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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我在江苏省南通平潮中学读书时，
就喜欢到阅览室阅读《新民晚报》，欣赏林放、冯英子等
人的评论、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为此大大提高了写作
水平，我的作文在班级名列前茅。
按照我的学习成绩，考入大学是不成问题的。想

不到1964年我参加高考时，得了疟疾发高烧，考试时
昏昏沉沉，没有考好，结果榜上无名。回到农村，我被
公社安排做记录，写材料，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老是惦
念如何复考。第二年的四五月后，我向
公社打报告要求参加高考，因当时往届
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必须由街道、公社
出具同意证明，公社书记表态说：“你要
向青年模范董加耕、邢燕子学习，安心扎
根农村干革命。”后来我对公社书记死缠
硬磨，他才勉强同意，但要求我写承诺
书，我只好按照要求写了并且签字按手
印，内容是：如考不上大学，安心在家乡
务农干革命，以后不再报名参加高考。
这是承诺，也是赌注。我想读大学，只有
唯一的这次高考机会，真是背水一战。
我树立了必胜的信心，以卧薪尝胆

的精神认真复习功课。当时高考的政治
和作文都离不开时事，我在农村订不起
报纸，也借不到，为此，我每隔三天总是
步行四五里路到平潮镇一位在商店工作
的同学那儿借阅《新民晚报》，认真阅览
时政要闻和文学作品。《新民晚报》成了
我的精神食粮，使我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修养，也
给我带来了心理上的充实和愉悦。有的文章我很欣
赏，要读上几遍，甚至摘录。《新民晚报》在我的困境中
陪伴着我，给我帮助、启迪、指导、鼓舞，真令人难忘！

1965年的夏季，我报名高考复考，成败在此一
举。我沉着应战，充分发挥，政治和作文由于阅读了
《新民晚报》，对时事方面了如指掌，写作方面心中有底
蕴，思路敏捷，下笔轻快，考得很顺利、满意。
期盼的日子终于来到，8月中旬我收到北大国际

政治系的录取通知书，激动得热泪盈眶。到了北大我
才知道，我高考的政治、作文是高分，我是国政系录取
的唯一的往届考生，老师们赞扬我，同学们祝贺我。
我永远忘不了《新民晚报》对我的帮助、启迪，它是

我的良师益友。从上世纪70年代走上工作岗位直至
退休后，我一直订阅《新民晚报》，阅读晚报成为我生活
的一部分。由于年轻时奠定了文学基础，我后来成为
业余作家，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了八部长
篇小说，《爱在上海诺亚方舟》被评为2014年上海市重

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我圆
了北大梦、文学梦，这与《新
民晚报》的滋润和帮助是分
不开的！感谢《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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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口语化的发声来说，
这篇小文的题目就是：上海马路
浪漂亮的风景。
街景太普通，太司空见惯了，

真的美吗？
美的，美得很吸引人，美得甚

至令人陶醉。
外省市人初次来上海，外国

的客人初次踏进上海滩，总要打
听，上海哪里最好玩，哪里最值得
去。如果我说，哪里都值得去走
走看看，哪里都好玩，客人一定会
以为我是在敷衍他。于是我就会
像所有的上海人一样，认真地介
绍上海值得去走一走、观赏一番
的地方。
首选当然是外滩，其

次就是紧挨着外滩的南京
路，尤其是步行街那一段，
什么东西都能选购到，第
三是颇能代表上海历史文化的豫
园，老上海人习惯地叫“老城隍
庙”。如果客人还想多走一两个
地方，那么，“新天地”、淮海路风
情街、离市区最近的七宝古镇，都
会被一一地介绍。
这些景和马路，当然值得推

荐和介绍，但我这篇小文讲到的
街景，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弄堂，
“转弯角子上的风景”。

自小生活在永嘉路上，永嘉
路附近的陕西南路、襄阳南路、岳
阳路、太原路，乃至东西向的建国
西路、复兴中路等，都是我从小尽
情玩耍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
比我年纪大些的伙伴和弄堂里上
了年纪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说：
我们这里是“上只角”，和那些“下
只角”是不一样的。我问不一样
在哪里，一个高中生站在弄堂口，
说：让阿哥来教教你，你顺着我手
指的方向望。

