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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陇人民大家谈”铸 造 未 来 之 镇

也许冥冥中自有天意，偌大上

海，来自东北的我们一家，却一头扎

进梅陇，定居在这里。 从此开启了

我在梅陇多姿多彩的退休生活。

已经卸除沉重人生使命的年

岁，看街市忙碌，看花开花落，看烟

雨斜阳。 其间有无数令人流连又回

味无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让每天

的生活都充盈而美好。

前两年有幸与蒋星煜读书社结

缘。 蒋星煜读书社是戏曲理论家、史

学家、作家的海上文化名家，蒋星煜

老先生给梅陇留下的宝贵文化遗

产。

文化盛世，继往开来。 前辈之

风,后辈楷模。 在这个快乐的，充满

勃勃生机的团队中，经常组织开展

和举办各种活动：聆听名家讲座、参

观上海书展、读一本好书交流演讲、

写作、摄影采风等不一而足。 尤其

是“人文梅陇微论坛”更是别具一

格，主题鲜明，紧扣梅陇地区的发展

战略，凝心聚力谋新篇。 每每与会，

都有新感受，受益良多。

益梅小院的成立，给周边百姓

在学习上带来各种方便。 在朋友的

鼓励下，我这个从未碰过画笔的人

也加入了益梅小院国画学习的行

列。置办了全套笔墨纸砚及书画毡，

在社区课堂里跟着老师认真的学

习，由最初的生涩懵懂，逐渐对写意

国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方寸之间，浓墨重彩，笔下自有

春秋，无不令人陶醉其中。 我尤其

偏爱画扇子，前前后后画了几百把

扇子，分送给亲朋好友及邻居姐妹

们。 其画扇拙作还曾经被读书社领

导作为奖品，在闵行诗社组织的朗

诵会上发放。 尽管画法还很生涩，

画技也很粗糙，但分享的是快乐，收

获的是友情，展示的是自己活到老、

学到老的学习成果。 特别是在闷热

的流火夏日，上午习画，下午游泳，

炎炎盛夏悠悠而过。 先贤们琴棋书

画伴着松涛竹林、小桥流水，而我有

家里养的蝈蝈陪伴，清脆悦耳的声

声鸣叫，也是一番意境。

2018年端午节，在有关部门的

安排下，读书社部分成员来到闵行

的某军营进行联谊互动。 军旅生涯

是我从记事儿起就心心念之却无法

实现的一大人生憾事儿，虽多次以

不同的身份走进军营，但终究难以

体验军营生活。

可爱的战士们，军体拳打得是

虎虎生威，闪、避、腾、挪系列格斗动

作令人目不暇接。 体现了现代军人

坚韧不拔、 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与战士们在一起，那种蓬勃的朝气

深深地感染了我，恍惚间，虽鬓已星

霜，心却回到了青葱岁月。

阴差阳错，机缘巧合，顶着一头

花白发，先后担任“第二届大世界

舞台中国魅力榜（上海赛区）节目、

梅陇“红色传承迎七一”节目、“赞

梅陇、爱生活”节目等多台大型综

艺节目的主持。 人生就是这样，一

个不经意就给你个意料之外。 前提

是，你准备好了吗？寻惬意，忘年时，

更向晚芳追。 客串业余主持给我的

彩色夕阳又增添了一抹亮色！

闲暇之余，为保持大脑健康，勤

于笔耕。 几年来，我先后在《闵行

报》《梅陇报》《人文梅陇》等报刊

杂志上发表多篇文章和诗词。 回味

老故事，每天又有新的故事在发生。

拿起这支笔， 记录我人生中不同时

段，不同舞台的故事和风景，记录我

在梅陇生活的点点滴滴。

有诗为证：春风扑面良辰逐，暮

雨横舟雅兴追。白首放怀裁古意，挑

灯伴读咏新诗。

很幸运，我落户在了梅陇这块

充满人文情怀的热土上，让我有了

一种新上海人的归属感。而梅陇良

好的文化氛围又给了我不断追逐

文学梦想的勇气和热情。

在这里， 我感受到了最温暖的

人间烟火， 感受到充满活力的人文

情怀。这里有故乡的温度，有亲情的

味道，他乡胜故乡。走过流年的山高

水长，总有一处风景使我留恋，而梅

陇就是那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梅陇

就是我的家。

（作者系世纪苑小区居民） 兴业路思先辈
沈志才

雄狮昔年曾酣睡，

禹域庶民满腔泪。

热血先驱聚一堂，

红船开启新天地。

井冈山上红旗飘，

赤县百姓喜春雷。

全面小康初建成，

细寻星斗慰先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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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船票上红船，

