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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和森在沪主编《向导》周报
朱少伟

1922 年 7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
“二大”曾讨论党报问题。8 月，中共
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份权威
性的刊物，广泛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
的民主革命纲领。

9月 13日，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
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沪问世，系
十六开本，刊头下标明为“周报”，总发
行机构设于老西门肇浜路（今复兴东
路）兰发里 3号；蔡和森担任主编，参
与编辑和撰稿的先后有陈独秀、李大
钊、瞿秋白、高君宇、彭述之等，毛泽
东、周恩来、李立三等也写过文章。创
刊号的《本报宣言》指出：“现在的中
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
由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
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
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

“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
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
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
之前”；蔡和森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
民党》，则劝告孙中山若要革命成功，

“便要一面与民众为亲切的结合，一面
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以反抗帝国主
义和封建势力；他还曾在《敬告本报读
者》中申明，《向导》是“中共政治机关

报”，又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真正
代表中国民众利益的报纸”，“是中国
劳苦同胞的忠实好友”。

蔡和森主编《向导》将近三年，以
顽强的精神克服了经济拮据等困难，
坚持出刊一百五十期。该刊开始是每
期八页，他为了满足读者需求，从第一
百四十二期起增至十二页，至第一百
四十四期又加到十六页；在编辑方面
本来是依照稿件内容排列，他出于增
强针对性和突出重点的考虑，相继开
辟“时事评论”、“寸铁”、“各地通讯”、

“余录”、“什么话”等栏目。与此同时，
他还自己动笔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
（仅署名“和森”的便达一百三十余篇，
另有许多则借用妻子向警予的笔名

“振宇”），无论是五六千字的长文，还
是数百字的短稿，都能抓住现实中的
重要问题或典型事例作具体分析，说
理透彻，观点鲜明，颇有说服力。当
年，曾负责该刊出版印刷的徐梅坤多
次去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甲秀里，
到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处取稿件，送
往梅白格路（今新昌路）的一个印刷所
排字。

蔡和森常去工厂，虚心听取大家
的建议和批评；为了及时反映读者要

求和呼声，他特意在《向导》增设“读者
之声”栏目。该刊积极向民众宣传党
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使之深入人心；而
民众对该刊的热忱支持，又成为它在
困境中坚持出版的坚强后盾。该刊被
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线曙光”、苦难同
胞的“思想向导”，发行数从起初的三
千余份，直线上升至两万余份。当年，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屡次称赞《向导》在
读者中“影响很大”；李立三也给予这
样的评价:“《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
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

由于政治环境所迫，《向导》编辑
部几经转移，其间曾迁至北京、广州、
杭州；但发行范围却从上海、北京、广
州、长沙逐渐扩大到全国各大中城市，
并在巴黎、柏林、东京设立分销处。
1925年夏，蔡和森因病离开《向导》编
辑部，由彭述之接编，郑超麟承担具体
编辑事务；1927 年春，《向导》编辑部
随中共中央机关从申城迁至武汉，由
瞿秋白主编，羊牧之协助编辑，最高发
行量曾达十万份，在“七·一五”反革命
政变发生时停刊，共出版二百零一
期。该刊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过
程，见证了这一历史时期党的发展。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
导人之一，今年 3月是他诞辰一百二
十周年。这位革命家昔日不畏艰难在
沪积极为党工作的情景，将一直激励
着后人努力奋斗。

余天成堂与名老中医
周师增

创设于清乾隆47年（1782）有233
年店史的余天成堂是一家驰名江南的
老药铺，如今更以勃勃生机，屹立于古
城原址。醇醇的中药香味，每日顾客
拥挤的人流，使人感悟到国医国药之
魅力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店堂里一
直挂有古老的“戒欺”横匾以及“修合
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等药业名
联，现在更增添了金灿灿“先进集体”、

“巾帼文明岗”等等许多奖牌证书，昭
示着以仁立业、以德为先的创业传统
在新时期的继承发扬。为进一步满足
病家对国医国药需求，已由原先的几
名中医师坐堂门诊扩展为建有 16 间
诊室、21位知名退休老医师组成的医
疗团队——余天成堂中医门诊部，弥
补社会医疗资源之不足。这个医技精
到、医德高尚、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团
队，不但名驰茸城，金山、青浦、奉贤等

