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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回忆童年

闲话花样

牛皮糖

■夏玲娣 文

今年9月3日是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我
国将举行隆重、盛大的阅兵仪式，全国
人民将广泛参与中央及各地方、各部
门组织的纪念活动。我虽然已到了耄
耋之年，但常常回忆起我的童年，我的
童年正是上海沦陷为敌寇占领区之
时。我耳闻目睹日本侵略军在我们祖
国的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

我家原住上海南市区，父亲是个
手艺人，开了一爿专做小船上用作避
阳、挡雨的竹蓬店。1937年8月13日
侵沪日军出动了大量轰炸机，对上海
南市区的许多工厂、医院、学校等非军
事区进行狂轰滥炸，炸死了许许多多
的无辜百姓，我们家也被日寇炸成了
一片废墟，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
正当走投无路之时，我们得到了上海
难民救济会的帮助，父母带着我们姐
妹三人逃到了浦东老家——陶家宅

（现在的德平路）。
听我大姐回忆说，那时鬼子天天

派飞机来轰炸南市区，有时一天来好
几次，他们既投弹滥炸，还用机枪扫
射，使得南市区每天轰炸声连绵不
断，天空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炸毁
的建筑物残迹中，尸骸狼藉，受伤者
被压在下面，呻吟惨叫，被炸死的人
血肉模糊，残肢断臂遍地可见，满地
血迹斑斑，真是惨不忍睹，这毁灭性、
连续性的轰炸，炸死、烧死了无数无
辜的老百姓。大姐说，在战乱中，日
本鬼子除了频繁狂轰滥炸和机枪扫
射、烧杀抢掠外，还奸淫了无数良家
妇女，鬼子看到年轻的女子时，就大
声嚎叫“花姑娘，好来西格”，“花姑
娘，好来西格”，那时年轻女子都不敢
出门，可恨的是日本鬼子看到怀孕的
妇女也不放过，有个大肚子的妇女快
临产了，她以为出去鬼子不会在乎她
的，谁知她刚走出家门就被鬼子发现
了，那女子想赶快逃走可是为时已
晚，鬼子看强奸不成就兽性大发，面
对女子用长枪刀尖剖开那女子的腹
部，挖出肚中的婴儿挑在刀尖上摇
晃、取乐，旁边的几个日本鬼子狞笑
着拍手叫好，这种惨无人道的野兽行

为，真是令人发指。
我们到陶家宅老家后不久，母亲

就去日本纱厂做工，日本纱厂在杨树
浦路上，从浦东摆渡到浦西要 1 个半
小时，早上6点钟上班，母亲4点半就
得起床，晚上要6点钟下班，回到家中
已是 7 点半。母亲说下班出厂房时，
日本岗哨和“那姆温”（女工头），对每
个女工都要搜身，他们从上摸到下，从
前摸到后，有一个女工因早上忘了裤
腰带（只扣了扣子），到了中午觉得裤
腰很松，就用棉纱搓了一根裤带扎在
腰上，谁知下班时被岗哨发现了，说她
偷了厂里的棉纱，立刻被打了两个耳
光罚站2小时。

我 6 岁那年，我们家在浦东大道
7 号桥重新又开启了竹蓬店，但由于
洋货进入中国市场，船上用的竹蓬被
帆布所代替，因此生意不好做，于是
父母将店改为兼卖香烟、肥皂及草纸
之类的东西。小店开在 7 号桥西头
马路北边，日本鬼子在 7 号桥的两头
设有两个岗哨亭，他们 24 小时轮班，
中国人过桥时都要给他们鞠躬、敬
礼，稍不留意就要被他们训斥打耳
光。有一次我父亲走上桥，看见岗亭
外无人站岗就一直向前走，当走到岗

亭前时，鬼子兵突然从岗亭里窜出
来，恶狠狠地骂道“巴格亚鲁”，并将
闪亮的刀尖对着我父亲的眼睛，我父
亲顿时吓得头脑嗡嗡直响，赶快反应
过来给日本兵鞠了个躬，总算还好让
他走了过去，但他从此留下两眼视物
模糊不清的眼病；我还看到一个中年
男子，他因家中母亲生病，因此走得
很匆忙忘了鞠躬，那岗哨一把抓住
他，上来就是两记耳光，且罚他在桥
上站了1个多小时。

