至1986年，曹天钦、谢希德夫妇一直住在建国西路581弄2号134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