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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篇｜百年 史迹革命

《铁娘子撒切尔》
作者：约翰·布伦德尔
出版社：红旗出版社

本书主角为撒切尔夫人，包含她任英国
首相时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她退休后的方
方面面。作者以简洁的篇章和短小精悍的
引文，描述了撒切尔夫人在处理突发性事件
时体现出的果断风格，作者将撒切尔夫人任
期中的种种事件、英国国内外因素联系起
来，解释了政治改革和当今英国政坛自不待
言的政治现状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原因。

《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安妮·阿普尔鲍姆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在这部受到普遍称赞的权威性著作
中，作者第一次对古拉格——一个大批关
押了成百上千万政治犯和刑事犯的集中
营，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
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
公开性时代的瓦解。作者深刻地再现了劳
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
史联系起来。本书出版之后立即被认为是
一部人们期待已久的里程碑式的学术著
作，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
的人来说，它都是一本必读书。

《里斯本夜车》
作者：帕斯卡·梅西耶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阅读趣味
的小说，探访别人的生平，也探索自己的内
心世界，探讨人的一生中诸多难以言喻的
经验，关于孤独与死亡，关于有限的生命，
关于友谊与爱情，关于忠诚与背叛……想
逃离庸碌生活、想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喜
欢思索生命，曾经为了追求理想舍弃一切，
想寻找心中理想境地的人，都非常适合看
这本书。一段段贴近人生的古印度吠陀式
寓言与箴语，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和人生
启迪。

徐志摩是我国著名新月派诗人、散文家、
翻译家。本书由中国台北前故宫博物院院长
蒋复璁和著名学者梁实秋两位先贤编订，并
得到张幼仪女士的赞襄。诚如编者在弁言中
所称，坊间翻印徐志摩选集、全集，舛误、讹夺
不知凡几。1967 年，张幼仪女士乘游台之机
耑诚商请蒋复璁、梁实秋两先生董理其事，由
徐公子积锴费时一年，向美国各大学图书馆
搜集其先父遗著，一一复印邮台，版本务必以
当年在上海出版者，方可采用，意在“保存文
献，传诸久远”。

共产党人发起成立的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

▲上海机器工会临时会所旧址（自忠路225号，原西门路泰康里41号，已拆）

卓越网
1、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辛夷坞 朝华出版社
2、一指流沙，我们都握不住的那段年华

沈从文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3、龙族3：黑月之潮

江南 长江出版社
4、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5、莫失莫忘

秋微 中信出版社

小说类

卓越网
1、给你一个团队，你能怎么管？

赵伟 江苏文艺出版社
2、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浙江人民出版社

3、习惯的力量
查尔斯·杜希格 中信出版社

4、富爸爸穷爸爸 罗伯特·清崎
莎伦·莱希特 南海出版公司

5、懂经济学的女人更幸福
曹兴泽 哈尔滨出版社

经济管理类

卓越网
1、希利尔讲给孩子的世界地理

维吉尔·莫里斯·希利尔 哈尔滨出版社
2、时间简史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3、我的第一本科学漫画书：地震求生记
洪在彻 柳已韵 徐月珠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4、发现之旅：历史上最伟大的十次自然探险

托尼·赖斯 商务印书馆
5、世界上最恶心的细菌书

青青姐姐 化学工业出版社

科普读物类

1920 年，由上海共产党人领导
的、第一个纯系工人组成、真正代表工
人利益的新型工会——上海机器工会
在杨树浦诞生。

上海机器工会是在陈独秀、杨明
斋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帮助、支持下，由
海军造船所（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锻
工李中、杨树浦电灯厂（今杨树浦发电
厂）钳工陈文焕联合发起的。1920年
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在霞飞路渔
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召开发
起会，到会的除海军造船所、杨树浦电
灯厂、厚生纱厂、东洋纱厂、恒丰纱厂
等80名发起人外，陈独秀、李汉俊等6
人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会议。

发起会议由李中任临时主席，他
在会上提出了上海机器工会的宗旨：

“无非谋本会会员的利益，除本会会员
的痛苦。”会上，陈独秀、杨明斋、李汉
俊等6人被推举为名誉会员。陈独秀、
杨明斋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上海机器工会简
章》。《简章》有6章32条，它是在上海共
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制订的最早的工会
组织章程。会议最后决定在杨树浦设
立办事机构——事务所，并决定为节
省工人的开支，不开全体会，只开成立
大会一次，以通函形式选举产生理事
会。在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前暂设经募
处，推选陈独秀为主任，李杰、陈文焕、