日寇统治时期，我们整天过着提
心吊胆的日子，他们时不时会来我们
老百姓家中抓人，记得有一天半夜里，
我们正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一阵急促
的敲门声，父亲赶快起床开门一看，只
见一个汉奸带了 4 个日本兵，说要查
户口，日本兵把我们家和左邻右舍全
部赶到了马路上，然后他们进到屋内
一个个房间检查，查了一段时间一无
所获，鬼子恼羞成怒，临走时拿走了我
家好几条香烟。

我 7 岁那年夏天，七号桥洋泾港
码头来了许多难民，听说这些人来自
河南、安徽和苏北等地，他们落脚在我
们家附近马路边或七号桥底下，用草
席或竹蓬，条件好些的用帆布搭成一

间小房子，一家5、6口人住在一起，靠
做苦力过日子，有的家中无劳力只能
去讨饭。住在我家对面马路边上有一
家人家，有五个子女，最大的 17 岁最
小的2岁，那17岁的女孩说，他们家乡
经常有鬼子来扫荡，实行烧光、杀光、
抢光“三光政策”。因侵华日军的破
坏，黄河泛滥逐年加重，当地老百姓流
离失所，家破人亡，只能逃出来。一个
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孩生病了，没多
久就死了，她的父母用草席把她卷好
后，在“化人摊”（专门安葬死人的）挖
了一个坑把她埋葬了，在小土堆上插
上一面小黄旗。那时浦东“化人摊”很
多，每隔约2、3里路就有一个，大都是
一些穷苦人死后的安葬地。

以上这些是我童年时的一部分耳
闻目睹和亲身经历，我写出来目的是
想加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不能忘记
历史。通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
年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
活动，要把民族曾经的伤痛和耻辱转
化为奋勇前进的精神动力，增强爱国
之情和民族凝聚力，使我们中华民族
不再受外敌的欺辱，让我们伟大的祖
国不断走向繁荣昌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郑树林 文 剪纸

牛皮糖有两种，一种是食品店里
能够买得到的，还有一种是我们生活
中的，两种牛皮糖写法读法都是一样
的，而前一种是可以吃的，另一种却
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却时常跟着你。

“当初就是侬像只牛皮糖，天天
粘老吾，啥人会的嫁把侬迪格么出息
的男人。”小时每次听到邻居吵相骂，
听到伊拉讲到牛皮糖，就会的笑，就
会去问大人，为啥隔壁阿姨要讲阿叔
是牛皮糖，大人勿回答吾还要一直跟
老伊，非要弄格明白，大人迪个辰光
还会的讲一句“侬现在格种样子就是
牛皮糖”，在没有吃到牛皮糖前总觉
得不怎么好听，后来吃了以后才觉得
这牛皮糖吃起来还是很有味道的，而
且还要牙口好，因为这牛皮糖韧性很
厉害，牙口不好咬不断，藕断丝连让
你难以咽下。牛皮糖常用来形容一

个人的行为，就是如同牛皮糖那样的
粘人，使人甩也甩不掉。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做几次牛
皮糖有些是值得的，比如谈恋爱找工
作做业务，有些是不值得的，推销假
冒伪劣产品时死缠烂打等。

在上海闲话中，牛皮糖有时是褒
义有时又是贬义，所以听到有人讲牛
皮糖这一句闲话时，要看看是什么场
合和环境。

■赵荣熙 文

殷行街道文化活动中心四楼以
“学党史，看陈云，迎接十八大”为主
题，近期展出了陈云同志生平事迹图
片。为配合图片展，还播放了故事片

《风起云涌》。我有幸观看了这一纪
实故事片。

影片再现了 49 年建国初期，陈
云同志以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的身份，
受命于中央，从北京来到上海，在陈
毅市长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马寅初
等经济专家的智囊作用，以他大智大
勇的卓识和胆略，整顿金融秩序，一
举捣毁投机商把持的“证券交易所”；
举全国之力，抛售粮棉煤，平抑物价，
打击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商等
斗争场面。

