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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华漕情

【我爱家乡篇之一】

新华漕··

诸翟历史上的鼎盛期形成于

明代晚期。 当时的诸翟村因沿江遍
种紫薇等缘故雅称“紫堤村”。 1707
年因村中木质亭桥朽塌而改建成

大石桥，取名聚龙桥。 （位于今镇老
自由市场内）石桥两侧已经形成市
镇氛围，人称诸翟市，俗呼“诸地”。
后有一首《亭桥晓市》描写当时的
市面风情：“晓日亭桥市，肩摩路不
通。斗粮谋汲汲，匹布抱匆匆。未闻
鱼虾贱，但求薪米充。 三竿日欲暮，
归去急农功”。

原先这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

经济为主导，此时因棉花种植业和
棉纺织业的兴起，商贸经济得以日
益发展。 村民们除继续种植稻麦维
持生计外，大多依靠种植棉花和靛
青（又称青秧可做染料）纺纱织布，
有效改善了本地经济的社会状况。
时有《紫堤竹技词》称：“本土宜棉
间有禾，紫堤蓝梗杂高坡。 秋来不
少花商至，把比炎天靛客多”。 乡民
多恃布为生。 往时，各省市布商先

发银于庄，而随收其布，故布价贵。
贫民竭一日之力， 瞻八口而有余。
新兴的诸翟市也因各地花商靛客

纷纷前来交易而日渐繁荣，正在促
成一个城镇的诞生。 及至上世纪中
叶，亭桥北侧沿蟠龙江而建的商业
街上的诸翟老字号的百货、 杂货、
药店、饭店、肉庄、鱼摊林立，各种
手工业铺，服务业也布局镇东西两
侧。 街上行人川流不息，熙熙攘攘
的场景仍是我童年时清晰的回忆。

紫堤村原有数十座庙寺，随着
地方经济的发展吸聚人气此时香

火更旺，特别是被倭寇损毁有三百
亩庙基的玄寿观 （今位于诸翟中
学）虽仅存的规模狭隘，但香火日
旺。 本地名士侯峒曾欣然为玄寿观
门口撰写楹联：“瑞云凝鹤浦，灵迹
镇龙江”。 按惯例，每年玄寿观的赛
会总是力求规模盛大，各村宅争相
捐财出力，唯恐落伍。 行街表演时
有吹鼓手 、抬轿子 、扮台阁 、举大
旗，珠绣耀目，热闹非凡。

当时紫堤村一带，读书子弟众
多，文学气氛浓郁，人文环境祥和。
由于紫堤村来了告老还乡的御史

王圻，在此著书立说的《续文献通
考》二百五十四卷，及至今仍有影
响力的百科巨著《三才图会》的问
世，紫堤侯氏家族以四世三进士享
誉四乡，家族人丁兴旺，英才辈出，
因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各地名流相继前来观光交流，紫堤
村随之名声大振，享誉上海、嘉定、
青浦三县。

良好的人文环境促使本地另

一些家族鹊起，为紫堤村增加更多
风采。 在诸翟村五漕河东岸的徐家
老宅上，此时出现了一名令人刮目
相看的青年才俊徐天麟，是名士徐
光启的门人。 他自幼失去双亲，家
境贫寒却十分好学， 少年即有文
名。 天启四年（1624 年）考中举人。
崇祯四年（1631 年）赴京殿试为二
甲第三十四名，成为紫堤村上又一
名进士。 松江府知府为其题词“海

国一人”，担任南京兵部要职，著有
《西郊草堂集》《广阴轩杂咏》行世。

在紫堤村另有汪氏家族，表现
尤为不俗，与侯氏家族子弟交往密
切，结姻亲，成为“外来户”的望族。
1415 年来自安徽休宁石田村的文
人墨客喜欢紫堤村景，寓居于蟠龙
港畔。 进士汪 、汪文明及其儿子
汪世仁、汪世儒、汪世美相继来到
紫堤村， 汪文明在此善结人缘，受
人尊敬。 其子在此开店经商，并以
文会友，后孙子汪永安成为侯家的
女婿融入紫堤。 紫堤村也因百纳海
川、发展经济、文化兴市举措，呈现
出历史上的最盛时期，真所谓：

紫堤先贤用智慧，
稳粮植棉促商机。
亭桥晓市繁华图，
蟠龙江畔百商起。
侯氏四世三进士，
梅花源出《三才会》。
海纳百川敞胸怀，
紫堤古村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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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谢荣 丁黎（美邻苑居民）

吴冠中是我国当代杰出的绘

画大师。吴老一生所画充满着清丽
笔调，洋溢着自由气息，倾诉着幸
福色彩，他的好友赞誉他是“专画
幸福的画家”， 可他的一生却经受
了各种坎坷曲折。晚年他思索自己
的一生，写下四个大字———嚼透黄

连，挂在自己的书房里。
吴老喜画各种花卉，尤其酷爱

荷花，在 70 至 90 岁的 20 年间，他
画了近百幅荷花图。许多独创一格
的莲荷珍品，都成为传世经典。 为
什么吴老晚年会这样热衷于荷花

的创作？其实这里面有一大箩关于
他的人生故事。

经历许多年，感受莲花经

吴冠中 1919 年 8 月 29 日出
生于江苏省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
这是个典型的鱼米之乡。吴冠中家
里有十亩水田， 还有一个个小池
塘。 荷花盛放的季节，一片片红艳
艳的荷花却引不起大家的注意，因
为吴家人许多年都是种麦打面，播
谷种稻，除了纯粹的农务外，就是
植桑养蚕。

