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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头缤纷的色彩
□文 任炽越（岭南路 15 弄居民）

在父母的老屋里， 我们珍藏着母亲生前
绣花用的棚架、麻布与五彩的绒线。 这些几乎
陪伴了母亲一生的物品， 寄托着她少女时代
对浪漫生活的幻想， 也浸透了生活的艰辛与
痛苦。

母亲出嫁前，住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上。
当时外祖父在十六铺的洋行街上， 开了一家
颇具规模的海味行， 整日在生意场上忙于周
旋。 待字闺中时的母亲，与内敛的继母，在相
互客气中，无法深入相融母女情感，优越的生
活中，多了一份寂寞。

一次偶然的机会， 母亲接触了色彩鲜艳
的绒绣，立刻被迷住了，拉着邻居小姐妹，去
洋人开的绒绣行学做绒绣。 后来那位小姐妹
半途知难而退了，母亲绣的绣品图样，却大获
洋人赞赏。

生活，有时总有意想不到的情节。 母亲怎
么也没想到， 这融合着一个少女对生活无限
幻想的艺术创作， 后来竞成了她长大后补贴
家用、 养家糊口的技能。 在这梦幻般的色彩
中，掺杂了母亲始终不愿看到，但又不得不面
对的无奈与苦涩。

抗战爆发后， 外公的海味行在日本飞机
的轰炸中被毁，外公携家小逃难回宁波老家。
战事平息后，又率全家返回上海。 由于战后经
济萧条，海味行生意很难开展，全家寓居在霞
飞路上的淮海坊，一大家子，吃用开销，靠海
味行艰难维持。 外祖父为此四处奔波，为海味
行生意开展，打通各路关节。 母亲于是又找到
那家外国人开的绒绣行，拿了活计回来，日夜
飞针走线，赚些银两，补贴家用。

母亲嫁给父亲后，没过多久的安稳日子。
解放后公私合营， 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茶厂
关闭，他进入外贸系统参加失业学习班，边学
习边等待分配工作。 家里就靠父亲微薄的失
业金与典当变卖度日。 这时母亲毅然脱下“太
太”的旗袍，靠着当年的手艺，与几个小姐妹
一起，在浦东陆家嘴江边，发起搞了个绒绣作
坊，加入了妇女解放创业的洪流之中。 虽然收

入也不是很多， 但也缓解了家庭经济危机之
难。

1960 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国家号召各
单位裁员，掀起了“精兵简政”运动。 母亲受
“运动员”父亲所累，被精简回家。 当时同为创
办人的小姐妹厂长对母亲说， 你上有年迈的
婆婆，下有需要照顾的儿女，厂里考虑到你的
具体情况，让你把活计带回家做，不但能照顾
家人，还能多劳多得，增加收入。 等国家形势
好转，你儿女也大了，到时厂里立刻再把你请
回来。

母亲是个自尊、要强的女人，她明知是受
了丈夫的牵连，听着当时大家共同创业，现已
是一厂之长小姐妹的巧言， 她没有点穿领导
的“好意”，带着心酸与几付做绒绣用的棚架，
默默的离开了自己曾共同参与创业的厂子。

第二天，家里前厢房的白天，立刻成了绣
花的工场间。 在厂里搁棚架都是由木匠统一
做成的木架子，家里没有木架子，母亲就用两

只红木橙子叠在一起，代替木架，另一头就搁
在红木八仙桌上。 每天母亲一早就起来了，匆
匆去菜场买了小菜， 回来弄好全家一天的饭
菜，坐在棚架前，就开始“上班”了。

坐在棚架前的母亲，沉静而又美丽，只见
她先把五彩的绒线分色理好，再对照图样，把
不同颜色的线儿，一根根绣入黄色麻布上，有
时碰上相似的颜色 ， 还会叫上儿女帮她去
“辨”色。 母亲常说，颜色越“叠”，绣出来的画
面就越有层次感、越漂亮，每当绣到这种绣品
时，母亲脸上就会闪显出一种神采，宛如一位
全身心投入创作的画家。

在母亲的巧手下 ，一个个人物 、一座座
建筑、一棵棵绿树，日复一日的，在麻布上不
断显现出来。 有时早晨我们去上学时，麻布
上还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廊 ， 下午放学回来
后，麻布上已是一幅漂亮的画 ，色彩斑斓的
建筑，栩栩如生的人物。 当我们为麻布上的
美图惊呼时，母亲一边训斥着打开我们摸在

麻布上的脏手， 疲惫的脸上却溢出了光彩。
这时，在我们全家的心目中 ，这绣出来的美
丽画面，似乎与绣品的工价已无关了 ，往往
当晚的餐桌上，总有母亲拿手的菜肴让我们
解馋。

