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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泾

“小人书”记载大历史
———记《画说新泾》的创作群体

□特约记者 姚志康

画册诞生源自神聊
据画册策划张凤岐介绍，画册创作动议

缘自一次聚会。张凤岐，新泾镇努力村张家宅
的农家后生，原镇文化站的群文干部，乡土摄
影家、书法家。退休前是镇志办负责人。张凤
岐和画册撰稿胡敏豪是曾经的上下级，胡当
年任新泾镇文化站站长，张是胡的部下。画家
王小龙，是胡敏豪在新泾中学任教时的学生，
退休前是新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设计师。今
年初夏的一个午后，三位主创还有严全民、严
幼馨、郁春、居阿根等乡里文友，聚会品茗。海
吹神聊中，张凤岐说道：“今年是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我们总得有所表示。”胡敏豪接过
话茬：“那就发挥我们的擅长，搞一本类似连
环画的画册，重点放在解放后的新泾纪事
上。”
大家把目光盯在了王小龙身上，因为画

册创作唱主角的是画家。王小龙了开腔：“既
然重点放在解放后的新泾纪事上，原先长卷
中的画幅除采用一部分外，还得重新创作一
批……”
如此这般，《画说新泾》在神聊中悄然启

动，没有惊动外界，更没有告知官方。

守望乡土留根塑魂
成稿后的《画说新泾》共计 120 幅册页，

纵横交错编织成一部浓缩版的镇史连环画。
所谓“纵”，它有历史沿革的记录，从这方乡
土的成陆，历史上的行政建制演变，到新中国
成立，仅用了 11 幅册页，高度浓缩。所谓
“横”，即这方土地上的历史文物、农业生产、

农村风貌、风土人情、社区新貌等等，重点突
出改革开放给这方土地带来的变化。翻阅这
本册页，即便是文盲，也能一目了然。“画说”
之“画”起到了“说”之功效。
画册撰稿胡敏豪，手头一部 185 万字的

《新泾镇志》还未杀青，他是总撰，对镇情了
如指掌。他告诉记者，新泾镇在改革开放前的
人口总量仅 2.4 万人，截至 2010 年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镇域人口总量达 17.07 万人。换
言之，现在镇域内 10 个居民中间，土著居民
仅占 1.4 个，也就是 14.05%的比例。这本画
册的创作是受了“小人书”启发，内容到形式
体现通俗和情趣。既是画给本地人看的，更是

画给导入居民看的。读者只要翻阅这本册页
后，便能了解脚下这方土地的历史渊源，由
此爱上家乡新泾，也就不枉创作者的一片苦
心了。

册页充盈乡土文化
新泾的乡土文化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

分，因为毗邻上海中心城，也曾浸染过殖民地
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元素在 120 幅的册页中
都能找到对应的表现。“画说”地域文化部
分，第 15页至 22页，将历史上北新泾镇的繁
华表现得淋漓尽致。吴淞江（苏州河）北新泾
段的三处码头、河畔的蔬菜交易市场、自由贸
易市场，还有老街的街巷店铺旧貌一一呈现。
“画说”历史遗迹部分，新泾港畔的赵家

花园（今同仁医院哈密路住院部）、息焉公墓
（天主教堂）、美国教会医院（后为空军 108
医院），淮阴路上的罗别根酒吧（现上海武警
总队招待所），虹桥路上的“老裕泰马房”
（后为高尔夫俱乐部，现为上海动物园），以
及虹桥路沿线的中外达官贵人的乡村别墅，
都有精准的描摹。
“画说”民俗文化部分，创作者用了 14

幅册页，可谓浓墨重彩的渲染，将一年四季里
的节庆年俗一一罗列：造屋上梁、婚嫁迎娶、
拜年夜饭、元宵竖塔灯、清明祭拜、七月三十
插棒香、八月十五庆团圆、出会求雨祈祷、农
闲唱高台等等，可谓上海农村之民俗大观。
“画说”农耕社会部分，也是这本册页中

的精华部分，用了将近六分之一的篇幅细细
描绘。如果，画家没有亲身体验是很难创作这
一系列生产劳动的场景。撰稿老胡不仅是农
家子弟，成年后一直在农村的中学和文化站
任职，可以说一辈子和“农”字打交道。王小
龙、张凤岐同样如此，都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
历。“画说”农业、农村和农民，信手拈来。

