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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3 日，区文

化馆暑期青少年夏

令 营 之“ 小 小 书 法

家”活动举行。百名

“小书法家”在文化

馆 现 场 同 写《弟 子

规》，体味中华传统

文化。

今年区文化馆组

织的系列夏令营活动

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本月还有“小小音乐

家”、“小小舞蹈家”活

动也将先后举行。

张顺初 摄

前不久，区博物馆展出了《艺

路同行》朱泾书法沙龙十人展，堪

称金山书坛的又一大盛事。值得

一提的是，“十人展”中的九人都是

书家——而这个书法沙龙 2012 年

时还只是“六人展”。短短两年队

伍壮大了，质量也更高。这一切都

要归功于朱泾书法沙龙的创始人

——唐华。

在金山区书法界，无人不知唐

华。他融合汉碑和秦隶简帛的结

构，创造出与人迥异的隶书风格，

字体雄浑、大气、生动、古朴，充分

显示书法艺术的原始美。2013 年

是唐华的丰收年：全年获得市级以

上入展、奖项48次之多。

唐华有很多学生，最小的7岁，

最大的 82 岁。自 1985 年任金山第

一少年宫专职书法指导老师起，他

以满腔热情投身到书法教学中。

30年的执教生涯里，培养出了大量

的书法家，获得过市级以上奖项不

计其数，有的已成为书法教师、专

业人员。工作之余，唐华为书法事

业的传承呕心沥血。2004 年经他

倡议，十多名书法爱好者共同成立

了朱泾书法沙龙。至今，沙龙中已

有马建良等11人登上了市级书坛，

现在已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的盛兰君、张丰等也均出自该沙

龙。

功成名就，唐华却毫无“大家”

架子，他经常以普通居民身份，用

书法之长参与社区活动。面对全

区大小各类书法培训班、书法爱好

者的求教邀请，他都不遗余力，一

一指导，他总说：“中国书法已纳入

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发扬是我的

职责”。 冯镇

《51把钥匙》传递和谐医患正能量
本报讯 （记者 黄怡静 通讯员

赵晓萍）一名普通的家庭医生为什么

会有 51 把沉甸甸的钥匙？8 月 7 日，

在漕泾镇文体中心上演的沪剧《51 把

钥匙》为现场 400多名观众给出答案：

医患信任。

该剧是国内首部采用家庭医生题

材的沪剧。剧中主人公严华是一名普

通的家庭医生，她用一片爱心和倾情

付出，与社区内的病人建立了融洽的

医患关系，51 位居民怀着对她的信任

纷纷把家中的钥匙交给她，这些钥匙

成了对她最大的肯定。

演出受到了现场观众的强烈共

鸣，退休教师萧勤说：“这部剧让我更

深刻地认识到家庭医生的工作，他们

帮助百姓预防保健、减少疾病，是居民

健康的好帮手。”陈福地是漕泾镇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退休医生，他观

看完演出后，感到“真实、亲切、振奋、

鼓舞，主演刻画人物很感人，给我们家

庭医生、乃至全社区传递了医患和谐

的正能量。”

《51 把钥匙》主创团队——上海

勤苑沪剧团的团长王勤表示：“这是

一部‘定向戏’，但也是一部宣传医患

关系正能量的戏，更是一部诠释普通

百姓中国梦的好戏。”在创排之前，她

和编剧、导演、演员等多次深入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了解情况、搜集素材，

在了解了这些家庭医生的工作与生

活后，主创人员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

震撼，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创作欲望和

激情。”

8 月 9 日，朱行中学在金山工业区市民文化节社区日活动中进行了创意扎

染展示，学生扎染作品《龙》长2米，宽1米，为展示作品中创作时间最长、难度最

大的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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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田笔墨书写人生华章
——记“国展最高奖书家”唐华

“小书法家”同写《弟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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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望山，亦称秦山、秦驻山，

