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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丰子恺、叶浅予、张乐平、华君武、丁聪、贺友直……这些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 他们用简单的艺术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以令人可亲可近的方
式，讲述着身边的故事。

在梅陇，亦有着这么一批人，他们用朴实的文字记录着梅陇社区的人文，用画笔描绘梅陇丰富的色彩，还用镜头拍下动人瞬间，见证着梅陇点滴的变化。
《梅陇报》特辟梅馨陇韵专刊，将你在梅陇的所见、所思、所闻一一呈现，记录一个时代的印迹。

如今的春申塘， 西起北竹港，
穿越北横泾， 一路向东入黄浦江，
横贯闵行区中部地区。 春申塘，自
古是梅陇镇境内的母亲河，春申塘
两岸如今是梅陇镇新时期开发建
设的核心区域。一条母亲河往往就
是一部地方史书，春申塘记载着本
地区千年水利建设史和城市发展
变迁史，值得今人细细品读。

1978年以前的春申塘并不像
今天那样宽阔挺直，而是顺地形而
流，以致弯弯曲曲，走向多变，胜似
一条游龙，贯穿了梅家弄、朱家行、
翁板桥等集镇及众多村宅，灌溉着
周边大片农田。其河面宽虽然不满
二十公尺，却是连通黄浦江的骨干
河道，水上交通十分繁忙。 跨春申
塘，有敦义桥、翁板桥等古石桥，记

载着众多历史风情。
长期以来， 民间传说由战国

时期春申君黄歇开浚春申塘。 此
说缺乏史实证据，但是符合情理。
两千多年前， 古冈身地带海水泛
滥成灾，乡人难以谋生，春申君热
衷为民治水， 说他曾在这里率众
开浚一条向东通达滨海的水道，
合情合理。 当然，此河仅是春申塘
的前身，人称“莘村塘”或“新村
塘”。 明末清初，时人将黄浦和吴
淞江下游段改称“黄浦江”时，将
“莘村塘”改称“春申塘”。

水利建设关乎民生， 春申塘
的治水工程与本地区的经济社会
发展密切相关。 自明天启元年
（1621）起，春申塘曾进行过十一
次记录在册的大规模整治。其中，

明晚期天启、崇祯年间，十三年疏
浚了三次。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各
一次，同治、光绪年间各一次。 这
些时段， 正是本地区经济社会建
设成效显著的时期。 民国时期整
治二次， 规模不大， 成效有限。
1964 年，全线疏浚。 1978 年，上
海县进行大规模的河道整治，梅
陇地区放弃春申塘故道， 将河床
南移，全线截直，实地开挖达二公
里，直通黄浦江。新开挖的春申塘
河道宽五十公尺， 成为当时梅陇
公社与曹行公社之间的界河。

就此，地区水网大变，生态环
境改善， 为日后的城市建设大发
展奠定了基础。 近三十年，春申塘
两岸城市面貌发生巨变。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晚霞满天、 清波荡
漾、绿树婆娑、白鹭纷飞。
深秋的一个黄昏，我同夫
人沿龙里路信步来到淀
浦河边。

淀浦河两岸树木茂
盛， 花坛里开着红花，河
滩边长着不多的芦苇，呈
金黄色。 秋风徐来，绿叶
沙沙、芦苇摇曳。 河水在
晚霞映照下静静流淌着，
时而泛起阵阵涟漪，水流
过岸边凸出的地方会冒
起浅浅的小白沫。

放眼望去，南岸的柳
树上和两岸滩涂边白鹭
成群。 这些小精灵亭亭玉
立、伸颈展翅，有的盯着
水面、神态专注，有的呼
朋唤友、 成群在水面翱
翔。 它们时而掠过河面，
衔鱼而起，像俯冲而下的
轰炸机； 时而飞向青天，
鸣叫而上，像直刺苍穹的
歼击机。 气势之大、姿态
之美，令人赞叹。

晚霞，染红了两岸建
筑， 染红了树木草坪，也
染红了河面，水中尽显美
丽的倒影。 河边 2米多宽
的蓝红双色步道非常养眼，紧贴河
岸向两头延伸。不少老人在落日余
晖中悠闲散步，一对童颜鹤发的老
夫妻手搀手，喃喃细语，幸福满满。
推着童车而行的年轻妈妈，逗着车
里的婴儿， 笑脸上洋溢着浓浓母
爱。几个青年人围在人文梅陇的专
栏前，也许发现熟悉的文章，他们
议论着，咯咯笑着。

我俩沿步道向陇中路桥而行，
两岸都有不少钓鱼人。近梅陇港的
岸边也有人在钓鱼， 我走过去，见

他们钓上几条小鲫鱼。 “有
大鱼吗？”我发问。一个戴帽
子的中年钓鱼人答道：“有，
前些天我钓到一条 12 斤重
的鲤鱼。钓大鱼要碰运气，抱
平常心就好。 ”另一个声如
洪钟的钓者， 在钓钩上捏上
鱼饵潇洒地将鱼线抛向水
中，回头对我说，“治理过的
河水质好，大鱼多，我在淀浦
河出水口曾钓上一条 23 斤
重的乌青，同鱼斗智斗勇，差
点把鱼线拉断咯。 ”说话间，
眼神里既有自豪也有幸运。2
个在河里扳渔网的人正“互
相吹捧”，20 多条小鲫鱼已
在他们的渔获桶里游动呢。

近莲花南路桥的步道边
建有一座圆形观光廊道。 我
同夫人拾级而上， 登上约高
3 米的廊道。 晚霞洒在廊道
上， 一棵主干分叉的樱花树
从廊道中心处拔地而起，已
高出廊道 2米。我四处眺望，
夕阳西沉，天色渐暗，淀浦河
波光粼粼，充满韵律；不少白
鹭像一排排哨兵站在水边整
理羽毛，有的在树上歇息，有
的还在上下纷飞， 发出的叫
声不知是喜悦还是期盼；莲

花南路桥上车流滚滚，归家的人们
步履匆匆，附近的楼房里已有柔和
的灯光亮起， 似乎在等候亲人回
家。嘿，这里的景色真美啊！夫人很
感慨。我点头称道：梅陇正在嬗变，
以后一定会愈来愈美。

忽然，远处有人用萨克斯吹起
了《回家》的名曲，随风传来，那醉
人的旋律和浓浓的亲情直入心底，
传递出家的温馨。于是，在深沉、优
美的曲子中， 我俩踏上了回家的
路。 （作者系世纪苑小区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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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梅陇】

辞旧迎新咏
薛鲁光

辞旧迎新虎年到，历数佳绩倍骄傲。
脱贫攻坚农家乐，太空飞船任翔翱。
雨水润田丰年兆，娃儿奋发强国超。
全民齐心战瘟疫，害人白骨哪里逃？

（作者系梅陇镇新闻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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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 杨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