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金二路北起淮海中路，南至

肇嘉浜路，全长1517米，始建于

1907年。瑞金二路历史文化气息

浓厚，有诸多名人故居、红色建筑。

沿瑞金二路由北向南走，途经杜重

远侯御之夫妇旧居、秦鸿均中共地

下电台旧址、瑞金宾馆、罗家伦旧

居，抵达南昌路与瑞金二路的交叉

路口，便可看到位于瑞金二路26号

的陈伯吹故居。

陈伯吹旧居建于20世纪20年

代，为英国双毗连式三层花园住

宅，砖木结构，立面呈现对称设计，

红瓦双坡顶，悬挑出檐，米黄色水

泥拉毛外墙，窗间柱和壁柱以红砖

贴面，底层有庭院。

陈伯吹晚年在瑞金二路住了二

十余年，他平易近人、热情好客，樊

发稼、李业文、张弘、张锦江、周基

亭、郑开慧等人均曾撰文回忆与陈

伯吹先生的见面。当时，还有一批

小客人常来瑞金二路访问，他们在

陈伯吹的院子里唱歌、跳舞、做游戏

和讲故事。有时，孩子们还邀请陈

伯吹一同开表演会、做科学实验、诵

诗猜谜，还会请他帮忙批改作文，院

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难怪陈伯吹

会深情地说“生活在孩子们爽朗的

笑声中间，是一种美的享受，感到很

幸福”。

瑞金二路26号还是著名戏剧

家、电影艺术家应云卫的故居。

2016年7月7日，由黄浦区文

化局公布为黄浦区文物保护点。

文 沈琦华 实习生 范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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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镇留存南阳港遗址
申景如画

南阳港古文化遗址位于金山区山阳镇向

阳村11组，归属“吴越文化戚家墩类型”，

2005年被公布为金山区级文物保护地点。

山阳，古名山洋，后因地处柘山之南而得

名山阳。山阳镇域，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

时期，西南沿海一带就有先民居住。秦时，建

海盐县，县治就在山阳区域内，西汉时沦为柘

湖。山阳集镇形成于明清时期，乾隆八年

（1743年）至民国期间，镇上先后建成了启秀

桥、秀龙桥、南阳桥、北阳桥，镇街因此呈十字

交错的形态。

1960年，政府组织民工疏浚山阳境内

的老红旗港时，在南阳港与青龙港汇合处的

河岸上发现有灰色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

500平方米。经考古勘探证实，文化层距地

表深约1.5米，长约50米，采集遗物有春秋

战国时代吴越文化的回字纹、米字纹、网格

纹等印纹硬陶片，以及夹砂绳纹陶釜、扁足

鼎等残陶器。金山境内众多古文化遗址的

发掘验证了先民从冈身地带逐渐向平原地

区迁徙的历程。

夏菁岑

陈伯吹，原名陈汝
埙，曾用笔名金煜华、
夏雷，宝山县人。
他将毕生精力奉

献于现代儿童文学的
创作实践、翻译出版和
理论研究，为儿童文学
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伯吹晚年居住

在上海瑞金二路26号
西楼底层，直至1997

年在华东医院去世。

1906年8月13日，陈伯吹出生于宝

山县罗店镇，父亲是老式布庄的店员。

陈伯吹16岁就在宝山县杨行乡朱

家宅小学担任小学教师，次年因缺少

教材，便决定自己动笔写作，由此投入

儿童文学创作之中。在师生通力合作

下，其处女作《模范同学》（后改题为

《学校生活记》）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陈伯吹一边

从事教学工作，曾在上海幼稚师范、大

夏大学、北京师大等校任教多年；一边

担任儿童读物和儿童杂志的编辑，为

《儿童杂志》《小朋友》《现代儿童》等刊

物供稿，为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倾尽

心力。

1971年，陈伯吹由陕南邨搬入瑞

金二路26号，生活在西楼底层。在这

里，陈伯吹热情接待访客，不吝为后生

晚辈给予支持和帮助，他生活的节俭

给不少前来拜访的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樊发稼曾

回忆第一次到瑞金路拜访陈伯吹的经

历——当时陈伯吹正在吃早餐，一碗

薄稀饭，搭配半个咸鸭蛋和几根咸菜

丝，简单朴素。

怀揣对儿童文学的无限热爱与期

盼，一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的陈伯吹

在1981年将自己多年积蓄的五万五

千元（当年相当于能够在淮海路一带

买一栋别墅的费用）慷慨捐出，在上海

设立了“儿童文学园丁奖”，旨在鼓励

和褒奖优秀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推

动儿童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如今，由陈伯吹倾囊相授而创立

的“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更名为“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已历经34届，培

育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

陈伯吹在瑞金二路一住二十余年

老少相伴瑞金二路

捐款设立儿童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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