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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图书馆新书推荐】

《大英图书馆里的秘密食谱》
[英]彼得·罗斯 著

本书从最省钱到最奇幻的食谱， 应有尽
有。 书中收录的食谱包括：中世纪千层面、红
烧麻雀吐司、糖皮兔子、北极果冻、叫花刺猬
……这些食谱皆出自从中世纪到“二战”时期
的英国， 让读者看到以前的英国人都烹饪些
什么神奇的东西。

《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变的世界》
[英]凯瑟琳 阿诺德 著

1918年 1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
一种可怕的新型病毒却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散播。
它通过三波彼此相连的传染潮杀死了至少 5000
万人。 德国士兵管它叫“闪电黏膜炎”，英国士兵
则称之为“弗兰德尔流感”，但在世界范围，这种
传染病被叫作“西班牙流感”。 时至今日，在那场
疫情中曾犯过的错误不时为今人敲响警钟。

《书店时光》
日本 X-Knowledge 出版社 著

如果没有莎士比亚书店，海明威、菲茨杰
拉德客居巴黎的日子一定会艰难很多。 如果
没有查令十字街 84 号的书店，我们无法得知
书痴之间传递心意、温暖彼此的感人方式。 如
果没有神保町，鲁迅、陈寅恪的东京留学生活
或许只剩下无尽的课程与论文。 6个国家、10
座城市、30家书店，采访 28位店长和 24 位店
员，书店依然是人们静好如初的精神角落。

扫描二维码关注

“上海社区发布”

【儿时往事】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

“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的正式开启是
在 1912 年。 1912 年初，为“输世界文明于国
内”，李石曾和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
“留法俭学会”。 鼓励青年学生以低廉的费
用和节俭苦学的精神赴法留学。

经过几年发展，1919 年，在十月革命的
影响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的热潮掀起。 大批留法勤工俭
学生抵达法国后，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
有的到学校、有的进工厂，在 55 万平方公
里的法兰西土地上， 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
迹。

赴法勤工俭学与上海

从 1912 年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前， 留法勤工俭学生由中国到法国一般是
乘火车走陆路。 1919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由
于从中国北方经俄罗斯西伯利亚再到欧洲

大陆的陆上交通线阻断陆路被阻断， 只好
改为水路，乘船由上海出发。

1919 年 3 月至 1920 年底，共有 20 批、
约 1600 名勤工俭学生从上海乘船赴法。 一
时间， 操着各地不同乡音的青年才俊云集
沪上。 走海上所花时间约 40 天左右。 由于
勤工俭学生多乘廉价底等舱，条件差，加之

途中时间又长，所以一路非常辛苦。
当上海成为赴法勤工俭学生的海上出

发地后， 为应对来自全国各地的赴法勤工
俭学生骤增的情况， 上海也及时设立了一
些相应的组织和服务机构。 如“上海寰球中
国学生会”“预备赴法学生之联合会”“上海
留法俭学会”。 这些组织或机构的设立，为
那些想赴法勤工俭学却苦于不知门径的学

生提供了方便，虽然有点近似于今天的“中
介”机构，但都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更合
乎会员制模式。 有这样的机构接待，对正打
算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来说， 无论是办相
关手续，还是解决衣食住行等事宜，自然方
便许多。

赴法勤工俭学与杨浦

1919 年 3 月至 1920 年底，共有 20 批、
约 1600 名勤工俭学生从上海乘船赴法。 这
20 批留法勤工俭学生是在上海哪个码头出
发？

根据当时《时报》《申报》和《民国日报》
上登载的新闻报道或船期信息显示，20 批
中有 6 批是黄浦码头或南满码头登船出
发。 1920 年 11 月 6 日《民国日报》记载，乘
“博尔多斯”号赴法学生姓名，周恩来在列。

那南满洲码头在哪？黄浦码头在哪？是
不是在杨浦？ 杨浦区档案馆馆藏一份地图

可以给出答案。 在馆藏 1932 年的两张上海
地图中，在同一位置（今秦皇岛路码头）所
标明的码头名称分别为“南满铁道码头”和
“南满黄浦码头”。

黄浦码头， 在一些资料中有南满株式
会社黄浦码头、南满洲码头、南满码头、南
满黄浦码头、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码头等
不同的名称， 有的名称在一些年份的上海
老地图上也有标示。 按照地理位置，黄浦码
头位于今杨浦区秦皇岛路 32 号东码头园
区。 由此可以判断，黄浦码头是留法勤工俭
学生离沪的一个重要出发地。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杨浦
一百年前，，他们从这里出发

