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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泾··

徜徉在民俗文化的繁花丛中

【随笔】

那年补成人高考
文 朱扬清

又到一年高考时，我不禁想起
了那年补成人高考的往事……
那年，崇明农场任命我为新组

建的工业公司副经理。我多年从事
宣传工作，为胜任不了新的工作而纠
结。农场领导善解人意，成人之美，送
我去电大深造。我年逾不惑，只有初
中肄业文化，怕读不好电大而不想去
读电大。农场领导做我的思想工作，
说今年电大首次开放视听生，免成人
高考就可入学。这是一个千载难逢
的好机会，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啊！再
说，你是工业条线上的新兵，很有必
要去“充电”，学习掌握工业企业管
理知识，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适应
新的工作岗位。读电大每个月要脱产
一周时间，你的工作其他副经理会
为你分担的，你安心去深造吧！磨
刀不误砍柴工嘛！
于是，我带着农场领导的嘱托

和期待，走进了上海农场局电大分
校。三年读电大，既要学习，又要工
作，还要照顾家庭，作为原来只有初
中肄业文化程度的我，真是读得非常
吃力，曾有过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想
起农场领导的期待和鼓励，想起其他
副经理的相助，想到半途而废自己也
没面子，所以，我狠心咬牙坚持下来，
刻苦攻读。为了读电大，我忍痛割舍
了自已爱好的业余写作，远离了其他
的文化娱乐活动，挤出更多的时间，
集中更多的精力，日以继夜，埋头苦
读。我自知基础差底子薄，就笨鸟先
飞，自我加压，用加倍的时间，功课温
习一遍又一遍，习题解答一次又一次
……功夫不负勤奋的人，我的执着、
坚持、勤奋、用功，终于得到了应有回
报，历经坎坷，工业企业管理专业的
15门课程全部考试合格，总算松了
一口气，卸下了沉重的读书负担，沉
醉在大专毕业的兴奋喜悦之中。
真是好事多磨。上级教育部门

通知，电大视听生要补成人高考，达
到录取分数线才能发大专文凭，否
则发结业证书，国家不承认大专学
历。这个规定，一下子把我和 40多
位同班同学气得哇哇直叫。过后，我
冷静下来一想，读电大毕竟用了 3
年时间，而现在要在一个多月时间
里复习掌握高中课程参加成人高
考，觉得成功概率很低，所以不想参
加成人高考。
场领导给我打气，说你不能白

白放弃 3 年的心血，现在只差一口
气，无论如何要去争下这口气！我让
你去读电大，更支持你参加成人高
考，你不能辜负农场的重托啊！领导
说到这个份上，我还有什么理由不
领情，立马表态，落地有声：“奋力
拼搏，冲刺成人高考，夺取出线成
绩，不负领导重托！”
我吃住在电大，闭门谢客，两耳

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高复班。高复
班每天上八节课，有时还要加课，周

日还要补课，课程排得满满的，使人
有点透不过气来。高复班复习高中语
文、数学、政治、地理、历史五门课，内
容实在太多，时间实在太紧，我感到
压力山大，但只有一个念头：拼命也
要读好高复班，用比读电大时还要用
功的那种劲头攻读高复班。
我同宿舍的两位同学，是 20

多岁的小青年，年轻气盛，精力充
沛，乐当“夜猫子”，每天“开夜车”
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他
俩知道我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通
情达理，善解人意，为了晚上不影响
我休息睡觉，就到教室里去复习功
课，并把床铺也搬到教室里睡觉。他
俩动情地说：“朱大哥大我们 20 多
岁，读电大不容易，读高复班更难，
我们要为他着想，助他一臂之力！”
说得我心里暖暖的，增添了我读好
高复班的信心和力量。
经过一个多月的拼搏，我参加

补成人高考，想不到考得了 276 分

的成绩，超过了当年 265 分的录取
分数线，终于拿到上海电视大学颁
发的大专毕业证书，圆了大学梦。这
与其说是我努力的结果，还不如说
是领导、同事、同学真诚相助的结
果。这种人间大爱，始终感动着我，
激励着我，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文 黄发明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春光
明媚，柳枝荡漾，我来到长宁民俗文
化中心，徜徉在民俗文化的繁花丛
中，尽享民俗风味的文化大餐，视觉
盛宴。
坐落在北渔路上的长宁民俗文