地亦时有病家慕名而来，日均接诊病
员500以上，不少诊室挂满了锦旗。

传承中医瑰宝，弘扬历史文化。辨
证施治，“望、闻、问、切”一整套中医治
病基本功底在这里都用上和落实了。
笔者先后作了几次“明察”与“暗访”，并
专门拜访请教了曾担任区政协常委兼
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主任的著名医师
杨桂生大夫，杨医师在十分繁忙之际先
说了“望、闻、问、切”中的第一个“望”
字：“人的面部有五种颜色。望面色，包
括面部颜色和光泽两个方面，面部颜色
可体现人体血色是否正常，其光泽可反
映精气是否充沛。人体面部的血管十
分丰富，体内气血的充盛或衰弱，容易
通过面部色泽变化显现出来，面色的红
润光泽多数是气血充盛；面色的淡白无
华多与气血不足有关；面色口唇干红则
是内热的表现；午后或晚上两颧潮红则
是阴虚火旺的表现。”“按照中医传统理
论，人体各个脏腑在面部有相应的反映
区，面部色泽浮沉及局部色泽变化，不仅
能区分病变部位的表里，而且能审查病
变所在的脏腑；口中的舌苔，更能反映体
内的湿寒程度及肠胃功能……”听后获
益匪浅，感受到这里的医师不愧为病家
所供认的当今茸城地区的名老中医。

医师，是受人尊敬的特殊行业，肩
担着治病救人之重大职责与光荣使
命。培养名老中医，更非一时之功。

“江山代有才人出”唯望相关部门进一
步重视国医国药之特有功能及其独到
之处，精心培育中医人才，务使名老中
医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羊年羊城抒邮情
徐积泰

继去年马年初一
到松江天马邮局追

“马戳”、“马封”后，开
始对农历年初一的生
肖实寄封感兴趣。乙

未年是我的本命年，于是去年底就开
始琢磨如何可以收到羊年初一的实
寄封。2 月 24 日收到了来自羊城广
州五羊邮局的实寄封，因为广州的朋
友 Zoe 帮我实现了这一愿望。认识
小吴还得从 5 年前的公司业务开始
讲起……

那是 2010年的初春，我工作的企
业因为扩建需采购一批德国原装的水
泵，而上海的合资企业不提供代理业
务。于是我上网找到了该品牌在香港
的分公司，通过邮件和电话联系，该公
司指派了香港分公司广州办事处的业
务人员Zoe接洽此业务，最终我圆满
地完成了企业交给我的任务。在整个
业务活动中，我们以诚相待，以情相
融，结成友谊，由此平添一位远在羊城
——广州的朋友。

要想制作一枚精美的拜年封，用
生肖邮票和加盖当年有生肖字样邮局
的戳，再辅以适当的封片，形成票、戳、
封片三位一体是完美的集邮收藏品，
然而加盖日期是关键。如同去年《松
江集邮》孙终生老师著文所讲，中国人
所言生肖、拜年应该是农历初一始更
为合理，我颇有同感。于是追求羊年
初一的原地封“羊封”成了我 2015 集
邮新征程的新目标。

2015 年 1 月 5 日的凌晨，与往年
一样，生肖“羊票”发行的当天我和集
邮协会的邮友一起，在寒冬中为了自
己的集邮爱好来到邮局排队——这样

可以平价买到两份四方联生肖羊年的
邮票和其它生肖邮品。

通过邮友孙老师提供的全国部分
有“羊”字地名邮局资料，我喜出望外，
发现了“圆梦”之地——广州五羊邮
局，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 Zoe。我不
知道她集邮否？我不知道她在不在家
过年？也不知道她能否为我去跑一
趟？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抱着试试看
的想法，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Zoe的
电话，我说希望通过她的帮忙，大年初
一的当天到五羊邮局为我实寄一些邮
品，使我能得到心仪封片。Zoe 二话
没说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的请求。事
后才知，她不集邮，对集邮认知甚少，
甚至可说一窍不通。朋友所托，这就
是信任、这就是友情，这是金钱无法买
到的真情。Zoe 把友谊高于一切，难
能可贵！

