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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洪

4月 4 日下午，
第 36 届上海之春
国际音乐节来到人

民广场地铁站现场

表演， 精彩的表演
吸引了来来往往的

人群驻足。 上海大
学音乐学院院长王

勇为大家介绍了本

届“上海之春”丰富
的节目单， 从 4 月
8 日到 28 日，音乐
节将推出 37 台主
体演出项目， 包括
原创新作、 名家名
团、 国际交流等不
同板块。

“上海之春”创
办 59 年以来，从剧
场走向大众， 越来
越接地气，得民心，
使悠久历史的上海

之春国际音乐节 ，
不仅是一个主题鲜

明、内容丰富、人才
集聚、 佳作迭出的
国际艺术交流阵

地， 同时也是一个
市民大众普遍参与

的文艺盛会。 今年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除了“进地
铁”以外，“艺术走近大众·共享美
好春天”专项活动，通过举办“进
商圈 ”“进学校 ”“进社区 ”“进军
营”等系列活动，让市民大众享受
更多更广泛的高雅艺术滋养。

海纳百川的上海， 和国际接
轨的申城， 文艺舞台越来越繁荣
的演艺大舞台， 必须要有让市民
日益感到便利的文化活动， 身边
触手可及、 越来越多的高雅艺术
空间。 今年上海之春加大公益性
演出的场次， 增加演出场所和种
类，把来自海内外的经典演出，延
伸到更多的地区， 安排到城市公
共空间的绿地和广场， 拓展了音
乐节活动空间， 释放巨大演出活
力， 让更多的市民百姓， 就近便
利， 尽享来自文艺院团的艺术盛
典、 国内外著名院团的重量级演
出，让春天的申城，弥漫着高雅艺
术的味道，体现浓浓的艺术氛围，
展示和国际一流城市接轨的公共

文化传播氛围。
创建全球卓越城市一流领先

的公共文化服务， 打响上海文化
品牌，不仅要有面的普及、质的提
高， 还要有惠及全体市民的高雅
艺术传播方式， 才能满足国际大
都市民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 赞誉音乐节的各类演出，体现
市民大众音乐节的目标追求，放
大国际音乐节的影响力之外，还
要在创新性、普及化上下功夫，共
同做好文化惠民这篇文章， 采取
更多公益性、惠民利民的做法，让
高雅艺术常态化为市民服务，让
上海的市民大众， 能更多就近便
利观赏高雅艺术， 在各自居住的
公共文化服务圈里， 感受喜爱的
音乐艺术样式， 润泽高雅音乐艺
术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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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志胜

谷雨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古
有“雨生百谷”之说，加之谷雨前后，
天气较暖，降雨量增加，有利于春作
物播种生长， 所以民间有 “谷雨下
秧，大致无妨”“谷雨栽上红薯秧，一
棵能收一大筐”的谚语，劝励农事。

在北方有“地瓜”之称的红薯，以
前是农村的主要食粮，眼下却是城里
人的风味小吃。“秋风起，烤红薯。”街
头巷尾，夕阳西下，那或推车、或坐
摊，用一个圆铁桶烤出的一缕缕喷香
的熟红薯味里，不乏我们小时候种红
薯、刨红薯、烧红薯、煮红薯，吃红薯
窝窝、红薯 的温馨记忆。

我们村位于黄河大堤西沿，沙
地多，种出来的红薯“干面”且甜。每
年谷雨过后栽红薯秧苗， 都是生产
队事先选种、建炕、培育好的。 我爷
爷是育红薯苗的“老行家”，所以当
仁不让地主持着年复一年的培育壮

苗工作，偶尔也能给我这个“长子长
孙”捎带一块烧熟了的“红薯母”（出
过苗的红薯）。 尽管那发糠的“红薯
母”，变得很松很虚了，可仍有一股
很别致的甜味在里边。

育苗之后就是栽红薯。“红薯没
有巧，只要插秧早。”谷雨时节，在黄
河中下游，历来是“春雨贵如油”，所
以栽薯秧时若没有天雨相助， 那就
得“肩担手提”拎水润苗。 红薯地一
般不讲究“长身地”还是“小块地”，
只要地势高、向阳好就行。栽红薯分
工，一般是老年人负责栽秧苗，年轻
人来回取水、浇水，且每次还不能够
多用水，一株红薯秧苗，舀半碗水差
不多就可以使之成活了。

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毕生
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
面的研究，他在《农政全书》中总结：
“昔人云蔓菁有六利， 又云柿有七
绝，余续之以甘薯十三胜。 ”甘薯即
红薯，他的意思是说，种红薯有 13

条好处。早些年我们河南，收获 5 斤
红薯可以顶 1 斤口粮， 算粮食生产
指标， 曾经是各地集体经济的一大
特点。

现在感觉红薯好吃，既养生又
健康， 还被一些专家列为 “防癌食
品”加以推广。就连红薯叶、红薯梗，
也都成了好东西，“登堂入室” 的味
道，全然没了过去“一提红薯，胃里
泛酸水”的窘境。

红薯“泼皮”，极易成活，栽种后
即使不施肥也疯狂生长。 红薯秧像
条绿蛇一样四处蔓延， 绿油油的叶
子会把地表罩得严严实实， 连阳光
都漏不进去。到刨红薯的时候，男女
老少齐上阵，将红薯秧割掉，用抓钩
锛开泥土，一个个胖乎乎、红扑扑的