他家村前村后都植上竹子和

桑树， 老爸是半个农民兼半个教
师， 还当上了私立吴氏小学的校
长， 把养蚕的收益贴补在校具上。

吴冠中小时特别喜欢逗留在桑园，
采着红得发紫的桑葚儿，一口一个
蜜甜，吃着桑葚儿读书做功课。 放
眼水池的荷花，桑园周围的许多不
知名的花卉，使吴冠中从小养成了
对大自然的热爱。

他老爸有位朋友缪祖尧，是位
无师自通的农民画家，当时学校里
没有美术教师，就请他担任。 教室
放在祠堂里， 缪老师的画室很大，
吴冠中的美术启蒙老师就是他。祠
堂很大，有几进院落，院外种植有
高大的桂花树、芭蕉树，还有海棠
花、玫瑰花以及芍药、牡丹等，冠中
就是在这里接受缪老师的美育，看
缪老师作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
只不过是四年时间，却使他积累了
终身受用的审美观念。

缪老师很会作画，画红艳艳的
月季和牡丹， 用毛笔醮着颜料，几
上几下的涂涂抹抹就出现了鲜灵

灵的花朵。他说；“画花卉只要抓住
花的特性， 什么花都能画出来，但
画莲荷却很难。 ”他指着远处的一
片莲花池说：“画荷花的时候，难在
荷花与荷叶的比例，叶子和花朵的
搭配不容易均衡，最好的方法是到
荷塘里实地观察。 ”有次缪老师带
领冠中等几个学生在池塘边观赏

荷花， 那正是荷花绽放的盛夏，密
密集集的莲荷簇拥在一起，叶子绵
延在一起，不少莲花都穿越着荷叶

昂首怒放， 画荷花取景最关键，无
论莲花与荷叶要画在纸上，取舍很
重要的，画多画少都不好，要令人
入目令人爱，这是很不容易的。

遗憾的是， 直到初小结业，缪
老师没有为学生作过“令人入目令
人爱的”莲荷示范画例。 冠中当年
按缪师的指点所画的荷花，都该算
是少年时代的涂鸦之作，画好之后
也不知所终了。

1930 年， 吴冠中初小结业后
考入县立鹅山高小，后又考入省立
无锡师范学校， 完成三年师范初
中， 考入浙大附设工业学校电机
科。 当时是依据父亲之命，苦拼数
理化各项课程，至于儿时在缪老师
那儿学得的艺术的种子，早已抛至
哪个角落里去了。

直到 1935 年有幸结识杭州艺
专学生朱德群，两个青年谈起学习的
志向，朱德群说：“搞电机工程比较枯
躁， 也很单调， 不像学美术那样，素
描、写生、国画、油画、水彩、雕塑、木
刻等等，各个学课令人萌生热烈的兴
趣，你若有兴趣可以参观一下咱们的
艺校，说不定你也会进艺校。 ”

果然， 吴冠中参观艺校以后，
重新激起他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终
于违父之命，飞入了国立杭州艺专
这座中国独特的艺术殿堂，从此走
上艺术之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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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翟

画
荷
花
的
故
事
︵
上
︶

吴
冠
中

2021 年春节即
将来临。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坚
定文化自信等重要论
述，进一步筑牢家国情
怀，营造欢乐、团圆、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即日起，“学习强国”
上海学习平台面向全
社会开展“过年：中国
人的集体记忆”征文
活动，留住“乡愁”，让
人们共赏美景、共度丰
收、共忆乡愁……
活动主题

本次征文以 “过
年：中国人的集体记
忆”为主题，引导广大
读者、观众通过对过年
集体记忆的书写，抒发
共同的乡愁，重新审视
春节这一中华民族传
统节日的宝贵价值和
独特作用，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和发展，坚定文化自
信，为“十四五”良好
开局凝聚精神力量。
无论是踏上归乡

之路的人们，还是坚守
一线岗位的各行各业
工作者和因各种原因
不能回乡的人们，都可
以通过过年期间的所
见所闻所感，或者通过
对过往春节的回顾，和
父母亲人跨越时空的
“线上团聚”等方式，
记录民俗风情的变迁，
书写和过年有关的亲
情、友情、爱情、家风、
家训等的温情故事，展
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
人们共同的文化根脉、
民族情感和精神追求，
激发人们为更加美好
生活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奋斗的精神动力。
征集时间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作品要求

1、坚持正确的创
作导向，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富有思想
性、时代性、艺术性。
2、主题鲜明，内容真实，感染

性强。征文题目自拟，体裁不限，
字数一般 1200 字左右，不超过
5000 字。如有合适照片，也可附
件用作配图。
3、作品须为作者原创、首发，

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
权，并保证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
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投稿方式

通过征稿专用邮箱投稿
（xctz@shmh.gov.cn）。作品请以
word格式进行上传，邮件名统一为
“姓名+作品标题+联系方式+单
位”。

【强国征文】

﹃过
年

中
国
人
的
集
体
记
忆
﹄
征
文
活
动
开
始
啦

谈
谈
那
些
你
割
舍
不
去
的
乡
愁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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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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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优秀“啄木鸟”：曹

酉虹、张德胜、李群、陆继农、严志
明、薛关钧 、万 、刁顺亮 、王亚
新、路永敏

2020年 12月最佳“啄木鸟”：唐
金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