接下来是准备工作，1月27日，我
将今年的生肖邮票“羊票”、上海集邮
公司的发行的明信片、纪念戳卡等以
挂号信的形式寄出。当然，不忘写一
封信告诉Zoe如何操作接下来的每一
个步骤，包括提前“踩点”了解羊年初
一是否营业、有没有纪念邮戳等。我
寄出的挂号信，不到一周时间就毫无
悬念地到了Zoe的手上。

等待的心情是忐忑的，与其说是
担心，倒不如说是期盼，过年后几乎每
天都要打开信箱看看，期盼信箱中的
出现新奇，期盼这些精美的邮品能够
辗转千里之后完好无缺地呈现在我的

眼前。2月 24日的傍晚，下班后习惯
地打开楼下的信箱，耀入眼帘的是从
羊城广州寄来的羊年初一实寄封，还
盖有“乙未年生肖邮局广州”字样的纪
念章。

如今是微信、微博和广场舞统治
的时代，人们的娱乐方式多种多样，集
邮不再是丰富人们业余生活的一个方
式，寄信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但是
集邮于我却魅力不减。记得有位邮友
曾经说过“集邮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让
你在方寸之间窥见历史变迁。”今天，
我收到这枚小小的信封，让我有感而
发，因为本命年的“五羊”实寄封记载
着我们的邮情，我会原封原貌地保存
好它，正所谓方寸间看到我集邮路上
的朋友，小小的纪念戳卡镌刻着岁月
痕迹。

在 顾
张人健

“在顾”迪两个字勒拉松江老百姓
的日常生活中常常用到。例如：“’蒋
老师，长远不见，来，喝杯茶。”蒋老师
双手接过茶杯，说道；“’在顾，在顾。”
这里的“在顾”，是谢谢的意思。

又如：“顾阿奶，今朝正月半元宵节，
奴包了圆团，拿几只本侬吃吃，勿晓得侬
欢喜哇。”顾奶奶接过圆子，连说：“在顾，
在顾。”“在顾”也是是谢谢的意思。

但是，松江闲话里，“在顾”还有另一
层意思，如：“迪个小人淋勒拉雨里厢，伞

也勿撑一把，看看伊全身淋得湿透，真在
顾来’。迪处个“’在顾”’又作“可怜”解
释。又如：街头一个小人在乞讨，蓬头垢
面，老年人看到，一定会生出怜悯之心，

“迪个小人在顾来，伊拉爷娘哪能勿管
的？”“’在顾”在此处是同情，怜悯之意。

从荷叶棣到太平路
李宏波

我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那一
年在部队服役十年的父亲复员回到松
江。我的出生地叫荷叶棣，一个有些
诗情画意的名字，据说从前有荷花塘
而得名。历史上荷叶棣北有松江的小
西湖——白龙潭，荷叶棣曾经有过荷
塘月色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我出生晚
了，上世纪70年代的荷叶棣不仅看不
到“荷叶何田田”，连个水塘都没有，而
是一条东西走向路面较宽的弹石路，
南北两侧分别连接着小弄堂、大弄堂、
西桑园弄、东桑园弄、莫家弄、豆神弄等
大小不一的弄堂，就像沿途有许多支流
汇合进来的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

我确切的出生地应该是莫家弄穿
过荷叶棣向北的那条东桑园弄，为了
与西边的桑园弄区别，后来改称荷叶
棣 26 支弄，那时向北过桥就到潭东
街。在这条窄窄的小巷东边有一片相
对开阔的居民区，是当年房管所职工
住房，俗称“10间头”、“20间头”，据说
我就出生在那里头。但毕竟尚未记
事，脑子里一片空白，追索我所有记
忆，最早的始于太平路。

