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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信息

美术专题展（中国画/版画）

展期：6月29日－7月17日
地点：杨浦区文化馆蔚然展厅

（中原路188号）

书法专题展

展期：6月21日－7月17日
地点：刘海粟美术馆分馆（普

陀区美术馆）（铜川路1869号）

摄影专题展

展期：6月28日－7月10日
地点：海上文化活动中心（平

型关路1222号）

“光辉历程”第六届上海市民艺术大展

美术专题展在杨浦区文化馆揭幕
■记者 刘毅

近日，第六届上海市民艺术（美术、
书法、摄影）大展开幕，其中，美术（中国
画、版画、农民画、漫画）专题展在杨浦区
文化馆举行。

本次市民艺术大展由上海市文广
局、杨浦区、长宁区、普陀区和静安区共
同主办，围绕建党 95 周年、长征胜利 80
周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时代主题，面向广大市民群众广泛征集
美术、书法、摄影作品。

本届市民艺术大展共收到来自全市
各区县文化机构选送的作品 13707 幅。
经过三轮评选，从中遴选出 656 幅优秀
作品分别在杨浦、长宁、普陀和静安四个
展馆展示。据统计，此次杨浦举办的美
术（中国画、版画、农民画、漫画）专题展
在全市应征的1500多件作品中，经过专
家初选，精选出150余件作品进入终评，
最终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7位专家组成
的艺术委员会评选出获奖及入展作品共
120件。

2006年至今，上海市民艺术大展美
术专题展已连续六届在杨浦成功举办。
十多年来，上海市民艺术大展这一文化
品牌在杨浦这片热土上生根发芽、茁壮
成长。随着上海市民艺术大展这一群众
文化活动品牌的内容和形式不断创新，
群众的参与率和受益面将不断扩大，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将不断提升，上海
市民艺术大展不仅会成为“十三五”期间
杨浦文化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
成为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群众文化活动的
精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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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大剧场 ■久久

■叶基馥 文

（十）借调场部 布置展览
1975年年底，一股反击右倾翻案

风在全国越刮越紧，先从教育界开
始，然后向文艺界、科技界和各个领
域蔓延。农场也不例外，开展了反击
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于是，场部想举
办一个展览，从下面抽调一些摄影爱
好者和喜欢写写的农友集中负责展
览的筹办。我是其中一个，主要负责
文字工作。

展览分为农场今昔对比、农场
青年战天斗地精神风貌、农场发展
远景等部分，负责摄影的同志根据
展览要求，收集图片、拍摄照片，我
们则根据图片、照片配上文字说
明。这时空气已日趋紧张，场部要
求我们加快筹办的进度，我们便日
夜加班。好在那时负责展览的孙志
刚经常过来，与我们一起聊天侃大
山。他原负责农场团的工作，一张
嘴巴滔滔不绝。我们都被他的特有

经历所吸引，就像孩子听大人讲述
精彩故事一样神往，忘记了疲劳，缓
解了气氛。

1 月 9 日清晨，突然从广播里传
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整个中国被悲
痛所笼罩。场部也设立了悼念会场，
各单位的农友有组织地前往悼念。
不知什么原因，后来筹办工作突然停
止，筹办组就地解散。我回到了连
队，与农友们一起经历了那个不平常
的一年。

（十一）主席逝世 赶回连队
1976 年 9 月 9 日中午时分，广播

电台说是下午4时有重要广播，请到
时收听。正在家中休假的我，4时不
到就打开半导体收音机。4时整随着
一阵哀乐响起，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
的消息。瞬间，全家、全市、全国笼罩
在巨大悲痛之中。

第二天上午，接到了“在家休假
的农友立即返回连队悼念”的通知，
我赶紧乘车回到了连队。连队也被
巨大的悲痛所笼罩，在会场里设立了

悼念灵堂。经历了一次次的悲痛和
打击，农友们深为国家的命运而担
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有位女农
友在悼念时，边哭泣着边喊道：总理
走了，主席走了，我们知青怎么办，今
后还有没有上调？

一个月后，传来了粉碎“四人帮”
的消息，农友们顿时有一种释然的感
觉和获得解放的兴奋，看到了中国的
希望，也看到了自己个人的希望。在
这悲喜交加的日子里，我实现了入党
的夙愿。9月29日，在连队召开缅怀
主席的座谈会上，我双手接过了入党
志愿书。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10
月14日，连队召开审批我入党的支部
会议。这不平静的日子，这不平常的
大事，我终身难忘。

（十二）恢复高考 吹皱江水
1977年下半年，传来了全国将恢

复高考的消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
水”。好多农友如同在黑暗的山林
中，看到一缕灯光而激动不已，纷纷
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四处寻找复习
资料。当时一套供知青业余学习的
数学、物理等教材，突然间洛阳纸贵
成为抢手货。

考虑到连队的正常生产，连队
指导员把正在复习迎考的农友召集

起来，出了好几道数学题当场进行
“预考”。大部分农友望着一道道
数学题都目瞪口呆，只得交白卷。

“像你们现在这样的水平，也想去
考大学？”指导员的一泼冷水，吓跑
了相当一部分农友，打消了考大学
的念头。

然而，有几位农友没有被吓倒，
坚持日夜复习。那时正是“三抢”大
忙季节，这些农友插好秧，从田里回
到寝室后，脚也不洗，脸也不擦，就捧
起了复习资料。或捧着语文、政治等
书本默念，或拿出数学题进行解答。
晚上，为了不影响同寝室农友的休
息，躲在自己的帐子里，用手电筒照
着书本复习至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开
春，一批农友经统一考试先后被师
范、财经等大学录取，靠自己的努
力离开了农场。当时一些农友好心
地问我为什么不去参加高考，我心
里有着自己的想法：一是深知自己
文化知识浅薄，考不上怕没有脸
面。二是自己已作了“不当文学
家，要做朱克家”的发言，总不能