高 30 余米，面积 4.4 平方公里，位

于张堰镇以西三里。传说当年秦

始皇南巡时曾在此登高眺海。山

塘河源于秦望山，向西经过廊

下，流入浙江。

秦望村以秦望山得名，南临山

塘河，东临秦望山。这里河网交

错，阡陌纵横，古时是农业和商业

的汇聚之地。不仅有着数千年历

史的“山塘第一镇”孔家阙，还产生

了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着巨大

影响的高氏家族。

贞节桥和横港天主堂
记者此次探访秦望村的首个

落脚点，是横跨横港河的贞节桥。

贞节桥是座单跨三拼石板桥，由高

氏家族在 1926 年为纪念族中陈姓

贞节女子所建造。

中国历代为贞节女子树立的

牌坊并不少见，但是贞节桥在过去

确实十分罕见的。更为独特的是，

桥身上不仅有桥联，还有碑记，一

联为：“此处于往时有庙，比邻为彼

教之堂”，大意是：桥边以前有庙，

旁边是西方的教堂；另一联是：“济

众心悬古井天，望夫石踏清秋月”，

则讲述了贞洁桥背后的故事。相

传，当年高氏子弟高灿二十岁逝

世，没过门的陈氏坚决要嫁入高

家，服侍送终高灿父母后，又为了

家族的事苦心操劳。高家为了表

示感谢，遂建贞节桥。

距贞节桥不远，有一座“横港

天主堂”，始建年间已无可考，1930
年曾经翻建。教堂曾经有平房 22
间，钟楼一座，现被列为金山区文

物保护单位，仍保存完好。

高家与秦望的渊源
说到秦望，不得不提这里历史

上的名门望族——高氏家族。

高氏家族是秦望村的望族，历

史上人才辈出。曾任中国同盟会

江苏支部长、南社创始人之一的近

代诗人高旭、国际知名天文学家高

平子、江南著名藏书家高吹万均出

生于该村。

在秦望路东侧有几间老房，斑

驳围墙和黑瓦依稀向我们述说高

氏家族的故事，而这里也是著名的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高锟的

祖居。向东不远是高锟爷爷高吹

万建“闲闲山庄”遗址，黄宾虹、柳

亚子等名人曾在此“坐而论道”，以

诗文叩问南社与国学商兑会的精

神。

高氏家族热心社会公益事业，

他们办学、建桥、疏河，组织施医、

济婴等慈善团体。据称，高氏家族

在金山南部地区捐建有 38 座桥

梁，贞节桥只是其中的一座。至

今，当地老百姓依旧流传着“高家

造桥”的民谚。

绵延千年的孔家阙
山塘桥以西至月亮湾这片地

区，被当地人称作孔家阙，清末年

间曾经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小镇。

当时，望族高家与百姓在山塘桥两

边建镇设防，防止土匪骚扰。他们

在桥南堍建一横街，桥北堍建一竖

街，形成了一座丁字形小镇。

建成后的小镇，即有秦山可依

靠，又处在张堰、干巷、钱圩、廊下

交界，交通方便，地理位置好。当

时山塘河里有张堰开往平湖的航

船，每天有两班经过小镇。小镇每

年要过四个秦山节，加上当时又有

驻军守备，所以镇上欣欣向荣，素

有山塘第一镇的美称。

事实上，孔家阙地区的历史可

以上溯到夏商时期。金石公路金

秦路以西，有个鱼塘。2000 年，秦

望村农民丁维昌在这里挖出了几

件陶器和石器，考古部们经过勘

探、考察，发现了夏商周时代的各

类石器、陶器。遗址的文化层堆积

很薄，在同一层中出土了不同时代

文物，据推测是因为当时先民生活

面受到局限，人们几乎长期在同一

生活面上反复搅动所致。

在记者实地探访过程中，尽管

鱼塘已经干涸见底，但是经过仔细

寻找，记者还是找到了几片疑似是

古代陶器的残片，上面花纹清晰可

见。

在遗址上，考古人员当时还发

现晋、宋、元代瓷器，说明这一地区

曾是一个绵延几千年、面积约万余

平方米的古代村落，证明了张堰地

区历史的一脉相承。

记者 周靖翔 通讯员 高文斌

源于秦山，兴于山塘的秦望村
——重新寻访金山古集镇、村落之张堰篇

编者按：
在金山漫长的历史中，不

仅产生诸如枫泾、朱泾、亭林、

金山卫等规模较大的城镇，还

形成了诸多基于农业、兴起于

商业、人口密度较为集中的聚

居区，这些地方被称作集镇。

历经沧桑，有些集镇在今

天仍然兴盛；另外一些，则已经

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在当前金

山区着力推进“1158”城镇体系

建设的背景下，城市建设日新

月异。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这

些自然形成的古代集镇和村

落。因为在这里，有着金山的

过去、蕴含着金山的文化；这

里，是金山人的根。

秦望村一处老宅秦望村一处老宅，，与现在的民居有着明显不同的形制与现在的民居有着明显不同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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