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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朱竞华

□ 记者 咸明

一届区委一次全会产生区委领导机构
区委书记：马乐声 副书记：唐海龙 李政
区委常委：马乐声 唐海龙 李政 侯继军 梅云平 吴召忠 王晓科 薛红 陈学哲 龚朝晖
区纪委书记：陈学哲 副书记：时枫 龚著忠

一届区纪委
一次全会召开

▲ 崇明区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左起）：陈学哲、王晓科、梅云平、李政、马乐声、唐海龙、侯继军、吴召忠、薛红、龚朝晖

□ 记者 吴雄

（下转4版）（下转4版）

本报讯 11 月 10 日上午，中国共
产党上海市崇明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圆
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崇明会议中心
胜利闭幕。

这次大会是一次发扬民主、集思
广益的大会，是一次团结鼓劲、求实奋
进的大会。大会号召，全区各级党组
织和全体共产党员要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围绕“四个全
面”的战略布局，不断地践行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
生态引领、创新发展，大力实施“生
态+”发展战略，以对党高度负责、对
历史高度负责、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
神，全面推进现代化生态岛建设，为打
造生态崇明、美丽崇明、幸福崇明而努
力奋斗。

大会由马乐声同志主持。大会主
席团常务委员唐海龙、李政、侯继军、侯
永文、梅云平、吴召忠、王晓科、薛红、陈
学哲、龚朝晖在主席台前排就坐。

在 大 会 监 票 人 监 督 下 ，到 会 的
370 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出 38 名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崇明区第
一届委员会委员、7 名中国共产党上
海市崇明区第一届委员会候补委员、
31 名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崇明区第一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会上，受大会主席团委托，大会秘
书长李政宣布，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一
致推举马乐声同志为中共上海市崇明
区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持
人，陈学哲同志为中共上海市崇明区
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主持人。

王晓科同志受大会主席团委托，
报告本次大会期间代表提案审查、立
案情况。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共上海市崇明
区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
于中共上海市崇明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大会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
体共产党员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牢牢把握各项有利机遇，
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乘势而上，奋
力拼搏，坚持生态立岛不动摇，牢牢把
握“生态引领、创新发展”这一主线，以
更开阔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大力实
施“生态+”发展战略，不断提升生态
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
平，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建设空间
格局更加优化、生态质量更加优越、人
居环境更加优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更加普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
善的现代化生态岛，全力建设生态崇
明、美丽崇明、幸福崇明，向世界级生
态岛总目标迈出坚实步伐。

大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雄
壮的《国际歌》乐曲中胜利闭幕。

中共上海市崇明区第一
届委员会书记、副书记、
常委简介

本报讯 中共上海市崇明区第一
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11月10日
下午在崇明会议中心举行。出席会议
的有区委委员 38 人，区委候补委员 7
人。马乐声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

全会选举产生中共上海市崇明区
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书记和副书记。
马乐声、唐海龙、李政、侯继军、梅云
平、吴召忠、王晓科、薛红、陈学哲、龚
朝晖当选区委常务委员会委员。马乐
声当选区委书记，唐海龙、李政当选区
委副书记。

全会批准通过了一届区纪委一
次全会的选举结果。陈学哲当选区
纪委书记。时枫、龚著忠当选区纪委
副书记。

马乐声指出，区第一次党代会胜
利闭幕，标志着崇明撤县设区工作又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本报讯 11 月 10 日下午，中共上
海市崇明区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一次全体会议在崇明会议中心举行。
受中共上海市崇明区第一次代表大会
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的委托，陈学哲主
持全会并讲话。

全会选举产生中共上海市崇明区
第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和书记、副书记。陈学哲、时枫、龚
著忠、姜卫忠、葛武君、陈卫兵、徐刚当
选一届区纪委常委。陈学哲当选一届
区纪委书记，时枫、龚著忠当选一届区
纪委副书记。选举结果报经一届区委
一次全会批准通过。

陈学哲指出，一届区纪委任期的五
年，是崇明加快推进现代化生态岛建
设、不断提高管党治党规范化和制度化
水平、全面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
平的重要五年。要准确把握形势，找准
职责定位，忠诚履行职责，坚决落实区
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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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城内，东西南北，有门就有
路。到了现在，一个门也没有了，却
仍有路。东门路、西门路、南门路、
北门路。过去或许反而没有路，有
路也是土路。现在的路叫马路，看
不到马了。