我仿佛亲临这场艰巨而复杂的
“上海滩金融战”，不禁为这场斗争取
得完胜而拍手称快。影片不仅从大
处展示了陈云同志超凡的斗争艺术

和胆识，还通过对陈云同志生活细
节、待人处事事例的表露，透出这位
老一代革命家“洁身自好，廉洁奉公”
的高尚品格。

片段一：千里寻亲。陈云两岁
丧父，四岁丧母，由比他长七岁的姐
姐抚养长大。自他离家闹革命，姐
弟俩已有十多年未相见，彼此惦念
之切可想而知。然而影片展示给我
们的是：位重权高的陈云同志，趁工
作的间隙，穿着一身普通军服，只身
一人，赤手空拳，走进坐落在青浦的
故居，轻轻走近坐在小板凳上、顶着
粗布盖头布干活的姐姐身后，叫声：

“姐姐，我是陈云。”姐姐转身起立，
仔细端详许久，认出了弟弟，说：“你
是云儿，你是云儿啊！”而后，一番问
长问短便辞别而去。这里没有前呼
后拥的护卫；没有列队送迎的人群；
没有烟酒糖果的礼数；没有远亲近
邻的闹动……就这样朴实而淡定地
了却千里寻亲念想。

片段二：吃工作午餐。一天，陈
云和陈毅市长等四人外出搞社会调
查，途经一家饭馆，便进店吃午餐。
店家前来问：“点什么菜，喝什么酒？”
四人环顾一番邻桌的美味佳肴后，陈
云与三位商定，点了三碗阳春面，一
碗排骨面。四碗面不一会儿连汤带
面全下肚了，后又添了四碗。真不敢
相信一个国家副总理、一个上海市市
长的工作午餐就这么给打发了。

片段三：退回“英纳格”表。戎马
一身的战士、一个跟随陈云首长十多
年的警卫员，好不容易盼到结婚大
典。穿着一新，胸佩大红花，容光焕
发地登上了婚礼台。突然间，他手腕
上佩戴的手表映入了证婚人陈云的
眼帘。陈云一个箭步上前指着手表
问道：“这怎么回事？”警卫员答道：

“这只‘英纳格’表是我花了两万五从
朋友处买进的，市场价是十二万五。”
首长追问：“那为什么贱卖给你？”答
道：“还不是看在你的权上！”“那我的
权是谁给的？”陈云严厉地责问道。
接着责令他摘下手表，退回给卖主，
并立马脱下自己的手表给他戴上。

将 近 2 个 小 时 的 故 事 片 放 映
结束了，这三段情节久久在我心
中萦绕。“洁身自好”的风范让我
追慕不已。

光影人生

细微处的风范

■张广仁 文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
值得人们纪念的重要年份，也是激发
人们铭记历史、鉴往知来的重要时
刻。近日我怀着对先烈的感恩之情，
瞻仰了淞沪抗战纪念馆。那里是上
海“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抗日
重大战役主战场遗址，是全面反映淞
沪抗战史事、揭露侵华日军残害上海
人民滔天罪行和颂扬上海军民伟大
抗战精神的专题纪念场馆。

“战场遗址纪念碑”设在草坪中，
一旁是高悬的“和平之钟”：宝山区人
民政府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而
建。钟身上铸有“牢记历史，不忘过
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4 句警言。
立在钟前我沉思良久：列宁曾告诫人
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扪心
自问，“历史”牢记了吗？“过去”忘却
没有？

继续前行，“淞沪魂”长卷石刻墙
呈现眼前，这是淞沪抗战纪念馆“主
题墙”，是记录当年上海军民不畏强
暴、英勇抗战场面的一座丰碑。主题
墙前我默默致哀，祈福“淞沪魂”抗战
精神永远激励后人：牢记历史悲剧。
走进陈列大厅，一幅幅图片文献、一
件件实物史料、日军残害上海同胞的
实景画面刺痛着我的心。

