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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阅读徐汇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潘序伦先
生，是会计学家、教育家，创办集
学校、会计师事务所、出版社“三
位一体”的立信会计事业。抗战
炮响，潘序伦积极响应党的建立
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
召，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开展舆论
宣传，募捐赈灾，慰问前线将士等
活动，呼吁全民抗战。
查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年

出版的《潘序伦文集》和拙编《潘
序伦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研究》，
这两本书虽然对搜集汇编潘序伦
文章，下了一定功夫，但难免仍有
遗珠之憾。笔者寻觅史料时，发
现潘先生在抗日舆论场的作品为
数不少。比如佚作《义勇军赋
怀》，发表在1932年12月19日
《上海商报》，距今九十周年，弥足
珍贵：更不见当年暴秦势力莫与
京，蚕食鲸吞肆兼并；又不见齐楚
燕赵，日日纷争，坐令虎狼羽翼
成。古今情事初不殊，大好河山
强占据；异军苍头看突起，誓死抵
抗无犹豫。白山黑水风凛凛，人

乏饷糈马断饮；大呼杀贼向前进，
转战不分昼与寝；冰天雪池寒澈
骨，械弹两竭犹突奔；前仆后继胫
膝没血，将军誓愿阵前殁。如此
义勇气盖世，宁可奏越相坐视。
匹夫兴亡与有责，投袂撄冠尚何
俟。……勿再观望与徘徊，同胞
救国典乎衣。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面对强敌，在国难中，潘
序伦与所有仁人志士一样，挺直
腰杆，发出时代的正义之声。
九一八事变爆发，潘序伦认

识到，只有国家民族的解放，才有
民族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社会生计问题。因
此，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他不但创作发表了《义勇军赋
怀》，呼吁大家节衣缩食，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不要迷恋歌舞升

平，不要沦为亡国奴；还身体力
行，从会计教育、会计实务、会计
出版等不同层面，有效促进战时
经济的发展；同时积极支持立信
师生的进步活动，保护爱国师生。
潘序伦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是与邹韬奋分不开的。邹韬奋主
编的《生活》周刊，根据读者需要，
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同时开辟
“信箱”专栏，为读者解答各种疑
难问题。在其苦心经营下，《生
活》周刊销路日益扩大，受到欢
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
争不断加紧，韬奋在《生活》周刊
上大声疾呼，号召读者捐款抗日，
得到热烈响应。他的《经历》中有
一段记载：“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
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
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
自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

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将军领
导的东北义勇军抗日，全国民众纷
纷募捐支持，立信同学会踊跃参加
募捐活动，发动立信师生进行征
募。当时谣传上海抗日救国捐款
共达两千余万元，而马占山将军
只收到一百数十万元，有人指责
经办捐款的《生活》周刊社、东北
义勇军后援会和上海市临时救济
会等单位有徇私舞弊行为。
听此传闻，在顾准等人鼓动

下，潘序伦率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受托稽核了《生活》周刊社的账
目，证实收支完全相等。1932年
5月10日，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全部收支账目证明，证明书
由主任会计师潘序伦、会计师顾
询署名，公诸社会。潘序伦为红
色出版家韬奋先生及《生活》周刊
的爱国壮举指证、背书，使流言蜚
语不攻自破。同年6月2日，由陈
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领衔
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也出具
收据，证明收到《生活》周刊社经
募的慰劳费，并将数额公之于众。

罗银胜

潘序伦为抗日义勇军歌赋
“莫愁

湖边走，春
光满枝头。
花 儿 含 羞
笑，碧水也

温柔……”一首朱明瑛当
年唱红的老歌，现如今不
太容易听到了，却也不太
容易忘记。曲目出自
1984年春晚，那一年，我
还不到20岁。不知是否
受此歌的影响，同年秋，我
便去了歌中提到的莫愁
湖，即古诗词中常提的“横
塘”（南唐旧名，后被宋《太
平寰宇记》改称为
“莫愁湖”）。

穿过光华亭牌
坊，进入郁金堂，有
屋数楹，正中方池内
有尊裙垂地、发高
绾、手挎桑篮的莫愁
女汉白玉雕像，惸惸
孑立于矶石之上。
并非古代遗存，而是
1979年9月才立起
来的，遂成莫愁湖景
区第一标识。
后来时有出差

南京的机会，便一而
再、再而三地去莫愁
湖，游赏湖心亭、待
渡亭、胜棋楼、四方亭等佳
景。但盈盈绿波中那尊莫
愁女的立像，总能引我伫
留，感其咫尺相望、声息不
通却未曾改影易形之凝合
气场。
某日读到李商隐的

