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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坐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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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建
同心家园而作
袁正中（绿春苑）

家园同心新房间，海日红霞春又还。

家家腾飞弘气象，改革创新织新篇。

社区提升扬弘业，邻里和睦换秀颜。

奏响创新歌声里，谱就新歌唱斑斓。

作者 沈方（永汇新苑）

李白说：“噫吁 ，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出行难，难
得势比登天。 大约当今的年轻人， 不大会有
“行路难”的真切体会。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在普陀区大
自鸣钟一家工厂上班， 那里是沪上著名的工
业区，方圆几里范围内，聚集着大大小小几十
家工厂，其中不乏市属的千人大厂，尤其是几
个冠以“国棉”的纺织厂，实行三班倒，职工更
多。 多数职工住在大自鸣钟北面的新村，著名
的有宜川新村，甘泉新村，周边还有曹杨新村
等。 大自鸣钟在苏州河南， 老上海人称 “浜
南”，而这些工人新村，都在苏州河北，也叫浜
北，与上班的地方，隔着一条河和两条铁路，
苏州河与沪宁铁路及沪杭铁路。

那时大自鸣钟的出行，只有公交，还算比
较方便，纵横交叉，有始发的 ，有过路的 ，大
约也有十来条线路，还有一条专门从新村开
往大自鸣钟厂区的 68 路，仿佛是专线了。

可是，每天早晨和晚间上下班高峰时段，
却是人满为患，其拥挤程度，连司乘人员也叹
为观止，据说有人计算过，每平方米车厢挤进
了十一个人，科技人员横排竖排，一平方米怎
么也排不进十一双鞋子，肯定有人被“吊”着
乘车了。 能挤上车，能准点上班，还是幸运的，
最怕的是碰到火车。

上班与火车有什么关系，别忘了，大自鸣
钟向东三站的车程， 就是当年上海最大的火
车站，上海北站，后来建设了新客站，上海人
改称它为“老北站”，始发的，途经的客车，都
要到那里， 进出上海的， 就是那两条单轨铁
路，沪宁线与沪杭线。

有时，公交车开到光新路交通路口，忽悠
悠地慢了下来， 乘客顿时着急了，“碰到火车

了”，没几分钟，就看到马路上，车辆，行人，自
行车，黑压压的一大片，连绵二三里路，等啊
等，有些性急的行人，竟不顾危险，在呼啸的
火车将至未到之时，钻过栅栏，就不怕被火车
撞到。

好容易等到火车过去了， 密密麻麻的人
流如潮水般汹涌而去，过了沪宁铁路，谁知道
前面的沪杭铁路会不会再邂逅铁老大。 如果
一个月碰上三两次， 这个月的全勤奖基本泡
汤，还会连累到年终奖。

这种状况，连绵了好多年。 那时，每逢极
端气候，如台风、暴雨、浓雾、大雪，匆匆上班
的人群，都会提心吊胆。 过一条铁路尚且如此
折腾，不要说江面宽阔的黄浦江，那时市区段
的黄浦江上，是没有桥和隧道的，来来往往，
全靠轮渡，一遇风大雾浓，为保安全，只能停
航，有一年，曾经因此发生过重大践踏事件，
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事故。

要说改革开放给老百姓的第一个惊喜，
就是造了许多桥和隧道， 不仅有苏州河上的
小桥， 更有黄浦江上的大桥和连接浦东浦西
的隧道。 补偿了市政建设几十年的欠账，保障
市民“行”的需求。

那年，听说光新路要建铁路旱桥了，我们
这些上班族高兴了好一阵子， 虽然最早出现
的，还是只能走行人和自行车的过街天桥，但
毕竟有了一线“生机”，又过了几年，真正意义
上的立交桥建成了。

随着老北站被新客站取代 ， 绿皮车被
动车、高铁淘汰 ，一座座立交矗立在各个路
口 ，火车 ，公交不再彼此干扰 ，出行顺畅安
全多了。

寄托上海几代人的梦想的浦东浦西间的

便捷交往，也随着黄浦江上的第一条隧道，延
安路隧道，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初，修通而成为
现实。 从此，浦江两岸，不再受累于恶劣天气。

大都市交通必不可少的地铁， 终于在酝
酿许久之后，一一建成了。

这城市交通的变化，在一点一滴，细微之
中， 慢慢发生着巨变， 当我们惊诧地回头一
瞬，原来，魔都的交通竟是这样的。 前几年春
节，打“的”到浦东拜访老友，要过江，是记忆
中那烟波渺茫的黄浦江，司机哈哈一笑，早过
江了，琴弦般吊索下的，就是南浦大桥，哇，在
不经意间竟飞渡了，以前，换个轮渡，打个来
回，就是一整天。

真正使上海摆脱行路难，还是近五六年，
当黄浦江上拥有十多座现代化的大桥、 十多
条顺畅的隧道时；当上海的地下，十多条交织
如网，四通八达的八百多公里地铁，几百座造
型别致的车站，每天，接送近千万来来往往的
乘客；当上海拥有两个民用机场；当上海有了
三大火车站时。

一晃 ， 步入了老年 ， 也许有了审美疲
劳，对魔都交通的变化，看得很淡。每天，都
被堵车的新闻所惊扰 ， 那电视新闻的屏幕
上 ，大大小小的车 ，挤满了大大小小的路 。
要我说，这该是幸福的烦恼 。 四十年前 ，嘈
杂的人群 ， 铺天盖地的自行车和挤得像沙
丁鱼罐头那样的公交车厢里 ，在逼仄拥挤 ，
坑坑洼洼的路上 ，赶路上班 。 如今 ，是满街
的小车，挤满了宽敞的大道 ，四通八达的高
架路 ， 以及近千万人乘坐几分钟一列的地
铁。虽然都是拥挤，但无论是车，是人，还是
路，都在变。当市民有了梦寐以求的私家车
驶上高架路 ， 当出行坐上迅捷的地铁 ，浦
东、远郊不再视为畏途 ，当有着一千多条线
路的公交深入到社区村居的角角落落 ，这
与四十年前，能比吗。

也许， 魔都今天的出行还有不尽人如意
的地方， 一个有着 2400 多万常住人口的特
大城市 ，治理难度之大 ，可以想象 ，但随着

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的步伐 ，行路便捷 ，是
国际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助力和保障 。 但魔
都的明天呢； 市民欣喜地看到 ， 三个 1000
公里的规划正横空出世 ， 由市域线 、 市区
线 、局域线构成的 “三个 1000 公里以上 ”区
域轨道交通网络 、 由中运量公交为骨干的
地面交通，都在规划和建设中 。 未来 ，上海
将拥有世界最长的地铁 ， 最便捷的城市交
通网络。 努力吧，上海。

其实 ，我更喜欢坐公交 ，那车 ，不再是
老式的改装卡车 ；那车厢里 ，不再是拥挤得
转不过身 ；那车速 ，不再是慢慢悠悠 ；而换
乘时少了许多上上下下的烦恼 ， 方便却远
胜地铁。虽说慢了点，让地铁留给更需要的
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