吕树仁、陆征章和李中为办事员。
上海机器工会发起大会后不久，

机器工会理事会正式选举产生，杨树
浦电灯厂陈文焕任理事长。

1920 年 11 月 21 日，经过两个多
月的积极筹备，上海机器工会在白克
路（今凤阳路）207号上海公学召开成
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本会会员、各
工会代表及来宾近千人。孙中山、陈
独秀等社会知名人士到会祝贺，会场
气氛热烈，盛况空前。11月22日出版
的《民国日报》予以了通篇报道。其中
说：“陈独秀谓工人团体，须完全工人
组织，万勿容资本家侧身其间，不然仅
一资本家或假工会而已。”上海机器工

会从发起到召开成立大会的两个多月
时间里，会员从几十人发展到了 370
余人，并出版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

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在社会各
界中，特别在工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
甚至还引起了国外工人组织的关注。
1920 年 12 月 14 日，美国最大的工会
组织“世界工人劳动联合会”执行部总
干事罗布朗专门致信给上海机器工

会，信中说：“听到你们竭力组织和教
育你们国里的工人，我们因此希望你
们成功……”这是中国劳动界第一次
和外国劳动界的联络。

上海机器工会的建立，标志着“中
共发起组”在领导工人运动方面，由宣
传教育阶段进入有计划地组织工人的
阶段，即由理论付诸实践。党的早期组
织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进一步加强。

了／解／知／识／杨／浦／的／第／一／窗／口 第7版时报周末·文苑
2013.04.20 星期六｜责任编辑：刘雪峰 视觉编辑：鲁茵乔

惦念大世界

春到小吉浦河 ■邹家浩

诗抒胸臆

拾起人生的碎片
■杨远富

走向远方
总想转头回望
回望走过的一生
经历的许多碎片
还散落在人生的路上

每只碎片
都有它的份量
那是心血的结晶
汇聚了几十春秋的时光
就沉淀多少年轮的风霜

拾起来叠起来
拂去尘土显露光亮
可见用经历刻下的字行
于是辑出一部
耐读的人生诗章

慢读细品吧
会读懂人生沧桑
能品出无味佳酿
从朝霞到夕阳
意味深长……

生活故事

踏青千米花道
■韩云珠 文

一个位于七宝和莘庄交界处，
占地1260亩的体育公园，园内有一
个不规则的大湖，与园外的河道贯
通，为有源头活水来，公园莺飞草
长，花红树绿，最吸引人纷至沓来踏
青的，是一条千米花道。

千米花道主要由四种花组成
——垂丝海棠、日本早樱、喷雪花、
紫荆花。不是一棵，不是一簇，而是
一片。花道不是直统统的一眼就能
望得到边，也不是盘旋回转似的九
曲回肠，而是有点蜿蜒曲折，有点起
伏变化。

花道的左边，一片垂丝海棠，一
片日本早樱，海棠花和樱花，都是小
乔木，同属蔷薇科，花的大小也差不
多，但一个是苹果属，一个是樱花
属。一个树稍低，一个树稍高。海
棠花，深红色，花柄长2公分，复瓣，
花蕊金黄，弯曲下垂，柔曼迎风，垂
英袅袅，所以叫垂丝海棠；樱花，一
般单瓣五枚，花柄稍短于海棠，花瓣
粉色，晶莹如玉，边缘的红晕，含羞
如霞。两种花儿就这么轮番争妍斗
艳，一路延伸下去，深红海棠，浅红
樱花，在轮唱，在媲美。杜甫诗：“可
爱深红爱浅红？”这是一个提问句，
你到底爱深红还是浅红啊？回答
是，深红浅红，都惹人喜欢。海棠炫
丽，浓妆娇媚；早樱清丽，淡妆素
雅。胜负难分呢。就这样一片隔一
片地连绵下去，间或在海棠和早樱
的树荫下，栽着灌木喷雪花，一千
米，很有规矩的。

右边的花道就不这样了，很随
意，没规矩，但有层次。三排植物，
前面一排喷雪花，中间一排为日本
早樱，紫荆花一排殿后。雪白的喷
雪花，又名珍珠花，花小而密集，花
叶同枝，伞形花序。李白诗：“涛似
连山喷雪来”，那花真的像海上喷
雪的浪涛，一波连着一波，向你奔
涌而来，使人眼睛一亮，极具视觉
冲击力。喷雪花、樱花、紫荆花，三
种颜色，雪白、嫣红、姹紫，一层比
一层颜色深，三声部合唱，另一番动
人景象。

行走在左右夹峙的花木丛中，
不饮亦醉。春寒料峭，风一吹，樱花
纷落，拂了一身还满，沾衣不湿樱花
雨啊。赏花乎？听音乐乎？看油画
乎？走一走，呼吸在馥郁的花香中，
倘佯在氤氲的花光中，流连在斑斓
的色彩中，体会到生活是美好的。