《莫愁》：“雪中梅下与谁
期，梅雪相兼一万枝。若
是石城无艇子，莫愁还自
有愁时”，才开始关注有关
莫愁女的传说，竟有多个
版本，概括起来主要有三
说，分别为钟祥（古称郢州

石城）莫愁说、洛阳莫愁
说和金陵莫愁说。李商
隐拢共有六首莫愁题材
的诗作，皆依循后两种传
说落墨。
倘把这三种传说引

述于此，得占相当大的篇
幅，故只作简要勾勒：洛
阳说的出处系梁武帝萧
衍的《河中之水歌》，仅录
两句：“河中之水向东流，
洛阳女儿名莫愁”，顺口
溜般的晓畅，直陈莫愁的
“方位”归属。从全诗来
看，莫愁系一贫家女，后

嫁与富家子弟卢
氏，虽锦衣玉食，却
并未得到理想中的
幸福。芳年一过，
便遭离弃。莫愁因
此成天郁郁不乐，
内心充满凄苦之
情。再说钟祥莫
愁，史证相对丰富：
《宋书》《后汉书》
《旧唐书》等均有记
载：莫愁善歌谣，容
貌姣好，唐人多有系
一青楼歌伎之说。
比如元稹《西凉伎》
吟道：“楼下当垆称
卓女，楼头伴客名莫

愁”，这是说莫愁不仅以歌
娱人，也像卓文君落魄时
那样当垆卖酒；李贺也写
过《莫愁曲》，内有：“归来
无人识，暗上沈香楼。罗
床倚瑶瑟，残月倾帘钩”。
语义暧昧的表达，还有徐
彦伯的《拟古》：“中有绮罗
人，可怜名莫愁”……但钟
祥莫愁实非一般的歌女，
她率真敢爱，也期待与恋
人长相厮守。今钟祥当地
仍存莫愁村、莫愁渡、莫愁
湖等多处古迹。前些年电

视剧《思美人》也以钟祥莫
愁传说为蓝本加以演绎。
至于金陵莫愁，系宋

时出现的新说，见于周美
成的《西河》。
这里有个争议：清黄

如柏《石城考》说“石城有
二，一在吴，一在楚”，有人
怀疑周美成将“石城”误作
“石头城”，还考证出这个
误会的起源系周邦彦的一
首词造成的。另外金陵莫
愁又和洛阳莫愁有所牵
扯，说洛阳的莫愁因家境
苦寒，只能卖身葬父，卢员
外被其赤诚所感，把她带
到金陵做儿媳。本来家庭
美满、琴瑟和谐，但莫愁的
结局似乎总不能挣脱悲剧
的笼罩，于是又岔开几种
说法：一、莫愁婚后一年，
孩子阿侯出世，丈夫被征
戍边，从此人间蒸发，莫愁
因思念丈夫，化作了一潭
碧水；二、公婆虐待儿媳，
莫愁投湖自尽；三、梁武帝
为得到莫愁加害卢氏父
子，莫愁不从，遂出走远
方；四、莫愁为明初宫女，
被朱元璋赐给徐达，因貌
美如花，遭徐夫人谋害
等。其中有些说法如梁武
帝欲霸占莫愁一说，据考
证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
系改写古辞，非独立原创
和纪实文学。他与莫愁既
非同时代人，何有穿越霸
占之说？至于莫愁被赐徐
达亦无须深究，莫愁从战
国末期之楚人摇身而为明
初之吴人，本身就无从考
证，岂可当真？
当然，对于莫愁女林

林总总的故事和传说，不
能以史鉴视之，只能以文
学作品来看待。就体裁而
言，这类传说大多出自乐
府文学，无论汉乐府、魏晋
乐府还是北朝民歌和吴声
西曲，均有对薄命、美丽、
坚忍而自强的女子的刻
画。有些形象比如代父从
军的花木兰、钱塘含恨的
苏小小、孔雀东南飞的刘
兰芝及陌上采桑的秦罗敷
等，皆为经典的文学人
物。莫愁女显然也在此
列，只是比起其他传主，她
的形象因表述各异、版本
繁多而愈显扑朔。
最近一次去莫愁湖，