花甲古稀活力不减
胡敏豪的书房有一块匾额，上刻“寒马草

堂”。老胡属马，1942年出生，那年吴淞江封
冻结冰，百年不遇。“寒马”雅号由此而来。老
胡不仅帮助王小龙出画作思路，还对照画面
撰文。毕竟是年逾古稀，盛夏暑天，在家光着
膀子，伏案而作，写着写着，半个脸部出现麻
木，怕发生意外，赶紧去医院针灸敷贴。老伴
劝他歇一歇，他放不下，一边治疗一边赶稿。
王小龙刚踏入花甲门槛，还在返聘上班。

几年前因为视网膜脱落，做过修补手术。医生
反复关照，少用眼，多休息。120幅画作中，60
幅是全新创作。要赶在 9月中旬付印，他用调
休的办法，闭门谢客，一门心思埋首作画。那
只做过手术的左眼“报了警”，他感到视觉越
来越模糊，原本就是 1200 度近视眼，这下几
乎失明。医生让他停下画笔，闭目修养。他停
笔一段时间后，略感好转，接着完成最后的几
幅作品。完稿后，他如卸辎重，松了一口气。
这群老哥们中最年轻的是郁春，也是天

命年岁数。他是自学成才的乡里能人，擅长
摄影摄像和电脑修图，这本画册付印前的翻
拍裁格修饰全出自他手。在那段战高温的日
子里，张凤岐穿梭于胡、王、郁三人的家中，
掌握着创作进度。并与有关方面商洽付印的
业务，画册封面书法是他的手笔。老哥们出
于热爱家乡，自掏腰包印刷连环画册的行动，
让镇文化站发现了，转而让镇领导知情了。原
本自发的献礼活动被接纳为官方的庆祝活动。
画册“后记”透露了一个信息，《画说新

泾》只是投石问路，是其系列作品之一“新
泾概说”。接下去还将创作之二 “村落变
迁”、之三“习俗情怀”、之四“农耕文明”
等。笔者想起了诗人臧克家的名句：老牛亦
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送给这群可敬
可爱的老哥们。

记者第一时间翻阅

散发着油墨清香的 《画
说新泾》连环画册。 画册
策划张凤岐告诉记者 ，
国庆前夕 ， 镇里要为画
册出版举行签名赠书和

册页画展活动 ， 展出地
点周家浜文化休闲长廊

里的镇史陈列室 。 记者
曾经在新泾镇工作过 ，
和主创团队的这帮老哥

们是好朋友 ， 便萌生了
写写老哥们守望乡土文

化的故事……
《《画说新泾》》创作群体，，前排自左向右胡敏豪、、王小龙、、张凤岐，，

后排自左向右居阿根、、郁春、、严幼馨、、严全民

创建儿童友好社区 新泾在行动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
望，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创建儿童友好社区，是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

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是上海加快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实际影
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的具体行动。

重视儿童参与，让城市更美好。
为全力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区，向社会
传递儿童友好的声音，号召更多的人
关注和保护儿童权益，为儿童发展谋
求更多的福祉，长宁区一直在努力
着，新泾镇也将携手守护孩子的梦，
争创上海市儿童友好社区示范点。
9月 2 日，区妇联副主席魏国

琳带队区妇儿办一行到新泾镇调研
儿童友好社区创建工作，听取了新
泾镇副镇长李双珑及职能科室关于
镇创建儿童友好社区的情况介绍。
调研组对近期开展的新泾镇儿童友
好社区创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
指出要切实以儿童需求为导向，依
托妇联、民政、团委、服务办等涉及
到儿童发展的各部门资源，整合统
筹社区内儿童活动场所和服务项

目，深入挖掘各种资源，积极开展丰
富多彩的儿童项目，逐步推进儿童
友好社区创建。
调研组还走访调研绿八居民区

淞虹公寓儿童乐园，居民区书记刘
观锡详细介绍了儿童乐园的创意设
计及通过抓住儿童带动年轻家庭参
与社区建设的自治经验。

调研组听取新泾镇创建儿童友好社区的情况介绍

调研组走访调研淞虹公寓儿童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