化中心，原为新泾文化馆，后改为长
宁民俗文化中心，它是上海第一家
宣传民间艺术、弘扬民俗文化的宝
库。
环顾大楼外观，外墙咖啡色的

大楼，朴实、庄重而美观，内设影剧
院、茶室、阅览室、演艺排练厅及众

多民俗文化展示，还有一条民俗老
街微缩景观，中心经常举办戏剧欣
赏、民间说唱、文化沙龙、知识讲座
等文化活动，不论男女老少，不看年
龄大小，不管兴趣爱好，都能在这里
尽享传统民俗风味的文化美味，在
活色生香的民俗节目中，体验文化
多样性及其独特魅力。
长宁民俗文化中心是长宁民俗

文化领衔者，承担了区域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重责。多年来，
中心挖掘、整理和成功申报了民间
手工艺、江南丝竹、农民画、沪剧等
多项市、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2008年被市文广局命名为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也是培训民
间艺术技能、延续民族技艺、研究民
俗文化、孵化民俗文化产业多功能
实体单位。
我逐一步入各楼层的精彩展

馆。一楼是长宁沪剧团艺术馆，在这
里可看到长宁沪剧团的兴起和成长
史，以及众多艺术家的演出剧照和
多项文化部、市文化局、市委宣传部
的奖励，众多奖状闪耀着长宁沪剧
团的灿烂历史。长宁沪剧团的前身
是前辈沪剧艺术家顾月珍创办的努
力沪剧团，后改为长宁沪剧团，
1979 年又改名为上海市长宁沪剧
团，演出过《雷雨》《秋海棠》《魂

断蓝桥》《小茶总理》等一大批曾
经轰动上海的剧目，展馆中还陈列
了剧团出版的 10 多部戏曲书籍和
杂志，流芳于世。
在一楼还有古街微观景象，我

参观的那天，就有几十个沪剧爱好
者欢聚一堂，在古戏台上排练沪剧，
十分热闹。
二楼是博乐展堂。有海派雕刻

作品展，各种笔墨砚壶，琳琅满目。
还展示着根雕、石雕经典作品，古陶
瓷修复艺术，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当
年诸葛亮用木牛流马运送粮草的木
牛流马复古件展示，此外还有农民
画技艺，撕纸技艺，笛管琴弦，江南

丝竹等乐器展示。还有民俗歌舞介
绍，荡湖船、蚌壳舞、狮子舞、花轿
舞、莲湘舞、大头娃娃舞等介绍，精
彩纷呈，美不胜收。
三楼是知乐书斋，设有年画创

作基地。四楼是长宁沪剧团传承中
心，通过照片、实物、文字等介绍长
宁沪剧团的前世今生以及创业史、
荣誉史、演出剧目、主要艺术家介绍
等内容，丰富多彩，缤纷灿烂。
我花了近三个小时，逐一参观，

如在民俗文化百花园的繁花丛中徘
徊，展示的每一朵民俗文化的鲜花，
都散发出浓郁香味和鲜艳色彩，享
受着大饱眼福的视觉盛宴。

在家门口邂逅山海
他们在新泾遇见上古时期的美丽中国

你可曾目睹过神兽的生日派
对？你是否知道森林的行脚医生
长什么模样？正在上海生境博物
馆展出的“邂逅山海”———《山
海经》生境艺术复原展，如同一
幅绚丽的生态画卷，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打卡探寻，希望一窥遥
远的上古时期，美丽中国的神秘
风采。自从 5月 22日开馆以来，
上海自然博物馆将展览平移到位
于新泾镇绿八居民区的上海生境
博物馆，让社区居民得以踏进
《山海经》的奇幻世界，感受生物
多样性的丰富以及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
“邂逅山海”———《山海经》

生境艺术复原展由上海自然博物
馆展教中心团队联合新锐艺术家
插画师聂嘉更精心创作，巧妙地
提取了《山海经》里的动植物元
素，以书中的神兽为灵感，结合自
然、环境要素，创新展现上古时期
的生境。本次“邂逅山海”展览集
结了全部的 12幅画作，包括《驳
佑四方》《当康纳福》等最新力
作，均为首次公开展出。这 12幅
作品展示了 61 种动物和 37 种
植物，令人大开眼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