小时候每到难熬的“桑拿天”，我就气急
败坏怨天尤人。跑到外面与童伴玩罢，满头大
汗，一身发热地跑回家里，外婆总会让我喝一
杯凉茶，为我扇风，心平气和地对我说：“心静
自然凉，坐下来静一会便会凉快了。 ”于是听
外婆话坐下，一杯凉茶落肚，静下心来。

心静自然凉， 养生谚语说得好：“避暑有
妙法， 不在泉石间， 宁心无一事， 便是清凉
山。 ”唐朝诗人白居易的《香山避暑二绝》其
一：纱巾草履竹疏衣，晚下香山蹋翠微。 一路
凉风十八里，卧乘篮舆睡中归。写的就是白居

易消夏的情趣， 只见诗人戴着纱巾， 穿着草
鞋，身上是一袭单衣，在傍晚时分，沿着山路
下来，坐在轿子中，一面观赏着路旁山上茂密
的草木，一面享受着清凉的山风，哪里还有一
点暑热的影子，不知不觉中，竟然沉沉睡去，
一觉醒来时，才发现已经到了家门口。

近来，我每晚都要出去走走，虽然蚊虫多
了些，毕竟是难得的，连出汗都变得自然了。
与冬日的严寒比起来，还是更喜欢夏的火热，
除了满眼的绿是冬天没有的， 热中取静的清
凉也是宜人的。

或只亮起一盏柔和的灯，正襟危坐，或盘
腿入定，或侧身卧了，轻翻书页，于文字中寻
些生趣，妙味。 若还能有一碗香茶，那汗珠温
温热热地拱出毛孔的一刻，酥酥麻麻的，只一
瞬便化成一股清凉直透心底。

洗净杯子，添一小撮茶叶，放入沸水。 敞
开门窗，静下心来，与杯中物无语交流。 这些
来自大自然的精灵，在杯子里翩跹起舞；端起
杯来，揭开杯盖，香雾漫飘；轻轻呷一口，唇齿
甜润，不静自静，于喧嚣的尘世中保持一颗安
静的心，内心习习凉意。

这场当年席卷全国的伟大运动，唤醒了万千青年，成为中国近代史
上的一座丰碑。 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等有
志青年，从黄浦码头登上留法勤工俭学的邮轮，开启了追寻真理之旅。
这些后来的中共的重要领导人为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
事业做出杰出贡献，更为上海、为杨浦留下了永不退色的红色记忆。

（最忆杨浦）

【勤工俭学】

拥有 170 多年历史的秦皇岛码头
（原黄浦码头）， 是杨浦滨江的红色地
标。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包括周恩来、
邓小平、 聂荣臻在内的 650 余位留法
勤工俭学学生从这里登船远航。

留法勤工俭学是一场轰轰烈烈 、
席卷全国的伟大运动， 书写了中国共
产党创建史的重要一页。 跟随这些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足迹， 登上留
法勤工俭学的邮轮， 开启追寻真理之
旅。

油画《赴法勤工俭学》
从左至右：陈毅、聂荣臻、赵世炎、向警予、
蔡和森、 李维汉、邓小平、李富春、蔡畅、周
恩来、王若飞

1919年 7 月 7 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欢送
赴法勤工俭学生留影

秦皇岛路轮渡旧照

后记

心静自然凉
文/郁建民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
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海社区发布”
并于后台直接留言， 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
我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
错细节，本期截止日期为 9月 1日）。 本月纠
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 将成为最佳 “啄木
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本月纠错质
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 则将成为优秀
“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 年 7 月优秀“啄木鸟”：吴景阳 、

万燮 、张德胜、曹酉虹、严志明、陆雪芳、徐
成林、丁文祥、庄秀福、路永敏
2020 年 7月最佳“啄木鸟”：戎礼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