每 天 我 从 西 门 路 上 经 过 ，有 多
少风景。有多少风景呢？天天在眼
前的好像不是风景，风景一定在远
方 ，要 你 舟 车 劳 顿 ，舟 车 劳 顿 的 尽
头，风景等在那里。

西门路上有风景，不用舟车劳顿。
有一家水果店，开在西门路上，

北门路以北。我经常从那里经过，
一天一天地，眼见它长大。先是一
个小小的铺面，缩在一间小小的房
子里，因为小，所以看上去有点害羞
似 的 。 后 来 装 修 了 ，显 出 了 亮 丽 。
不同的水果有不同的色彩，如大街
上争先恐后的靓女，相互攀比，争奇
斗艳。忙碌的是一男一女，加一个
六十开外的妇女。猜想，应该是一
对夫妻，老的那个，是丈夫或妻子的
母亲吧。后来发现，夫妻俩外地口
音，老的那个却说崇明话。弄不清
他们之间的关系了。

我 买 水 果 ，一 个 西 瓜 ，一 斤 苹
果，山竹，橘子，反正有什么，就买点
什么。进门，女人招呼：“来了啊！”

我 笑 笑 ，点 个 头 ，挑 个 什 么 水

果，说声便宜点啊。便宜不便宜都
买了。

不算熟人。也不完全是生人。
有 时 候 他 们 会 主 动 推 荐 ，这 个

西瓜好，刚进的，新鲜。有时候，女
人会说：“橘子，你明天来吧，这个不
新鲜，明天有新进的。”我笑笑，不说
话，走了。

有一回选了个榴莲，一摸口袋，
我尴尬地说声没带钱，不好意思。女
人说，拿走吧，下次来付，不要紧的。

后来我知道了，女的是崇明人，
嫁给了山东人。夫妻俩开店，女的
嫁鸡随鸡，说话口音都被丈夫同化
了。瘦瘦小小、精精神神的一个女
人，一天到晚在忙碌，却有永不疲倦
的笑容。

有一段时间，家里的水果，几乎
都是从那个摊位上买的。时令的水
果，稀奇的水果，有不同的香味，在
叫做“家”的每一个角落里游荡。

到 了 夏 末 初 秋 ，天 气 尚 未 转 凉
的时候，华联超市门前的树荫下，一
溜 长 摊 ，是 芦 穄 的 集 市 ，铺 天 盖 地
的，好像崇明岛的芦穄都来这里展

示了。都是上好的芦穄，卖家在这
里卖，同时也是展示自己的种植水
平 ，看 外 观 ，长 而 直 ，尝 一 尝 ，脆 ，
甜 。 差 的 不 敢 来 ，来 了 也 卖 不 掉 。
而且都是当天收割的。那年，桥通
了，这个崇明的特产扬眉吐气了一
回 ，原 先 二 三 元 一 根 的 卖 到 了 十
元。我说，十元也不贵。要吃芦穄
只能到崇明，带出崇明岛的还算芦
穄吗？你有再好的保鲜，崇明人告
诉你，芦穄隔了夜，“切，猫屎臭。”

有一天傍晚，八点来钟，我从芦
穄的摊位前走过，集市已散，尚有二
三堆在那里留守。一个摊位上，一
对夫妇在吃晚饭，是盒饭，看不清什
么菜。见我走过，招呼我：“芦穄，带
几根吧！”我笑笑，说：“牙不行了！”
女 的 哀 求 ：“ 带 几 根 吧 。 你 看 这 芦
穄，甜的。”我一路往前走，女人招呼
的声音一路跟着我。

过 了 一 个 小 时 左 右 ，我 出 来 散
步，昏黄的路灯下，芦穄摊位只剩下
一个了，那对夫妻还在那里守着，见
我走过，只对我笑笑，不说话。地上
还有七八根芦穄。

我站着，看他们。
他 们 一 定 是 早 晨 就 来 了 ，为 了

这堆芦穄，从早到晚地守着。
有 一 年 ，母 亲 种 的 几 亩 西 瓜 大

丰收。上市的时候，正值放暑假，母
亲说，帮我去卖西瓜吧！我用自行
车将西瓜驮到离家最近的集市。大
约两百多斤西瓜，从早晨开始，直到
晚上九点多钟才总算卖完。一天下
来，脸晒得蜕了皮。母亲整理零票
的时候我在想，要是把那些西瓜送
给谁，告诉他卖了以后的钱完全归
他，他一定会要吗？

