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张泽老街感受非遗魅力
张泽羊肉有“松江第一羊”的美誉，严冬时

节行走于松江叶榭的张泽老街，可以一品羊肉

的鲜美，也可以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张泽位于松江东南部，镇名因张姓大户建

宅居此，由张宅演化为张泽。据《张泽志》载，

张泽自唐由村成镇，明嘉靖年间开始兴盛，至清

代为“浦南第一市集”。张泽羊肉始于元朝名将

沙栓，他曾驻军松江府府南地区。沙栓喜食羊

肉，为此在松南地区养殖了大量山羊，此羊肉食

时少膻、肥鲜、肉嫩，起到了防寒、补肾、强身的

作用。用木桶烧制羊肉，是张泽区别于上海其

他地方的独特烹饪方式。一般来说，夜里12时

多，羊肉店的员工就开始用木柴、大土灶、木桶

锅炖煮羊肉了。三个小时的蒸煮过程中，食物

与木桶“循环呼吸”，出品才能汤色清亮，肉质清

爽。张泽羊肉店选用的羊一般都来自松江叶

榭镇或金山亭林镇，都是当天宰杀的。

位于张泽竹亭路141号的叶榭镇非物质

文化遗产体验馆，将原本局限在橱窗或作坊中

的手艺焕发出新的生机。在这里，体验者可以

亲自操作木制织机，感受飞纱走线的神奇过

程；可以学习叶榭软糕、张泽羊肉和张泽青龙

饺等美食的制作工艺和烹饪技巧；还可以尝试

竹编技艺和筘布文创产品制作等。 沈琦华

兴国路  号

兴国路78号现为兴国宾馆，

是上海市区花园别墅宾馆之一，

拥有20多幢风格迥异的别墅，

大多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其中，兴国一号楼建筑平面规整，

均匀对称，正屋朝南，北向入口。

东侧有单层附房与主楼相接。宅

前有露台及大草坪。建筑外观

为英国帕拉第奥式，浅绿色铜质

四坡屋面，外墙面以白灰粉刷，

整个建筑呈横三段纵三段的古

典构图。入口上方屋顶起山花，

中间有一椭圆形窗，周围花饰细

腻纤巧，属典型巴洛克时代设计

风格。

密丹公寓
地址：武康路   号

密丹公寓是上海较早的钢筋

混凝土结构高级公寓住宅楼房，

室内布局为一梯一户。该房屋建

造于1931年，由义品洋行建筑

部 M.Guillet设计，建筑风格为带

有装饰艺术风格特征的现代派建

筑。建筑沿道路转角布置，平面

为不规则四边形。

据悉，密丹公寓昔日的住客

几乎都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旅沪

外籍人士，赉安洋行的合伙人A.

E.Kruze曾居住在密丹公寓。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著名表演

艺术家孙道临曾居住于此。

杜重远寓所
地址：淮海中路    号

淮海中路1897号是杜重远

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办《新生周

刊》时，在上海居住的寓所。

这幢花园洋房建于1923年，

地中海式建筑风格。主楼是假三

层砖木结构，建筑形体较为舒展

开敞，南立面构图基本对称，底层

有半圆拱券敞廊，上部为露台，有

铸铁棚架。局部墙面上的曲线铸

铁装饰，以及室内楼梯扶手的曲

线形铸铁栏杆均为现代装饰艺术

派风格。室内墙面亦用几何形体

进行装饰，局部门楣有涡卷状雕

饰，顶棚有几何纹样装饰和花格

镶板，交接处有圆雕装饰。

·广告

夏禹龙与“南模”渊源深厚
夏禹龙，理论学者。1945年，夏禹龙在上海的南洋

模范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进步学生运动。新
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共青团、社会科学研究和出版
工作，在邓小平理论、科学学、领导科学研究等领域，提
出了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和有影响力的对策建议。

周边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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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南模中学高中从天平路   号搬到零陵路   号。

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夏禹龙出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思想

进步的家庭，自幼受到进步书籍的熏

陶。1945年，年仅17岁的他在南洋模

范中学（简称“南模”）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该校第一个共产党员。当时

的南模以理工科教育著称，校园内进

步思想暗流涌动。夏禹龙深受鲁迅

杂文和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坚信

“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力量”，而国民

党的消极态度令他失望。他在自述中

回忆：“鲁迅的思想让我追求民主自

由，而《西行漫记》让我看到延安的真

实面貌。”

入党后，夏禹龙在南模建立了地

下党支部并担任首任书记，组织“号角

社”“晨钟社”等进步社团，通过读书

会、壁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他带领

学生参与反内战、反饥饿运动，甚至在

徐家汇解放当天率宣传队上街宣讲共

产党的“约法八章”。然而，频繁的革

命活动让他屡遭打压，被迫辗转大同

大学电机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机

械系和圣约翰大学土木系等院校。尽

管最终未能完成学业，南模

的理工科教育却对夏禹龙影

响深远，他后来也曾表示：

“南模教会我严谨的逻辑思

维，任何理论必须避免自相

矛盾。”

夏禹龙后来转向社会科

学研究，曾在《新民晚报》上

发表《青少年们，要为扫除文

盲做一件有益的事》《哥白尼

没有受火刑及其他》等文章，

号召大家一起参与扫盲，对

信息要认真核实。他在接受

采访时曾有过这样的表述：

“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道

路与一般人的情况不大相

同。我没有受过社会科学知

识的系统训练，凭自己个人

的兴趣爱好，长期坚持自学、

思考、研究……与受过正规

专业训练的大多数社会科学

学者不同，我在专业知识的系统性和

深度上与他们有差距，但是我的跨学

科的知识结构，在研究问题时会形成

一些新的视角。”

夏禹龙2009年曾回到南洋模范

中学，向学生讲述南模早期革命斗争

的故事。南模的历史可追溯至1901

年创立的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光绪二

十二年（1896年），盛宣怀向清廷上奏

《条陈自强大计折》，附奏《请设学堂

片》，由他督办的招商局、电报局盈余

项下每年拨白银10万两，在上海兴办

南洋公学，造就洋务人才，后来得到光

绪皇帝准允，南洋公学正式创立。

1938年春，校方借用法租界内姚主教

路（今天平路）200号为新校址，也就

是现在的南洋模范初级中学的校园。

理论界的“开路先锋”
改革开放初期，夏禹龙与刘吉、冯

之浚、张念椿四人合作，提出了“科学

学”和“领导科学”的概念，成为当时理

论界的“开路先锋”。他们通过“头脑

风暴”式的讨论，撰写了大量为改革开

放鼓与呼的文章和著作。其中，1983

年出版的《领导科学基础》销量超百万

册，首次系统阐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

路径，被学者称为“中国管理学的破冰

之作”。

夏禹龙的研究不仅限于理论探

索，他还积极参与实践。1983年，他

提出的“梯度理论”为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提供了重要思路，这一理论与邓小

平“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不

谋而合，推动了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发

展战略的形成。夏禹龙一直主张“学

者在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时，要有自己

的创新见解”，他较早提出了浦东开

放、长三角开发的建议，并且参与上海

世博会的可行性研究，曾于1992年在

媒体上率先发表《盼望“上海国际博览

会”》一文。2016年，夏禹龙获上海市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2017年获

首届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

“终身荣誉奖”。

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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