从花道最后一个坡面走下来，
向左小转弯，一个清凌凌的小湖泊
出现在眼前，阳光耀眼，白鹭拍打水
面，亮晶晶的水珠从翅膀上滚落下
来，湖泊周围，杨柳碧绿生青，黄灿
灿的迎春花怒放，红叶石楠的叶子
如火如荼，红黄绿，倒映在湖水中，
色彩浓烈，像一支铜管乐队在演奏
交响乐，大气磅礴，音色浏亮。好一
个响亮的收尾啊。

无情的情人杜拉斯

■刘翔 文

那天，我驱车路过西藏南路、延安
东路，不禁特意放慢车速，深情地遥望
了一下寂寞地“站立”在路口多年的上
海市青年宫旧址，也就是沪上著名的
大世界。和周围一片繁华的热闹景象
相比，这座外观仿西方古典式建筑显
然像是个被匆匆从其边上走过的路人
遗忘的“弃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后，不由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张
珍藏着的“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望
着这张保存完好的证件，我不禁回想
起了自己在那激情的“青葱”岁月中和
大世界（青年宫）的那段情缘。

那时我在单位里搞团的工作，
1984年初春，得知团市委所属的市青
年宫正在全市的团员青年中招募信息
员，便报名应试。通过严格的考试，我
和来自各行各业的 20 多名年轻人幸
运地入选了。当时的市青年宫和大世
界游乐中心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信
息员的工作就是收集基层单位青年人
在精神文化生活上的需求，重新开放
的上海市青年宫如何开展文化活动和
在游乐项目的设置、定位上出谋划策，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调研。领衔我
们这支信息员队伍的是青年宫信息研
究室的茹炳祥先生，大家昵称其阿
炳。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展调研

活动，阿炳特地给我们每个信息员申
办了一张“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有
了这张出入证，我们便可以随时随地
免费进出青年宫了。当时人们业余文
化生活还较为单调、枯燥，工资收入也
不高，拥有这么一张“大世界”的出入
证，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尊享VIP的待
遇了。

因为有了这张出入证，我就可以
想什么时候白相大世界，就什么时候
进去白相，想怎么白相就怎么白相，而
且是名副其实的不花钱的“白相”。简
直是“牛”得不得了。凭借着这张出入
证，我常和当年的影视明星诸如刘晓
庆、潘虹，著名话剧导演胡伟民、演员
焦晃、李家耀等来个零距离接触。旁
人无法企及的签名、合影等，对我而言
也是“小菜一碟”。因此，亲朋好友们
都十分眼红我这张出入证，也曾不断
有人要借我这张出入证混进去免费白

相大世界，但都被我一口回绝了。青
年宫保卫科为杜绝转借他人，不仅在
出入证上写有姓名、单位，并且贴有本
人的照片。同时，上面还有编号、钢
印、上海市青年宫出入证专用章、大世
界证件章。更绝的是居然还仿效当时
的公交车月票上使用的贴花，每月更
换一张。我的这张出入证的有效期是
截止到1988年的12月31日。每次进
出时，门口的警卫都要仔细查验，管理
手段可谓“固若金汤”。

在当时全国，乃至全球的游客在
“不游大世界，白来大上海”这句流行
语的引导下，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甚
至出现的“一票难求”的场面，作为大
世界的领导只得采取如此手段来严
防。而今回想起来，青年宫能够给我
们发放出入证，应该也是为了社会效
益，而牺牲了不小的经济效益的了。
当然，我们也没有辜负青年宫领导以

及阿炳给予我们这种VIP的待遇，从
来不敢纯粹的为了白相而白相，而是
带着任务去白相大世界。大家撰写了
许多如何开展、丰富青年业余生活的
调研文章，刊登在青年宫的内部小报
和团市委的内参上，受到了各级领导
的好评。遗憾的是，到了 2008 年，大
世界以修缮为由，开始闭门谢客，青年
宫也名存实亡。从此，大世界就淡出
了人们的视野。

如今，我们每每回想起改革开放
的初期，我们曾经为大世界的繁荣，为
丰富年轻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做过一
些“调研”工作时，都颇为自豪。白相
大世界，是留在几代上海人乃至全国人
民脑海深处的文化记忆。每年“两会”
期间，均有代表、委员呼吁期盼大世界
能够早日“复活”，让“海派文化”能在大
世界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再显辉煌，让
人们续圆一个白相大世界梦想。