我望了
两眼，说：不
就是天天要
走过的老洋
房……
告诉你，高中生用老师训斥

学生的语气道，这是欧洲西班牙
式的老洋房，你从斜斜的角度望
过去，连同洋房边的梧桐树一起
细看，你会看出味道来。
我那时候太小，没有高中生

的审美水平，只能嘀咕说，什么味
道，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出来。
此事以高中生的一句“戆大”

而结束。多少年之后，在上海作
家协会大厅，参与接待英
国作家代表团，座谈结束，
陪他们走进作协的爱神花
园，欣赏普绪赫女神的小
喷水池的同时，几位英国

作家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我们这座
三层带阁楼的别墅，竟然是英国
十九世纪的格调。一位诗人还感
叹地道，这种式样的别墅，在英国
本土上也很少见到了。没有想
到，远在中国上海的市中心，还能
见到这样的房子。于是他们不但
在台阶上和上海作家合影，还用
相机以不同角度，对着我们作协
小楼拍了很多照片。
直到此时，我才想起弄堂里

的高中生，是有点儿欣赏水平的。
从那以后，无论是走在小时

候居住的永嘉路上，还是和永嘉
路交叉的乌鲁木齐路上，离此区
域不远的武康路、湖南路还是建
国西路上，透过梧桐树叶，我也总
能发现上海这座城市街景的美，
公寓有公寓的风情，带铁门的小
楼有小楼的滋味，门面房自有门
面房的别致，而且，我还时常看
见，经常有人举着照相机、拿着手

机，对着上
海的街景拍
照片。更有
美术学院的
学生和绘画

爱好者，找一处僻静的地方，支起
画架子，面对着街景专心致志地
绘画。我走过路过，也会情不自
禁地往这些人的画布或速写本上
瞅一眼，有的人画的是素描，也有
人画水彩画，还有人干脆直接用
厚厚的颜料往画布上抹，在创作
油画作品。
这些人，一定也是发现了上

海街景的美吧。事实上，这些年
来，陆陆续续地，时常有人出版了
一本又一本和上海街景有关的著
作，有摄影册，有素描集子，也有
文配画、文配照片的，光是彩色印
刷的大型油画册，我就收到过好
几本。厚厚的，沉甸甸的，空下来
专心翻阅，确实也能从中感受到
上海艺术家们独到的眼光和审美
的角度。
上海街景的美，是会随着季

节的变化而幻化出不同的景致来
的。夏日里浓荫密布的马路，和
冬季里枝丫光秃秃地伸向阴冷的
天空，完全是两道浑然不同的风
景。早春时节的白玉兰和秋日里
满街满弄的桂花，给人的视觉和
嗅觉，都是两种情调。雨日里撑
着伞疾行的路人和烈日下直躲阴
凉处的行人，也是不同的两种风
景。
无论是老上海人还是新上海

人，都愿意去逛一逛或坐一坐的
新天地，形成了另一种上海街景
的美。去年秋日的一个夜晚，我
陪难得到上海来的几个贵州人在
新天地里小坐，其热闹和拥挤的
程度，让我直觉得，这番光景也只

有在上海才能如此吸引人。
离新天地不远的中共一大纪

念馆，则是和新天地迥然不同的
一道风景线。春、夏、秋、冬四季
里的每一个月，都有戴着团徽和
红领巾的青少年，还有数不清的
成年人及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
中共一大纪念馆，感受中国共产
党建党期间那段红色历史，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这些人中有上海
人，还有苏浙两省从高速公路上
一早赶来的参观者，更有来自全
国各地的各族各界人士，形成一
道美景。
哦，上海街景的美，值得我们

每个人去品味和体会。

叶 辛

上海街景的美

搬到世纪出版园上班近三年了，过
往我从陕西南路漫步到延安西路上班的
情景成为永远的记忆。于是，我把昔日
梧桐树下漫步的美好时光，用文字和绘
画的形式记录下来，2023年《梧桐树下:

画说上海》一书在新址诞生，既满足了
自己的追忆，又开启了在新址的哲思。

2021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36

家单位陆续入驻闵行区七宝镇的世纪
出版园。这些出版社原先分散在上海各

区域，其中有上海人民、文艺、人民美术、书画、教育、古
籍、译文、少儿等。世纪出版园是上海出版产业高地，
有四座办公楼，容纳了3500余名员工，还拥有可供
1200人同时进餐的两个大餐厅、365座的报告厅、200
座的多功能会议厅和其他会议室、健身房等。
民以食为天，园区的职工餐厅是一大亮点，上海人