我对那对卖芦穄的夫妇说：“就
几根了，留着明天再卖也不迟啊！”。

男的看了看我，好像自言自语：
“芦穄放到明天，还怎么吃啊！”

我说：“猫屎臭。”
我说：“给我两根吧！”
这 排 芦 穄 摊 位 ，从 初 秋 摆 到 深

秋 ，等 秋 风 飒 飒 的 时 候 ，才 渐 次 收
摊。收摊后的树荫下，留下一片空
白，如收获后的麦地。在其余的日
子里，那些卖芦穄的人，一定按照时
令的脚步，去进行新一轮的播种、培
管。明年，他们一定会如期到来。

只是，岁月又让他们老了一岁。
不种芦穄的我，同样老了一岁。
只有西门路，如一条河，守在城

区的西边，看不出年龄。

母亲，诗人

诗韵悠悠

□ 叶振环

以一个梨子的
形式存在

梨花的美，
我不敢肯定。
是形而上学的，
抽象的，没有危险的。

梨花的笑，
我不敢保证。
是发自内心的，
纯洁的，不带一把小刀的。

为了爱情不过早地死去，
我把泪藏在泪里，
把伤疤结在伤疤上。
然后以一个梨的形式存在。

也许酸涩。
也许硬邦邦的。
请原谅，我一生就这么个脾气。

无所谓饱满，也无所谓空虚。
成熟就好。

母亲的希望，在五月，格外沉重。
目光，比月亮这把镰刀，还要锋利。

此刻一滴滴汗，不再隐忍。
开门见山，质问麦苗与泥土的真情：

“麦穗倒了，为何麦茬，

还要以死灰复燃的方式，继续爱？”

不懂，就是不懂。
年轻人，是一种奇怪的病。
理不清的，何不，一刀，两断？

春去冬来，日子一天天过去。
思念，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可母亲，这个庐山之外的人，
却一头扎在地里，
成为一株根深蒂固的麦苗，
谁也拔不动她。

母亲写诗的时候，
总爱摊开一亩三分地这张稿纸。

玉米，大豆，红薯，谷子，
是她笔下最情感饱满的文字，
象形，形声，会意，都有。

茄子，萝卜，冬瓜，黄瓜，
负责分行，或律诗，
或绝句。

锄头，是挖掘诗魂的高手。
或深入，浅出。
或掏心，掏肺。
或知根，知底。

最爱用的意向，
落日，虚构的乌鸦，
开花的树，向下的溪流，
上善的水。

韵脚多追随流水，马蹄，
或者平平仄仄的山路。

一株拔不出来的麦苗

□ 顾晓东

过纱 孤老 馃馅 箍杀

“过”，有“姑”、“顾”两种读音，
并且可能又“货”音。读同“顾”，说

“过秤”、“过口”、“过念头”、“过河拔
桥”、“过门新妇”等。读同“估”，说

“过梢”、“过断”、“过头说话”、“过头
勿出”等。其中，“过头勿出”指脑子
里想不起来，而想起来了就说“过头
出来特”。“过”，可能又读同“货”，说

“过纱”、“过车”、“过板”之类。“过”读
“顾”和“估”音，其声母都是ɡ；读
“货”音，声母为 h。“过”的旧体为
“過”，同样是以“呙”为声旁的文字，
我们看到“锅”是ɡ声母，而“祸”是h
声母。又如“固”为声旁的“婟嫪

（‘婟嫪’，即‘孤老’）”的“婟”，《集韵》
“古慕切”音“顾”ɡ声母，《广韵》“胡
误切”音“护”h 声母。这些表明，声
母ɡ和h两读，是出现得比较多的一
种现象。“过”如果可以读同“货”，那
么用来说“过纱”、“过车”、“过板”等，
意义是十分通畅的。“过纱”，就是纱
从一个地方过换到另一个地方。“过
车”、“过板”，都是让纱从一个地方
过换到另一个地方时使用的工具。

“孤老”，《辞源》解释为“非正式
夫妇关系中女性所结识的男子”。清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声类》：婟
嫪恋惜不能去也。按今俗谓所私之
人曰孤老，其遗语也。”这表明，“孤老”
本“婟嫪”，指崇明话所说的野男人。