红薯就冒出了地面，人们喜笑颜开，
甭提多快活了。

我父母至今还延续“喝红薯水”
的习惯。 以前穷，没有粮食，老家人
常将红薯洗净、切块，放进锅里加水
煮熟，权且当一顿晚饭。父母进城后
单院住，仍喜欢“懒省事”，常趁我们
姊妹不去时熬红薯水喝， 劝他们煮
饭时加点米，他们总是呵呵一笑，借
故推脱。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
能活。”那是昔日穷困生活的写照。时
下日子富裕了，红薯沁人心脾的甜香
依然不减当年。 晴暖天，走在上下班
的路上，我常被烤红薯的香味吸引。
我曾为路边卖烤红薯的老人写过一

首诗：“面对城市， 背对城市/除了那
架烤炉/谁知道，你微笑的夕阳/为什
么那样柔软、 温和/火钳被你的手指
拨动/红薯被火钳拨动/你一身乡土/
烘烤着城市缤纷的情绪……”（《烤红
薯的老人》， 发表于 2010 年年 3 月
24日《西安晚报》副刊）

谷雨节气又到了， 追求幸福生
活的你，是不是会寻一块土地，栽一
株红薯秧苗， 让那清新、 香甜的绿
意，爬满你的思绪呢？

【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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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王兴如（振宏居委）

闲暇之余，我行走在虹桥镇高
楼林立、住宅连片的路上 ，脑海突
然跳出 “居者有其屋”、“室雅无须
大”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等古语。 放眼四周，
记忆之中的乡间稻田和低矮房舍

早已成了安居乐业的热土 。 骤然
间，自身住房变迁的场景一幕又一
幕浮现在眼前。

我出生在苏家角，它南临长宁
路，西倚凯旋路，东、北靠着中山公
园。 记事时才知道为自己挡风遮雨
的是一间破败的草房。 好在周围大
都是歪歪斜斜的烂泥墙草棚顶，也
没觉得低人一等，直到有人家翻建
瓦房了， 才觉得自家草房真寒酸。
再后来读书了，同学家有两层小楼
房，一种自卑感盘旋在心头。

那一天说到房子，父亲说国家
穷自己更穷 ， 若要改变还得靠自
己。 1964 年家里终于有点小钱了，
将草房推倒建了瓦房。1968 年我参
加工作后，弟妹也大了 ，家中地方
实在太小 ， 父亲便考虑再扩建房
子， 可地基太狭窄，1974 年时动脑
筋将家对面的房子盘下来，再勒紧
裤带省吃俭用了六年，终于将平房
翻建成两层楼房了……

栖身的地方虽然有所改善，但地
处棚户区生活实在苦不堪言。 没有自
来水，吃用水要到给水站一担一担挑

回来，超过规定开放时间，给水站龙
头一加锁，只好向邻居借水。 家中没
有卫生间，早先清晨拉粪车车轮声一
响，家家户户门一开，个个拎着马桶
出来了。 后来建了公共厕所，马桶拎
到厕所倒粪便是棚户区的生活常景。
不用马桶的人家，人一内急便跑到二
百米以外的公共厕所，人多坑少只好
死劲蹩着。 最让人头痛的是道路，棚
户区主干道是弹硌路，下雨天还能走
走。 而曲里拐弯的小弄堂天好尘土飞
扬，雨天泥泞不堪，雨后两三天还得
穿雨鞋。 记得有次亲戚雨后来访，穿
着皮鞋难以下脚，便让邻居带信给我
们到路口相迎， 他将水果递了过来，
匆匆说了几句便告辞了。 此刻我心中
很不是滋味，不怪亲戚，他穿着皮鞋，
怪只怪自已居住在下只角的穷街！

何时棚户区旧貌换新颜，便成
了邻居闲聊的中心话题，每次聊罢
大家总是唉声叹气。 80 年代末，靠
近凯旋路西站一小块地方动迁了，
又引发邻居们的一阵热议 ：“区领
导怎么不到我们这儿看看？ 盼星星
盼月亮，就盼告别低人一等生活。 ”
……1989 年，我忍不住写了篇《棚
屋低语》 小文刊登在新民晚报上，
文未最后一句是“但愿站在楼上数
星星的日子不要太远！ ”此文一见
报立刻赢得邻居一致好评: 是该发
发声音了！

然而一等又是 6 年，直到 1995
年苏家角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分

别动迁到闵行航华、 长宁北新泾、
普陀长征镇等地，这一切对于我来
说，来得太晚又及时 ，太晚是棚户
区生活煎熬时间也够长了，就我而
言已长达 45 年。 为此庆幸度过大
半人生的我，终于享受社会进步的
红利了。 拆迁分房虽不大，可有了
此作本钱，贴上多年省吃俭用的钱
给儿子买了房。 而我则由单位分到
煤卫合用的一室户，第二年又幸运
拆迁，增加了十多平方 ，变成煤卫
独用一室半了。 退休后于 2013 年
底又置换到伊犁南路，二室一厅居
所虽不大，但安度晚年也够舒适宜
居了。

如今人老了心态更平稳了，看
着周围“高大上”的住宅，我从不横
向比。 想想 45 年住在棚户区的艰
难日子，我没任何理由不满足。 再
想想退休这么多年，养老金年年增
加，小日子还是过得很滋润。

欣逢共和国成立七十年之际，
从大处想共和国一路走来真的不

容易，其辉煌业绩举不胜举 ，这一
切应该归功党和政府以及全体人

民奋发有为创新。 若问个人最大感
触是什么 ， 那就是短短二三十年
间，上海千百万棚户区居民告别了
棚户区，告别了穷街。 这是何等功
德无量的壮举，历史必将浓墨重彩
书写这一城市快速发展的篇章。

作为有 43 年党龄的老人 ，我
恭之贺之我们伟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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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