外包人员每月去厂里取活计时， 大家都
争着要工艺简单，工价高的绣品。 母亲却与众
不同，有时会主动要一些画面美丽，工艺复杂
的绣品， 为此发货间的姐妹十分感谢母亲帮
她们解了难题， 常常会悄悄地替母亲留一些
性价比高的活计。 母亲说，绣着画面美丽的绣
品，心里会很愉悦。 有一次，绣一幅外国教堂
的作品，母亲看着喜欢，就特意“赔”了一幅。

地处老城厢的老宅，临街面西，每当夏日
酷暑，虽有帘子遮住西晒的大阳，房间里还是
又闷又热。 那时家里没有电扇，只见母亲端坐
在棚架前，低头绣着花，捏针拉线的左右手一
上一下，额头、脸庞、手臂上，早已沁出密密麻
麻汗滴，也顾不及擦，身上穿着的方领布衫后
背，早已湿了干，干了又湿。 有时热得实在受
不了了，就绞一把冷水毛巾揩一揩，拿起蒲扇
扇几下，又埋头绣开了。 黄昏时分，在西晒太
阳余晖的映照下， 母亲的脸庞总是被憋得红
红的。

看到母亲“战高温”的情景，我们心里很
心疼，就拿着祖母给我们钱买的棒冰，拿上楼
去，想让母亲咬一口，并趁势拿着扇子帮她扇
几下。 这时母亲乐得笑开了怀，只咬了小小一
角，说“我不热、我不热的 ，你们不要待在屋
里，热死了！ 快去弄堂里凉快凉快。 ”

有一次，我去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巧遇
上海工艺美术大师， 原在高桥绒绣厂工作的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绒绣代表性传承

人许凤英。 聊起母亲身前曾工作过的红星绒
绣厂，母亲的很多同事，许大师都熟识。 如今
上海绒绣作为上海工艺美术的一朵奇芭，已
成功入选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其中，也
凝聚了母亲千针万线中的智慧与创意， 特别
是苦夏中那包含了汗水的每一针。

生活有时是灰色的，母亲用善良、优雅与
坚韧在心头绣出了一个五彩缤纷。

游园随笔
□文 靳彭生（共康三村居民）

近日， 一座承载着无数彭浦新村人的希
冀与梦想的小区公园———彭浦新村公园，终
于落成了。 公园坐落在东茭泾河东侧，属于东
茭泾绿地二期工程。 追忆昔尘，公园原址大部
分是野草丛生，野狗出没的野林子。 我曾目睹
一位被林子野狗咬伤腿的妇女， 坐在居委会
门口的凄惨景象，至今历历在目。 如今，迈入
园内，到处绿草茵茵，姹紫嫣红，山石亭台，生
意盎然。 湖塘里，碧波荡漾，喷泉喷洒着欢快

的水珠；儿童乐园里，孩子们天真地嬉戏着；
草亭里，老人们悠闲地拉着家常，脸上挂满了
幸福的笑容。

“老张，侬今年过 90 岁，勿要忘记叫我来
逛公园咯。 ”一位老人说道。

“放心 ，放心 ，勿会忘记咯 ，下次来我肯
定叫你。 ”另一位老人回答道。 草亭里二位
长者相互约定，下次在一起来逛公园。年轻
人可能没办法理解这种心情 ， 会认为花园
有什么好逛的？但我们这些上了年级的人，
世界太大，走不动了 ，家门口就是我们的全

世界。
公园的万花台 ，彩蝶飞舞 ，百花斗艳 ，

馥郁芬芳 ， 沁人心脾 ， 居民们纷纷摄影留
念。 他们拍下的 ，岂止是如诗如画的景色 ？
在新建的小区老年食堂旁 , 我遇到了从远
道赶来观光的朋友一家三口 。 他们津津乐
道公园的美景和完美的配套设施 ， 赞扬干
净卫生的老年食堂。他们拍下的，是我们如
愿实现的梦想。

夜晚，华灯初上，星星点点，公园沉浸在
一片静谧温馨之中。

《 彭 浦 新 村 社 区 晨 报 》 是
一 份 覆 盖 彭 浦 新 村 地 区 的 属

地 化 报 纸 ， 说 的 全 是 “ 自 家 门
口 这 点 事 ” ， 涵 盖 街 道 活 动 、
生 活 服 务 全 方 位 的 信 息 ，每 月
发 行 1 次 ，送 达 彭 浦 新 村 近 6
万 户 居 民 手 中 。目 前 静 安 区 已
有 彭 浦 新 村 、 天 目 西 、 芷 江
西 、临 汾 、大 宁 、曹 家 渡 、石 门
二 路 、 南 京 西 路 、 江 宁 、 静 安
寺 、宝 山 路 共 11 张 社 区 晨 报 。
如 果 你 喜 欢 我 们 的 报 纸 ，想 报
名 登 上 栏 目 ，或 者 对 我 们 的 报
纸 有 任 何 建 议 或 者 意 见 ，欢 迎
联 系 我 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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