“嫪”在《辞源》释为爱惜、留恋，《正字
通》云“凡嗜好不能割弃者曰婟”。“婟
嫪”的原意，指恋念、恋惜和不舍。“婟”
在《集韵》有“古慕切”一读，音同

“顾”。“嫪”《广韵》“郎到切”，音同“老”
的阳去调。“婟嫪”在崇明话里，可以
连读成“孤老”。崇明话把一种鞋面
上缝有“松紧带”的布鞋叫成“追孤老
鞋子”，表示这一种鞋子在快跑时不
会掉落。骂人绳子扎得过紧过死，叫

“扎孤老”。“孤虚”、“孤息”，都指伤心，
如说“夷孤虚来哭特”、“夷孤息来哭
特”。“孤虚”亦“孤嘘”、“孤唏”，“孤息”
亦“孤吸”。

“馃”，音“果”，说“馃馅”。“馃
馅”，指月饼。清翁耀东《潮州方
言》：“俗重祭祀，妇女多制馃品，中
裹豆米调饵，曰馃馅。”“馃”亦作

“粿”。《现代汉语词典》中，“馃子”也
作“果子”，且以“馃子”为推荐词形，
解释之一为“旧式点心的统称”。“馃
子”也作“果子”，表明“馃馅”也可以
作“果馅”。按照《现代汉语词典》

“馃子”为推荐词形的做法，崇明话
里可以用“馃”说“馃馅”。

“牯牛”的“牯”，音“裹”。《广
韵》上声姥韵公户切：“牯，牯牛。”

《正字通》：“俗呼牡牛曰牯。”“牡
牛”、“牯牛”，就是公牛。崇明话说

“小牯牛”、“新发牯牛”、“削角牯
牛”、“杀胖牯牛”。和“牯”同一声
旁的“秙”，《崇明方言大词典》所注
音如同“课”，阴去调。作物外层的
黄叶，叫“黄秙”，如说“菜黄秙”、

“稻柴黄秙”。“黄秙”的“秙”，可能
就是“枯”，但读音上的障碍在于

“ 枯 ”为 阴 平 调 ，是 崇 明 话 说“ 枯
人 ”、“ 枯 郎 头 ”、“ 枯 木 头 浪 上 桐
油”、“枯竹头 （‘ ’，‘该’的阳
去调）也爆青”的“枯”。

“箍”，有“估”和“枯”两种读音。“桶
箍”和“箍桶”的“箍”，均音“估”，而且前
者是名词后者为动词。“枯”音的“箍”，
也是动词，表示用绳子等捆住、勒住、
套住。“箍锭”，指把纸钱扎在一起。“箍
杀”，就是勒死。张惠英老师在《崇明
方言大词典》中说明：“箍，《广韵》平声
模韵古胡切‘以篾束物’，是不送气声
母，但很多方言读送气声母。崇明话

‘箍’在有些词中读不送气声母，有些
词中读送气声母。”“水铿（‘铿’，音‘肯’
的阴平调）塌髁”的“髁”，音“枯”。《广
韵》平声戈韵苦卧切：“髁，膝骨，《说文》

‘髀骨也’。”“水铿塌髁”，形容脚没在水
中走路的样子。

童大年的篆刻艺术

文化沙龙 □ 大诚

黄凯 油画《荷》

童大年（1873-1955），江苏崇明人
（今属上海人），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出生
在杭州。原名暠，字幼来，号心龛，三十
二岁时更名大年，别署醒盦、心安、省庵、
省莽、惺堪、性涵、洵罕、洵庵、心禅、心庵
和尚等。斋名安居、依古庐、绿云盦、获
获斋、雪锋片石草庐等。金石书画全能，
且享高寿，流传作品较多，尤其是篆刻作
品，一生治印过万，风格多样，是近代海
派篆刻史上的一代大师，被誉为“全能型
选手”。

上海自开埠以来，以得天独厚的地
理环境，兴旺发达的商业经济，海纳百川
的文化氛围，促进了海派篆刻的崛起，同
时也造就了像徐三庚、吴昌硕、赵叔孺、
王福庵、童大年等海派大师巨匠，工写并
举，流派纷呈，各领风骚。