追梦初心百岁前。

骇浪惊涛危难历，

急流险滩苦辛煎。

征途万里路长续，

战地八年时变延。

全面扶贫民众富，

神州旭日耀中天。

 （作者系蒋星煜读书社成员）

我去得最多的艺展馆，是闵行

的蔡兵美术馆。 我爱看蔡先生的

画，每看必有收获。 去多了，蔡先生

的画就在我眼前交织，融成一幅长

卷，教我温故知新。

《曙光》 是我看到的最早反映

建党大业的杰作。 这幅木版画作于

1971年。 和许多同题材的画不同，

它的背景不是人人皆知的法租界树

德里 3 号一大会址，画中人也不是

各地来沪的 13 位一大代表， 而是

一艘客货轮甲板， 毛泽东正在黄浦

江上，向大众宣讲真理。

一看这画， 人们就会想起：

1921年夏天，青年毛泽东和他的战

友何叔衡，从湘江码头出发，乘船来

上海参加一大。 画面上惟一戴眼镜

的那位，应该就是何叔衡；而聚在毛

泽东身边的，更多的是工农。船已近

十六铺，海关大钟隐约可见。风雨如

晦的黄浦江上，毛泽东划亮火柴，即

将点燃纸烟。就在这一瞬，火光划破

夜色， 照亮众人……蔡先生以这一

掬意味深长的火光， 留住了一页历

史。

描绘另一页历史， 蔡先生也有

着与众不同的视角，这就是《黎明

前的喜讯》。 人们熟悉的“解放”，

大多是市民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

迎大军入城，但蔡先生刻画的，却是

南京路一弄堂口的市景： 路灯齐亮

的夜晚，工人、学生、教师、黄包车

夫、报童……聚观一份公告，无不喜

上眉梢。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上那份

振奋人心的公告，题目是《第十八

集团军总司令命令》。 七条命令之

后，是“总司令朱德”的签名。 这是

又一个历史细节， 不是每个画家都

能抓住的；又有多少上海人知道，解

放前上海街头出现过这样的公告

呢？

蔡先生生于 1943 年，做过工、

当过兵，也是“红旗下的一代”。 他

15 岁进厂当学徒， 参军后又回工

厂，青春伴着机器声，使他一辈子钟

情于工厂。 所以后来当历史给予际

遇时，他选择回报的首选场景，就是

工厂车间。

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上海曾

组织一批画家进行创作。 蔡兵接到

通知，第一决定就是“画工厂”。 他

去了“老闵行”几家大厂。 当时，第

一台 12.5 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

机组刚诞生， 用的全是我国首创的

世界新技术。 蔡兵在那里废寝忘食

十几天， 完成了套色木版画 《会

战》。 这幅画不仅被布置在尼克松

下榻的宾馆，还被国家美术馆收藏，

成为中国驻外 16 个使馆的布置

画。一幅木版画，既刻下新中国建设

史上一项重大成就， 又为中美外交

史刻下一个“上海细节”， 弥足珍

贵。

1976年 10月， 十年内乱终告

结束。这是中国又一非凡时刻，蔡兵

再次用画笔记下了这一时刻。 那天

下午他接到北京长途， 说次日全国

要举行群众庆祝游行， 人民日报要

出美术专版， 请蔡兵把上海的盛况

画成速写寄给他们。 这电话使蔡兵

通宵未眠。 他连夜选定“制高点”

———上海大厦楼顶， 翌晨一早就赶

到那里，先画好外滩建筑和黄浦江。

上午 10 点后， 游行队伍潮水般涌

来，蔡兵的心潮也澎湃起来，他屏住

呼吸，仅用十多分钟就画好初稿，回

去稍作补充，即赶往民航售票处，以

航空急件寄出这一真正的“速写”。

第二天，人民日报画刊发表，左上角

是著名画家邵宇画的天安门广场大

游行， 右上角就是蔡兵送去的这幅

上海外滩大游行速写。

改革开放后，蔡先生意兴勃发，

创作更加旺盛。 他画中国、画海外，

画城市、 画乡村， 画浦西、 画浦东

……对于浦东， 蔡先生尤其热情奔

涌，他用一年多时间创作版画《现代

清明上河图———浦东乐章》， 画长

15.52米，全“曲”分四“乐章”。 在

他看来，当年的《清明上河图》，是

张择端记忆汴河风土人情， 而这幅

长卷，则是一部上海腾飞交响乐，凝

结了无数人汗水， 更蕴含几代人的

希望。

蔡先生爱他的故土。 他把毕生

创作的优秀作品， 连同珍贵藏品等

四千多件， 全部捐赠居住地闵行区

人民政府。 闵行区数届领导接力承

当，建成了“蔡兵美术馆”。 这是闵

行第一座以个人姓氏命名的公立美

术馆，地处梅陇镇伟业路西侧，和美

清静、素朴高雅。这里已成为大众艺

术的滋养地， 也成了我看画读史的

又一课堂。

（本文来源于新民晚报）

形象的“四史”
彭瑞高

,就是我的家
姜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