“叶公好龙”。
后来，我直至“顶替”回城才考上

大学，尽管是电视大学，但也算圆了
我的“大学梦”。

彼处此时

农场生活杂记

■郭树清 文

有着1300多年历史的崇明岛，地
处万里长江入海口，岛上水系密布，河
网如织，河道上架有许许多多的桥，这
些桥的名字，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
淡忘了，唯有那座红领巾桥尽管已拆
除了多年，依然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
中，难以忘怀。

一条路名，一座桥名，是一个
地区历史文化的标识。红领巾桥，
位于南堡镇与北堡镇的交界处，横
跨 在 大 通 河 上 ，建 于 1958 年 。 如

今，虽已拆除 20 余年，但提起红领
巾桥的名字，在崇明岛上，65 岁以
上的人，可谓是记忆犹新，情有独
钟。该桥的建造有着一段特殊意
义的经历，那是岛上的学生以劳动
所得筹集资金而建成的，故命名为

“红领巾桥”。
记得当年我读小学三年级，为了

筹集资金建桥，我所在的四滧小学号
召全校学生捐款捐物，要求人人为建
桥出一份力，有钱的捐钱，捐不出钱的
拣废铜烂铁及砖屑石子等物，交由学
校统一回收，集中捐献。同时，为了能

按时保量完成集资任务，学校把数量
指标下达到各班级，再由各班级分解
到每个同学，并提出按时完成任务的
时间。

接受任务后，同学们积极响应，热
情高涨，纷纷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全
身心地投入到捐资活动中。那时候，
农村生活条件贫困，很少有同学捐钱
的，大多数同学都是捐废铜烂铁或砖
屑石子之类的物资，于是，大家到房前
屋后或路边或江边去捡拾。“众人拾柴
火焰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任务。

筹集到了资金和物资，很快“红
领巾桥”建成了，原来那条狭窄的小
木桥，转眼间变成了一座宽敞的可
载公交车的木结构砖屑碎石铺面的
桥，两旁还有护栏，“红领巾桥”四个

鲜红大字横挂在中央，放眼望去，大
通河犹如一条绿色飘带，桥上车来
人往，川流不息，一片繁忙景象。沿
河老街、商铺、民宅、绿树、田园，以
及桥旁河道边，有少妇老妪在一座
座“水桥”上洗刷衣被，影影绰绰，相
映成画，一派风光无限。一时间，红
领巾桥成了岛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刚建不久时，学校还专门组织学生
参观。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随着车流
量的不断增多，原来的木桥改建成了
水泥桥，碎石铺设的桥面也比以往更
宽敞、更坚固。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城镇改
造，道路拓宽，这条曾经贯穿崇明岛
西至东三江口，东至兴隆镇（现为堡
镇瀛南村）的大通河由新开的横引

河替代，流淌着数百年江水的大通
河断断续续地被填平了，原来的碎
石路和河面铺设成为一条车水马龙
的柏油大道，倾注着学生们片片深
情的红领巾桥也被拆除了，从此，这
座有着特殊意义的桥从人们的视线
中消失了。

岁月茬苒，20 余年过去了，红领
巾桥虽已不见了影踪，但这里的名
字没有变，人们仍然把这一路段叫
红领巾桥。红领巾桥那饱含深情的
名字连同这里的水上风景和沿岸风
情永远珍藏在了人们的心中。

岁月悠悠

留在心中的红领巾桥

诗抒胸臆

自从步入退休行列，
我们不再如日中天，
但只要自身优雅还在，
夕照的彩霞依然多彩！

我们虽然老了，
但我们拥有着
春天般无限美好的青春记忆；
拥有着
盛夏般坎坷难忘的人生历炼；
拥有着
金秋收获硕果时的无限喜悦；
拥有着
严冬时节的深藏、积淀和对春
的期待……

我们没有了攻读学位的压力；
我们没有了晋升职称的忧烦；
我们没有了功名利禄的诱惑；
我们没有了养育子女的辛艰！
岁月给我们留下的

是宁静坚毅的眼神，
是舒展慈祥的笑颜，
是潇洒沉稳的性格，
是宽容热情和恬淡……

还有我们
满满的自信，
豁达的胸襟，
睿智的谈吐，
未竟梦想的追寻……

您瞧！
聚光灯下，
银发老者吟诵《满江红》
神采奕奕、高亢激昂；
书画教室
年迈的师生们笔墨耕耘、妙笔
纸上；
读书讲堂
老人解析诗文侃侃而谈、妙语
珠玑；
展览会上
老人精美的艺术作品好评如
潮、满目琳琅；
报刊杂志上
老人自创的诗文令读者眼前一亮；
乐队老人演奏的江南丝竹余音
绕梁；
合唱队老人欢快的歌声悠扬嘹亮；
健身场上焕发青春的老人英姿
飒爽；
领奖台上手捧奖杯的老者身影
频频亮相

这些就是老人的优雅！
这些就是绚丽的夕阳！

优雅来自强大的精神积淀，
优雅出自深厚的文化内涵，
优雅不仅是年青人的专属，
优雅更是老人的精彩和灿烂。
优雅属于你、属于我，
优雅属于所有热爱生活积极向
上的人！

老人的优雅
■俞玉珊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