喜欢把单位职工餐厅称为“食堂”。我们的食堂从早到
晚供应三餐，菜肴品种丰富，一二十元吃得好，三四十
元吃大餐。还推出各类美食节，换着花样把各地的美
食小吃挪到食堂内，着实撩拨了一群“世纪出版”人，有
一日三餐都在食堂就餐的，有打包与家人共享的……
午餐时分，我总爱坐在入口处的圆桌边，边吃边欣

赏正在排队和吃饭的人群，那种人来人往为一口美食
的热闹，触动了我的味蕾。每次就餐时，看到这些朴素
无华的出版人，我总能产生新鲜的感悟。每天我看到
的人不尽相同，数千人在用餐时段不间断流转变换，放
眼望去，女士约占三分之二，而老、中、青三代集聚一堂
就餐颇为壮观。他们是一本本新书诞生的缔造者，打
造出一批批优秀的文化作品；他们是上海出版高地的
各路精英，拥有相当的智慧和才华，在各自的出版岗位
上闪现光芒。这里也涌现出了一批胸怀文化理想、具
有出版情怀的优秀专家、学者和杰出人才。在食堂，时
不时身边就坐着一位名家。
人与人的熟悉交往在不经意间形成，兴趣爱好相

同的人们因此而相互吸引聚集。凝聚需要有合适的平
台媒介催化、支撑，我们的食堂既抓住了大家的“胃”，
又提供了彼此熟悉又温暖的分享平台。人们从陌生到
熟知，又从相知中相互交流切磋、借鉴学习。从有序排
队的就餐人群中可见，大家和谐融洽——微笑、礼让、
倾谈。食堂，犹如情感的传递者，将文化散落在出版园
中各个角落，在通往食堂的走道里处处散发着浓郁的
书香味儿，焕发出书卷气息和人文精神。巴金先生说：

“把心交给读者。”更是出
版人牢记于心的箴言。
此时，耳边传来陈奕

迅《人来人往》的歌声，园
区中呈现出一派上海出版
业蒸蒸日上、繁花似锦的
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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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玫瑰象征火热的爱
情，荷花代表静雅，秋海棠
代表亲切，郁金香代表着
爱，白茶花象征美德与纯
真……“花语是指人们用
花来表达人的语言，表达
人的某种感情和愿望。”花
语在文艺作品中不断出
现，给人以无限遐想。
有一种花长在山脚

下、水沟旁，虽小，但清新

怡人，它叫苦菜花。苦菜
花的花语：生命力顽强。
它在成长过程中，经历风
霜雨雪，被漠视，在最不起
眼的地方也会绽放。这使
我们想到冯德英的长篇小
说《苦菜花》。《苦菜花》以
山东昆仑山地区的农村
为背景，描述了抗日战争
时期，当地人民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同日寇、汉奸、
封建势力斗争的故事。
小说塑造了冯大娘、秀

娟、冯德强、姜永泉等一批
英雄形象。在胜利到来的
时刻，躺在担架上的母亲
深情地注视着女儿手中的
鲜花，特别是那金黄色的
苦菜花吸引着她，她好像
尝到苦菜根清凉可口的味
道，嗅到了苦菜花的馨香，
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前不久，看到作家朱

大建的书《海菜花开》。书
中生动地讲述了以孔海南
为代表的三代人治理洱海
的故事。孔教授团队治水
的工作在作家笔下波澜起
伏，书中还融入洱海的起
源、传说和白族风情等，增
强了悬念感和可读性，再

现中华大地新的“老人与
海”故事。如今在洱海，被
誉为水质“试金石”的海菜
花争先开放，传递着向上
的语言、愿望和美好远景。
在世界文坛，花语的

代表作要数小仲马的《茶
花女》。小说中玛格丽特
向往纯真的爱情，她对阿
尔芒说：“你若是爱我，就
送我一朵茶花吧！”

花语也被用来传递信
息，包括谍报人员传送情
报。主演电影《茶花女》中
玛格丽特的演员葛雨泰 ·

嘉宝，被盟军发展为秘密
情报员。而嘉宝喜爱的是
具有隐秘、幸运花语的“黄
玫瑰”。嘉宝曾经用玫瑰
向盟军传递情报，功绩颇
大。当然，嘉宝的故事是
另一个题目的主角。