二楼《侵华日军在上海的暴行》
展示厅，每一块图版文字，都记载着
日本兵兽性施暴的累累罪行，我咬
牙切齿、满怀激愤！史料叙述：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2 月
29日，日军攻占江湾圣塘见人就杀，
凡未逃走的妇女全遭日军强奸；日
军把 40 多个村民集中一处刀砍枪
击，以此取乐；他们还放出狼狗撕咬
村民，圣塘成了人间地狱。1937 年

“八·一三”抗战期间，日军对上海人
民的杀戮更肆无忌惮。据统计，宝
山县有 3 万无辜平民遭日军杀害，
占宝山战前人口的19.27％。8月23
日夜，日军在罗泾登陆并杀进赵家
宅，村民赵志冲带着就要分娩的妻
子和两个孩子逃进淬杨坟场被日军
发现，他们砍下一个孩子的头，拦腰
把另一个孩子砍成两截，而且惨无
人道地把赵志冲妻子剖腹，用刺刀
挑出腹中婴儿抡来甩去作乐。日本
兵这样的兽行村村如此，比比皆
是。据统计，日军占领罗泾不到100
天，杀害村民2244人。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伤痛刻骨
铭心。

中共一大会址（夜景） ■黄伟助

《风起云涌》影片观后感

意犹未尽

瞻仰淞沪抗战纪念馆感怀

文苑投稿电子信箱：
zfk@yptimes.cn，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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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

杨浦区公益电影流动放映排片表

注：以上信息由区文化局提供，未注明
放映时间的皆为19：00放映。因天气等原
因，实际放映有变动的可能。居民在观影前
请务必事先联系确认，以当天排片为准。

时间
7月25日
7月25日
7月26日
7月26日
7月27日9:00
7月27日9:00
7月27日13:30
7月27日14:00
7月27日
7月27日
7月28日9:00
7月28日9:00
7月28日9:15
7月28日14:00
7月28日13:30
7月28日
7月28日
7月29日9:00
7月29日14:00
7月29日
7月29日
7月30日
7月31日9:00
7月31日9:00
7月31日14:00
7月31日
7月31日

放映地点
殷行二村居委会门口
双辽新村43号门前
抚顺路373弄1号105室
浣纱三村小花园
凤城二村19号
包头南路588弄14号
国秀路700号
平凉路1730号
周家嘴路1683弄12号门口
锦西路88号网球场
兰州路1106弄226号
密云路460号
杨浦文化馆
鞍山六村90号
鞍山四村35号
加州水郡中心草坪
江浦路105弄17号门前
河间路688弄5号
殷行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橡树湾小区北门
凤城二村（1）居委会门口
控江107弄12号门口
凤城二村19号
怀德路399号
怀德路399号
佳龙二期广场
河间路555弄

影片名称
极速蜗牛、赌城风云
里约大冒险、金蝉脱壳
冰雪奇缘、战狼
帕丁顿熊、钟馗伏魔
第七谎言
十万个冷笑话
王牌
丁丁历险记
超能陆战队、狼图腾
帕丁顿熊、心花路放
帕丁顿熊
触不可及
狼图腾
疯狂原始人
功夫熊猫2
冰雪奇缘、怪兽大学
里约大冒险、变形金刚4
狼图腾
怪兽大学
里约大冒险、重返20岁
超能陆战队、战狼
功夫熊猫2、变形金刚4
战狼
小兵张嘎
奇缘灰姑娘
战狼、变形金刚4
极速蜗牛、偷袭珍珠港

5年后上海将新增9条地铁
上海新一轮轨道交通工程建设

进入了建设高潮，在位于轨道交通17
号线青浦区朝阳河风井内的盾构机
于近日顺利始发，向漕盈路站方向开
始掘进，这标志着全长约35公里、连
接青浦与虹桥枢纽的17号线也正式
进入盾构施工阶段。