童大年，家学渊源，出生于书香
门第，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在晚清
民国海派印坛，作为一个独处独行的
大家，海派翘楚，西泠元老，在金石书
画上无所不能。

观大年之印，看似平淡工致，实则
格调高古，经久耐看，回味无穷。其特点
有：一是直接取法古玺汉印；二是受明清
流派篆刻影响而游戈于浙派与皖派之
间，尤其是直接受邓石如“印从书出”、赵
之谦“印外求印”创作思想的影响，能广
泛地汲取古代金石文字精华，取众家之
长，融会贯通。三是喜欢制作古玺式小
印，精彩十分，还取法汉晋砖文，瓦当文

《祀三公山碑》文入印，趣韵天成独到，金
石气盎然，文人所崇尚的《雅》是这一时
期审美追求，被视为一种高格调。他契
合了这种追求，并被追崇。此外，由于童
大年书法篆刻之外兼及绘事，所以他的
印大局观很强，讲究“经营布局”，注重疏
密对比，所以章法上醒目夺人。曾曰：

“密不容针，宽可走马，是书画印不二法
门。”一语道出天机，启迪后人。

童大年篆刻刀法有浙派切刀的刻
法，但更多的是邓石如式的冲刀法，刀法
精美，而不陷入工艺化之中，分寸适度，
精能娴熟；其线条结合赵之谦之爽健，有
时又似吴昌硕之厚朴为一炉，姿态丰
富。但其个人风格似乎不够鲜明，有些
印作特点不很突出，远不及吴昌硕、齐白
石、赵之谦等特立独行，然其风格清雅，
作品精致，形态多样，刀笔俱佳，印兼众
长又无尘俗之气，十分难能可贵而耐人
寻味，实乃海上民国印坛的代表人物之
一，也是近代印人中的高手。

20世纪，海派篆刻人才辈出，达到
了空前的境地，但遗憾的是没有人对当
时的篆刻大师加以遴选。后人林乾良
在2000年以个人名义发起了一次20世

纪篆刻大师的遴选活动。主要对象是
西泠印社社员，各印社的社长及著名篆
刻家，最后选出 20 位 20 世纪篆刻大
师。评选结果，童大年以他深厚的艺术
功底和风格多样的艺术形式，得到了业
内许多人的推崇，以“全能派”的面目名
列其中。

孙洵先生在《民国篆刻艺术》中讲
到：“童氏篆刻虽博涉诸家，究竟未能造
就一家之面目，时誉虽高，未能流风后
世。”童大年篆刻的优势及缺憾，足以让
后人深思和启迪。

童大年在篆刻风格的多样性，无论
是古玺汉印还是明清流派都有涉猎，无
论是工细一路还是粗犷一路都能胜
任。同时，他对同时代的诸如吴昌硕、赵
之谦等风格也予以吸收。

童大年的印作风格就是以高古和
金石味为主。说起金石味就是他追求
的目标，有斋名“依古庐”。以古为依，依
古而立，这也是童大年最后没有形成强
烈个人风格的原因。

说起童大年的篆刻，不能不读他
的边款，童氏早年印谱，如《列仙印
谱》《依古庐篆痕》《童心龛印存》，均
未附边款，唯 1943 年印的《童子雕篆》
印谱四册，及童氏 71 岁时自辑各时期
代表作，每印皆附原拓边款，可见其
慎重与精选，而且尤重各印边款对其
一生经历和篆刻创作心路历程的描
述。正如其自跋云：“嗟乎！杨子《法
言》曰：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
况予一生坎凛，艰苦备尝。自幼至
壮、而老，未得从容宁息。水厄二遇，
火厄三遇，兵燹复五遇，余尤多难堪
之状。姑举其略，识于各印边跋中。
览者如逢其人，如闻其语，知其梗概，
即作童子篆观可耳。”因此，《童子雕
篆》所载边款足以涵盖童氏生活七十
余年之梗概。

从研读童大年的边款，可获悉他七
十多年的大量资料，知其家学渊源，一门
风雅，亦挟官宦之荣耀。但生不逢时，动
乱战乱，生活流离，境遇难堪。但其艰难
险阻中唯于艺术不弃，并竭尽毕生之精
力，治艺甚勤，不仅于50岁后名扬大江
南北，且书诗画印皆佳。这些都值得后
人去研读、品味、感悟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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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面

西门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