是在不远的秋，想想从首
次探访莫愁湖至今，已近
四十载光阴。
面对清时被称“金陵

第一名胜”“江南第一名
湖”的所在，想起郑板桥于
此间游赏时所发出的“湖
柳如烟，湖云似梦，湖浪浓
于酒”的兴感。目下的莫
愁湖，虽只是一小块城中
景，周遭已被鳞次栉比的
高楼环绕，却无碍一池碧
水中茕茕玉立而低眉的莫
愁，向寥寥的游人诉说她
的前世夙因。
实在讲，我并不为凭

吊而来，凭吊谁呢？一个
虚构的文学人物？我却为
莫愁而来，因为她那芊绵
而温暖的名字，总能熨抚
心灵的皱褶，使我恍然感
知：即便于坎廪困顿的路
途，仍应以“莫愁”二字自
励自勉，从而立定脚跟，坦
对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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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我也就刚上小学，大多数时
候看人都要抬着头，连走带跑地跟着妈
妈转进了一间摆满童书的大房间。脑
海中依稀闪现的这幅画面，是十多年前
我初次来到徐汇区图书馆。从那时起，
每周末妈妈都会带着我去徐汇区图书
馆接受阅读熏陶。作文选和历史故事
不是我的菜，人物传记也非我所好，而
文学尤其是外国少儿文学才是我的心
头好。当年书架上那些被我冷落的历
史类图书要是知道现在的我高考选了
历史，一定会朝我哈哈大笑。我从《马
小跳》到《皮皮鲁》再到《绿山墙的安
妮》，接着一路看完整套《棚车少年》。
那些年，凡是最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少儿
文学，我都会去徐汇区图书馆借来看。
由于我经常去徐图，那儿的管理员

们可喜欢我这个爱阅读的小朋友啦！
记得2013年的暑假前，少儿馆的小朱老
师便主动询问我有没有兴趣报名参加
小馆员培训班，我不假思索，立马点头

答应。在那个难忘的夏天，我作为培训
班小馆长与其他小馆员们一起认真学习
图书管理知识，并在少儿馆担任小小志
愿者，协助管理员老师排书理架，帮助小
读者查找图书、办理借阅手续。在志愿
服务中，我渐渐地燃起了一个梦想，长大
后我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图书馆馆员。
阅读使我快

乐，我也想将这
份快乐与更多的
小朋友们分享。
2015年的暑假，
我在父母的鼓励下，与几位好友一起募
集到了3000册爱心捐书，准备捐赠给希
望小学。当我将这一想法告知小朱老
师，意外地得到了徐汇区图书馆的大力
支持。徐图房馆长特地派出两位管理
员老师带着我和3000册爱心捐书，一起
奔赴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赵庄镇小学，
为那里的孩子们成立“汇悦读”爱心阅
览室，阅览室至今每周坚持开放。那次

公益助学开启了我的公益服务之路，多
年来我不断组织参与了许多公益活动，
去年我还被徐汇区教育局授予年度“新
时代好少年”称号。
十多年来，徐汇区图书馆已经融入

我的生命中，亲切和蔼的图书管理员老
师们看着我慢慢长大，并热情地称呼我

为在徐图长大
的孩子，我在
徐图留下了无
数珍贵的童年
回忆。在图书

馆的庭院里，小池塘边的绿芭蕉下，冷
不丁会遇见机灵可爱的虎斑猫；在图书
馆北四楼的报告厅里，我被授予“优秀
小馆员”和“暑期优秀小小志愿者”荣誉
奖状，为暑期生活画下圆满的句号；元
宵节，在少儿馆，我满手糨糊做着兔子
灯；某次，我在阅读完《哈利 ·波特与魔
法石》后写下的读后感被小朱老师张贴
在布告栏里，能与其他小读者一起分享

我的阅读感悟，让我对阅读变得更加热
爱……徐汇图书馆就像是我的精神家
园，包容而温暖，滋养了我的心灵，润泽
了我的童年，并让我对未来憧憬着无限
可能。

2022年即将进入尾声，听到徐汇区
图书馆主馆——徐家汇书院建成即将
开放的好消息，将我的思绪又拉回到3

年以前的世界读书日，徐汇区图书馆即
将闭馆改建，我作为读者代表向读者发
出倡议“把徐图带回家”，让馆藏图书陪
伴所有喜爱徐图的读者，纾解离别的惆
怅，一起等待徐图的华丽回归！在思念
与期盼中，这一天终于要来临了，徐图
会以怎样的新姿回归读者的怀抱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张幼溪

我在徐图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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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一经冬，本地不
见大雪亦久矣。
记忆深处，大雪掩短