太平路是一条与荷叶棣并行、东
西向的弹石路，宽度也差不多，因民国
时设有救火联合会而得名。大约在我
两三岁时全家搬到太平路的一条支弄
边居住，其实说是太平路，不如说是荷
叶棣的最东头更为确切。因为这条支
弄连接太平路和荷叶棣，我家位于支
弄的北段，西边对直的大路就是荷叶
棣。这条编号太平路12弄的小巷，也
叫豆神弄，一边是松江电器厂（居民都
叫曙光厂）的高大厂房，一边是高墙民
房，弹石路逼仄狭窄，最险要的在其中
段的一个直角拐弯处，陌生的骑车人
常常会吃药擦到墙，是我儿时记忆中
的“青松岭”、中学时自行车炫技的好
地方。拐过这段“青松岭”向东，南侧
有一个很文艺的院圃，类似鲁迅笔下
的百草园和林英子的城南旧事，透过

矮矮的旧砖墙，可以看到碧绿的菜畦、
高大的广玉兰，但更多的是一些野花
杂树，无人问津，却孤芳自赏。向东拐
弯再向南走，恰似柳暗花明，豁然开朗，
一片宽阔的场地坦露面前，这里就是太
平路的东头，连接着岳庙、和尚坟、妙严
寺弄、也妙弄、新桥街的汇合处。

太平路的西头是百岁坊，明代这里
曾出过一名百岁的尚书，并立有牌坊而
得名。上世纪70年代的百岁坊，牌坊早
无踪影，有一家浴室倒是经常跟着爷爷
去“孵混堂”。但百岁坊多少有些不同寻
常，不是因为百岁的尚书，而是它东西两
边各有一所小学。东面的叫反修小学，
西边的是东方红小学，带有鲜明的“文
革”色彩，“文革”后合并成为现在的岳阳
小学，我的整个小学时代就是在反修小
学向岳阳小学演变中度过的。虽然现在
看来当时的办学条件昔非今比，但在老
松江人的记忆中，中山、岳阳、永丰是改
革开放后很长一个时期松江城区最著名
的三所小学，培育了众多的松江子弟。
如果换成今天，太平路到荷叶棣周围可
都是炙手可热的学区房，想进名校，价格
不菲。而那时候，除了极个别的私房，绝
大部分都是向房管所租借的，租金低廉
到只具象征意义，一般几块钱，因为大家
工资都不高，相当于现在的“廉租房”。

我家院门外，也就是荷叶棣的最
东头，有一块空地，弹石路边有一项当
时最重要的公建配套设施——公用水
龙头。论人气和使用率远远超过现在
居住小区的健身设施。那可是一年四
季不论阳光灿烂还是刮风下雨，周边
几十户人家提水、淘米、洗菜、刷碗、洗
衣服乃至刷马桶的必来之地，吃喝拉撒
都离不开它。男女老幼一拨走一拨来，
锅碗瓢盆、竹篮铅桶，什么家什都有；东
家长西家短，新闻不断，干活不累。争
抢中有谦让、零乱中有秩序、陌生中有
温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公用水龙
头，一幅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图。

周良弼 书

20年前后的调查
赵盛基

1953年，美国《成功》杂志刊登了
一项调查结果，说的是研究人员对耶
鲁大学一个班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其中有三个有关目标的问题：一、
你制定过目标吗？二、你有没有把目
标记录下来？三、你有去实现目标的
计划吗？

调查结果：3%的学生记录下了他
们的目标，并有完成目标的计划；13%
的学生有目标，但没记录下来；84%的
学生没有具体目标。

时隔 20 年后的 1973 年，研究人
员对当年被调查的学生进行了再次
调查，这次调查的是他们经过 20 年
打拼之后拥有的财富情况，结果让人

瞠目。那 13%有目标但没记录下来
的学生赚的钱平均比那 84%没目标
的学生多 2倍，而那 3%记录下目标的
学生赚的钱平均是其余 97%的学生
的 10倍。

目标，停留在口头上，仅仅是一
个梦想，或许成真，或许成空；目标，
落在纸上，就成为一个承诺、一种使
命，必然召唤着你去兑现，去完成，直
至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