在建线路达128公里
5 号线南延伸、9 号线三期东延

伸、10 号线二期、13 号线二期、14 号
线、17 号线，车站共计 75 座，已开工
38座。

5号线南延伸3座地下车站已开
工；9号线三期9座车站已全部开工，
金桥站、金海路站结构封顶，累计4台
盾构推进；10号线二期基隆路站已开
工；13号线二期华鹏路站、华夏中路
站、陈春东路站已开工；14号线与东

西通道合建部分6座车站，浦东南路
站、浦东大道站、源深路站、昌邑路
站、歇浦路站、龙居路站施工正常开
展；17号线12座车站已全部开工，首
台盾构开始推进。

15号线等完成前期工作
8 号线三期、13 号线三期、15 号

线、18号线，车站共计65座。分别不
同阶段完成工程可行性批复、初步设
计批复或土建工程招投标等工程前
期工作。

此外，有望于年底前通车试运营
的轨道交通12号线西段（曲阜路站－
七莘路站）区段、13号线（长寿路站－
世博大道站）区段目前各项工程正有
序进行，首列车先后于近期上线调
试，车站装饰安装完成 80%以上，同
步进行系统设备联调。

12 号线西段在车站装饰进一步
将车站周边的环境特色融入到装饰
中。如桂林公园站设计以桂花吊灯
和桂花立柱；龙华站的装饰风格与龙
华寺相得益彰。12号线西段全长21
公里，穿越了闵行、徐汇、黄浦、静安
及闸北 5 个行政区，共设 16 座车站，
全为地下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

13 号线综合运用各种先进工艺
和方法，攻克众多施工难题。自然博
物馆站-南京西路站区间下穿新开放
的自然博物馆，为降低地铁运行对自
然博物馆内展览及影视厅的影响，采
用了目前轨道交通业内最严苛的减
振降噪措施。本次通车段线路长度
9.8公里，设9座地下车站，线路在汉
中路站与1号线和12号线三线换乘、
在新天地站与10号线换乘、在马当路
站与9号线换乘，其中马当路站——

世博大道站区段2010年上海世博会
前已建成运行并服务于上海世博会，
世博会后停运，本次对该段工程按照
新的通车标准要求进行了升级改造，
为乘客提供更好的乘坐环境。

11 号线迪士尼段目前也已进入
列车上线调试、车站装饰安装和系
统设备调试阶段，各项工程进展正
常受控。

2020年底还将新增9线
今年上半年，各条在建、新建新

线的筹备、开工和建设工作持续紧张
推进。按照新一轮建设规划，到2020
年底，上海还将新增 9 条新线约 260
余公里里程，形成总规模 18 条线路
（其中 12 条穿越黄浦江）、总里程约
800公里、500余座车站的庞大轨道交
通路网。

日前，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市总工会、市企业联合会/企业
家协会、市工商业联合会联合印发

《关于2015年本市企业工资增长指
导线的通知》。2015年本市企业工
资增长指导线为：平均线 10％，上
线 16％，下线 4％。《通知》要求，应
当兼顾效率与公平，经济效益较好
的企业，工资水平较低的，工资增
长幅度应当高一些；工资水平较高
的，工资增长幅度可以低一些。生
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工资增长幅度
可以低于下线。

■王连军遗失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310110600230671，
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第二南北通道开工
2017年将全面竣工通车

记者获悉，近日，万荣路（江场
西路至汶水路段）燃气和自来水管
道敷设工程将全面展开，自此，由
市政府和闸北区政府共同投资
27 亿元的市重大工程——普善
路－万荣路－三泉路南北通道
辟通工程，其北段工程宣告正式
启动，并将于 2017 年第一季度全
面竣工通车。

届时，有上海道路交通“首堵”
之称的南北高架共和新路闸北段
有望缓解，沪北地区数十万市民出
行难问题亦将大大缓解。这是继
北横通道后，本市实施的又一重点
道路辟通工程。