姚华飞

花语

对一座国际化大都市而言，艺术、创意
和科技曼妙结合的光影作品，从充满引领性
的视听品质，到独树一帜的创新灵感挥洒成
形，都将带来缤纷隽永、触类旁通的盎然生
机。刚刚举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和
金秋时节即将盛大启幕的上海首届国际光
影艺术大赛已经担当和将要担当的，就是这
样的使命。
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各国电影人

及作品云集上海，带来了足以被更多人向
往、汲取和喜爱的各类影片，实在是一个创
作交流、文明互鉴的绝好平台。这当中有一
部中国电影的全球首映得到了独特的关注
和青睐，那就是由上海立项、制作，上海电影
集团、中国戏曲学院、上海广播电视台、首都
京胡艺术研究会出品，著名京剧程派传人张
火丁领衔主演的最新8K京剧电影《锁麟
囊》。记得6月16日上午，我被首映礼现场
满满当当的影迷、戏迷的专业能力和热情打
动，被20多次观影过程中自发的掌声感
染。它让我想到了1905年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一直到最新8K电影《锁麟囊》之间
的国粹因缘，它让我想到了程砚秋先生1940

年4月29日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锁麟
囊》时的一幕幕，它也让我想到了参与“京剧
电影工程”十余年来多部作品在海内外电影
节尊享的系列荣誉，它还让我想到了本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一再被要求加映《锁麟囊》，又
一次次影票被迅即售罄的场景。我的电影

团队是优秀的，他们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魔
D电影工作室、上影集团、中国戏曲学院
等。我曾经在京剧电影导演阐述中说道：我
们必须坚持“京剧为魂，电影为用”的创作准
则，努力将传统京剧艺术和最新电影理念、
科技之间的某些“违和感”在氤氲中渐渐融
化，在双方不断的靠拢中，产生出属于当代
的新的和谐。
首映在掌声中结束，灯光渐起，我发现

眼前有几位年近90岁、精神矍铄的老年观
众，还让人欣喜的是80%以上的观众是年轻

人，结伴而来的大学生、老师、500强公司的
高管、白领，也有从全国各地打“飞的”赶来
的年轻观众。来自瑞士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所属国际戏剧家协会总干事长托比亚斯
先生也兴趣满满地端坐在座位上。他们喜
爱京剧电影的神态，既有发自内心的热情，
又有礼有节，体现出了很高的艺术素养。影
迷+戏迷提出的一个个问题，或赠送的小礼
品十分暖心，充满故事感。最后，我提议主
演们到观众席当中与大家合影留念，热情有
序的场面至今难忘。这不正是多年来所向
往、所企盼的吗？
从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光影盛况，又想到

了今年金秋时节另一场光影盛典即将到

来。去年金秋，静安区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
手推出2023上海静安国际光影节，我受邀
担任评委会主席参与了相关工作。创新的
理念，科技的魔幻，全球佳作的慕名而来，11
天里，有130多万市民和海内外游客尽情前
来打卡享受、沉浸感知，全网点击观看量超
过20亿。井然、充满设计感又环保的光影
节的完美呈现，也极大地刺激了此地和周边
商业及文化档位的提升。
鉴于去年的成功经验，今年，市政府已

正式宣布将此项目升格为“闪亮 ·上海2024

国际光影艺术大赛”，我有幸再次被任命为
本次大赛的评委会主席。眼下，许多工作已
经深化推进，独特的忙碌已经开始。4月中
旬，作为今年中法文化年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应邀和SMG幻维数码公司前往法国巴
黎，作了此项目的全球正式发布。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权代表、里昂国际光影节总监等
都给予了热情的赞赏，表示积极参与。
今秋的上海，来自国际和国内别出心

裁、妙趣横生的光影作品，一定会在无数人
的脑海中留下无远弗届的创新想象和艺术
镜象，这种光影雕刻时光的美好冲击波，将
给不少行业带来显性或隐性的新质生产力。

滕俊杰雕刻时光

影片的结尾，他们
重新面对自己的命运，
住进了模型屋，重新开
启了幸福的生活。请
看明日本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