■兰灵 文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
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
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
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
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
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
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
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
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就是法国著名作家、社会活动
家杜拉斯在小说《情人》里面的真情
告白，并且以此为开头引出了一段爱
而不爱，爱而不能爱，爱又不能够不
爱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在这部六万九千字的小说里，涵
盖了这么多的情和爱，这么深刻的描
写和抒情是很难得的，一定意义上说
是经过了沧桑的沉淀和情感的过滤，
并且非大家绝不可能做到。一个七
十多岁的老太太做到了，并且很成功
地做到了，所以杜拉斯一时成了我最
喜欢的作家。

我买了她的很多作品，比如《中
国北方的情人》、《爱》、《写作》、《下夜
十点半钟》、《英国情人》、《琴声如
诉》、《广岛之恋》等作品。我有一个
习惯，只要一段时间喜欢哪一个作
家，我就会把他或者她几乎全部的作
品买来，认真地研读上一段时间。那
段时间我知道我喜欢上了杜拉斯。
但是，读过她的其他作品后，我觉得

最为打动我的还是《情人》，所以，她
的《情人》自然而然地也便成了我的
情人。

在这部作品里，她写到了几种不
同种类的情人：异性恋、同性恋和不
伦之恋。运笔最多的当然还是异性
恋，也就是她跟来自北方的情人的恋
情。这个情人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在
小说的第二十一页才出现。

她是这样描写自己的情人的：在
那辆利穆新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
男人正在看我。他不是白人。他的
衣着是欧洲式的，穿一身西贡银行界
人士穿的那种浅色柞绸西装。他在
看我。他是胆怯的，他的手直打颤。
在这里，种族的差异占了上风，就是
因为他不是白人，他就得承受这种种
族的歧视，他就不可能如愿地娶到一
个穷困白人坏蛋家庭的女儿。再说，
他的家族，他的父亲也不允许他娶这
样的女人。

在她的母亲质问她时，她说：“和
一个中国人，你看我怎么能，怎么会
和一个中国人干那种事，那么丑，那
么孱弱的一个中国人？”但，她还是挨
了母亲的打，并且挨打的时候，她的
大哥希望他的母亲把他的妹妹打死，
而她的二哥则吓得跑开了不敢看，害
怕自己的妹妹被母亲打死。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穷困的白
人坏蛋家庭的女儿在跟来自中国北
方的情人第一次相处时，却是这样说
的：“他问我为什么要来。我说我应

该来，我说这就好比是我应尽的责
任。”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已经被家
庭的穷困逼到了这样的地步，但谁也
没有强迫她这样做，她是把这种见不
得的事情当做一种责任来做的，她确
实也做到了。

“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
我没有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
亲，谁也不值得可怜。他对我说：‘是
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
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
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
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
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究
竟该怎么办。”在她的家人的眼里，

“他是有求于我，在原则上，我不应该
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
我也不可能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他
或许可能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
不会有结果。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
不是白人。”

但是，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
真的爱上了这个白人坏蛋家庭的女
儿。他给她的爱是真挚的，强烈的，
疯狂的，但是，同时他也是胆怯和无
能的，“猛可之间，变成虚伪的了，最
后转向恶，归于死亡。”

开始的时候，“他在颤抖着。起
初他注意看着她，好像在等她说话，
但是她没有说话。于是他僵在那里
再也不动了，他没有脱去她的衣服，
只顾说爱她，疯了似地爱她。他说
话的声音是低低的。随后他就不出
声了。她没有回答他。她本来可以
回答说她不爱他。她什么也没有
说。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就在一刹
那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
不会认识她，他也无法了解这是何

等的邪恶。为了诱骗她，转弯抹角弄
出多少花样，他，他还是不行，他没有
这个办法。独有她懂得。她行，她
知道。由于他那方面的无知，她一
下明白了：在渡船上，她就已经喜欢
他了。他讨她欢喜，所以事情只好
由她决定了。”这个男人，这个比她
大十二岁的男人败在了他的小情人
手下。

要他违抗父命而爱她娶她，把她
带走，他没有这个力量。他找不到战
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一次他总是
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她；他的
奴性，那就是他父亲的金钱。

但是，战后许多年过去了，在小
说的最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
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
说：‘我仅仅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说：

‘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
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
音打颤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
样，他仍然爱她，他根本不能不爱她，
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

其实，这个中国的情人实在是太
痴情了，就从他对这段情这样难以割
舍来看，哪怕到了阴间地府，他也还
是不能够忘记对她的爱。他不能够
不爱。

这部小说，我读了大概有十几
遍二十几遍之多，每一次读来都为
这首爱情的挽歌而震撼不已，就以
叶芝《当你老了》的片段作为本文的
结束吧，大家或许能够领会一下真爱
的意义：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和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