巷，洋洋洒洒，叠堆有尺
厚，以戊申年暮为最，时余
尚为黄毛小子也。上学路
上，蹚雪行进。入校散开，
互打雪仗。虽天寒地冻，
少年不畏寒，满头热气，一
时景观矣。
午间，天色多云转阴，

不寒。然疫未尽，人多纷
劳。偶读西晋夏侯湛《抵
疑》文句：“方将保重啬神，
独善其身，玄白冲虚，仡尔
养真。”遂兴仿战国印，泐
石“养真”，印语以记。

潜 堂 文并印

养真

养真

自在

如果把徐汇
当作一本厚重的
大书，我们从哪
一页翻起呢？

我和少年
儿童出版社的
缘分，是《少年
文艺》牵的线。
记得我给

《少年文艺》投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是
爷爷的孩子》，得到单德昌老师的指点，
一次又一次，经过三轮修改，最终得以发
表。单老师的耐心和热心让我深受感
动，对《少年文艺》的喜欢也更多了几分。
《少年文艺》举办的第三届“周庄

杯”短篇小说大赛，我的作品《幸运数字
3》获得了优秀奖，抱着去见见编辑老师
们的心态，我参加了在周庄举办的颁奖
典礼。看着特等奖一等奖的获奖者们，
已至不惑之年的我心生羡慕，感慨自己
在儿童文学写作之路起步太晚的同时，
也萌生了写出更多作品的动力。颁奖典
礼举行间隙，我左手边坐着的一位女老
师抓紧时间埋头校对着一叠稿子，许是
感觉到我在盯着她，她抬头看我，我俩相
视一笑，并未多言。但正是这一笑，化解
了我由于陌生感和自卑感引发的尴尬和
不安。
顺理成章，此后的大半天，我一直留

意着她。此后，我们好像未曾有过太多
交谈，只是她那爽朗的笑声一直响在
我耳边。
回家后，我打开写了多年的那部长

篇小说，这是我尝试的第一部长篇作品，
小说已经收尾，只是心下依旧茫然，不知
道该拿它怎么办。我翻了翻包，掏出她
的名片，鼓足勇气加了朱老师的QQ，我
告诉她长篇小说的事，她说很乐意看一
看。我激动地发了过去，顿时释然。说

实在的，能把
它发给某位
编辑看一看，
我便很满足
了。出版，对

那时的我是一种不太敢想的奢望。
好事也常突如其来。仅仅过了一

天，我便得到了朱老师的回复：这部作
品，我要了。
经过商榷，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有

了名字：《我们的秘密》。尽管至今我已
创作数十部作品，但《我们的秘密》依然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因为这部作品里
有太多鲜活的形象来源于我的生活，还
因为它是最快得到编辑认可的作品。
我与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缘分，随着

时间的流逝愈发深厚。
后来，长篇童话《布罗镇的邮递员》

在几番修改后，于2016年出版了，没想
到第二年年初竟然被中宣部评为“优秀
儿童文学出版工程”，我也因此第一次走
进了中宣部；2017年“世界读书日”，《布
罗镇的邮递员》入选“中国好书”；8月，
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9
月，获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
个一工程”奖；11月，获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
但是，2017年对我来说却是悲喜交

集的一年，这年7月，我老公突发疾病离
世，对我造成了几乎致命的打击。我沉
湎在悲伤中无法自拔，逐渐陷入抑郁的
泥淖。在无人可诉的孤独和伤痛中，我
总是给编辑朱老师打电话。无论是在深
夜，或是在凌晨，她总是耐心地听我说，
听我哭，有外出活动时她总是陪着我，照
顾我，开导我，帮我慢慢回归正常的情
绪，重新找回创作状态。不知不觉，她
不仅仅是我的编辑老师，更成为我值得
信任的朋友。
而少年儿童出版社也将《布罗镇的

邮递员》当作自己的孩子一般呵护着，
让这个孩子走出国门，去往世界各地：
韩国、越南、阿拉伯、哈萨克斯坦、马来

西亚、西班牙、俄罗斯、波
兰等，《布罗镇的邮递员》
结识了更多的小读者。我
为之自豪，更为之感动。
少年儿童出版社，曾

经在“延安西路1538号”，
是我多次去的地方，是会
在我心中永远定格的地
方：绿荫如盖的大院，曲径
通幽的花园，仿佛处处飘
溢着香气，这香气是花草
的味道，是儿童文学的味
道，更是温暖如家的味
道。

郭姜燕

温暖如家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