普善路－万荣路－三泉路南
北通道辟通工程，南起普善路－中
山北路交叉口，北至三泉路－场中
路交叉口，全长5.5公里，地面道路
按双向四快二慢车道进行布设。

为将工程建设对道路交通和
市民出行影响降至最低点，普善
路－万荣路－三泉路南北通道辟
通工程共分为二段建设。

目前已启动的北段工程，南起
普善路－延长中路交叉口，北至
三泉路－场中路交叉口，全长 4.3
公里。北段工程下穿大宁灵石公
园下立交，将结合公园改造同步
建设。

南北通道大宁灵石公园下立
交在公园内基本都是暗埋段，下立
交经过南侧湿地湖泊，北侧人工湖
泊和相近的南北中三处高度不同
的假山；施工分南侧、北侧两个阶
段进行，南侧封闭施工时，北侧照
常向游客开放，待南侧竣工向市民
开放后，再封闭北侧进行施工。

南段工程南起普善路—中山
北路，北至普善路—延长中路，工
程将于2016年上半年开工。据悉，
北段、南段工程将于2017年一季度
同步竣工通车。

除了在机场、境外免税店能买
免税商品外，一家面积达到 3000 平
方米的大型免税店将亮相市区。记
者近日从静安区商务委获悉，新的
免税店将坐落在曹家渡悦达 889 广
场，以取代原来的已有 30 年历史的
上海中服出国人员服务中心免税
店，成为市区唯一一家免税店。

老店曾被不少人当作景点
可能很多年轻人都还不知道，

在上海市中心一直有一家免税店，
就是位于江宁路的上海中服出国人
员服务中心免税店（以下简称中服
免税店）。这里曾经是上海、乃至长
三角归国人员和留学生在境内购买
进口免税品的不二选择。这家店建
于1985年5月，距今已有30年历史。

在机场免税店还未兴起之时，
作为本市唯一特许经营免税商品的
商店，中服免税店有过一段辉煌岁
月。很多老上海人都记得，大约 20
多年前，这家免税店在普通市民眼
中还有不少神秘色彩。

30 年来，这家店基本上变化不
大，门口上挂着金灿灿的“免税店”
三个字招牌。店内面积约有 500 平
方米，主要销售化妆品、进口食品、
皮具、箱包、腕表、少量进口奶粉
等。据工作人员介绍，店内大约

100 多个国际品牌，销售的单品种
类超过 8000 个，价格大约是市场价
的 7.5 折。

新店购物资格维持不变
如今，这家 30 年的老店将迁址

“卷土重来”。据了解，根据静安区
与上海国检局签订的合作协议“国
检支持静安八条”，其中之一就是在
静安新开一家面积更大的免税店，
地点已经定于曹家渡悦达广场。

新的免税店面积达 3000 平方
米，建成后将替代原来的中服免税
店，成为上海最大、也是国内唯一服
务离境回国人员的免税品销售点。

与原来的中服免税店一样，新
的曹家渡免税店也不对普通市民开
放，其销售对象有明确规定，只能
是持中国护照等有效证件的入境
旅客，主要指因公、因私出国人员
等年满 16 周岁以上的各类中国籍
旅客：出境旅游者、留学人员、援外
人员、赴外劳动人员、驻外交机构
人员、访问学者、远洋船员等。而
且要在回国后的 180 天内购买，店
内会刷卡验证。

中服免税店店长张先生表示，
目前新店正在装修，根据计划，将于
今年12月28日开业，届时老店商品
和人员会整体迁移过去。

沪上最大免税店将现曹家渡

活动信息

《小主人报》是中国第一张由
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参与采访、摄
影、编辑的报纸，于 1983 年 7 月 15
日在上海创办，2001 年 1 月被共青
团中央确立为中国少先队队刊。

《小主人报》长白记者站成立
于30年前，以培养学生“适应环境
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和“独立
工作能力”为重点，为有志于从事
新闻工作的少年儿童提供成长平
台。如今，曾从《小主人报》长白
记者站走出来的小记者学员们，
在社会各行各业奉献着自己的聪
明才智。

为庆祝《小主人报》长白记者
站成立30周年，近期将举行庆典活
动，诚邀曾经的小记者学员们参
加，看到了就赶紧联系我们吧。

联系人：王耳昌
联系电话：150266498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