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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之根根深叶茂，

浦江之首首先起航！

一条G60科创走廊，正横空出世，

腾飞的巨龙，掀起排山倒海的巨浪，

厉害了，我的工人兄弟；

厉害了，我的松江！

一条科创长廊，对标硅谷，追求卓越，

“松江制造”迈向“松江创造”正在

奏响。

这条巨龙走出上海，走出中国，走向

世界，

松江绘就最美蓝图，工人兄弟谱写

华章！

电力变压器、便携式质谱仪，

450毫米集成电路用晶体生产系统全

球领唱，

巨人攀登一个个高峰，巨龙捧出一颗

颗明珠，

松江、工人兄弟，我要为你放声歌唱！

二

我歌唱松江工匠！松江最美蓝图的

擘画者，

你们有锲而不舍的斗志，有克难奋进

的昂扬！

看！松江工匠匠心独运，精彩纷呈，

惊喜连连，

他们唯实唯干，克难奋进，事业放在

心尖上。

上海耀江翁永平创新发明不断，独揽

专利近40项，

用创新的智慧和技术的魅力照耀

松江。

看！江河泛舟、攻坚克难的黄拥军，

把建筑幕墙铺到世界第一高楼之上；

立志做高分子材料行业技术的引

领者，

上海聚威工程塑料总裁王晶总是逆

流起航。

看！顾秀非遗传承人钱月芳，

一双巧手绣出中国特有的大美和

金奖！

你们是新时代的弄潮儿，是共和国的

脊梁，

厉害了，松江工匠！

三

我赞美创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

谁能把太阳的温暖存进电池，

实现太阳能领域高端装备的“中国

智造”？

上海理想能源的步伐无比铿锵！

谁能创造一支无人驾驶的清洁车队，

解放清洁工的双手，让黑夜干净明亮？

上海仙途智能敢为天下先，

先下手就能成为行业最强！

谁冲破跨国企业垄断，将高低压设备

犹如鲜花，

铺满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心脏？

是正泰集团一马当先，一骑绝尘，空

谷回响！

厉害了，我的松江创造！你创造无疆！

四

我歌唱劳模，劳动光荣，劳动者最美，

以天下为怀，方知世界乃辽阔战场！

创新性完成了“零编程”交互编辑器

的研发，

原川张建国为松江捧回一个又一个

大奖；

攀登无止境的上海工匠常延沛，

研发“旋挖钻机”，打磨“中国创造”之

轴当仁不让。

昊海夏洁敏团队精益求精，实现技改

项目的创新，

为企业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保

驾护航！

商海弄舟，永动机一样的总裁丁桂康，

建设全球最具地标性的 G60 科创

云廊。

新冠肆虐时，广大产业工人用智用力，

让经济复苏和疫情防控双双齐飞，

赢得复工复产和防控疫情的双胜利，

松江经济最终逆势飞扬！

把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使命和

担当，

厉害了，松江劳模！你们无人阻挡！

五

巨浪托起巨龙，巨龙掀起巨浪，

海尔智谷、正泰智电港抢滩G60，

精准定位智能制造等“6+X”战略的

号角吹响，

高科技、国际化的松江科技影都如期

开张；

广富林文化遗址游人如织，佘山世茂

洲际酒店一房难求，

松江新城正在上海“五个新城”中初

露迷人风光，

国家战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在

创造新的辉煌，

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充分彰显，

厉害了，松江未来！未来就在我们脚

下和肩上！

松江因为这些厉害的工人兄弟变得

更加厉害，

工人兄弟因为厉害的松江而十分

自豪！

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

我们愿把一切献给党。

工人兄弟们发之肺腑的心声在空中

回响！

劳动光荣，创造伟大！

工人兄弟们，已经在建设松江新城

的新征程上迈出铿锵的步伐，展现使命

担当；

厉害了，我的工人兄弟！松江人民感

谢你；

厉害了，我的松江！工人兄弟因你更

有力量！

厉害了，我的工人兄弟；

厉害了，我的现代化松江新城！

在上海闹市延中绿地，矗立着两排东

西走向的典型石库门建筑，构成一条完整

的老弄堂。这里原称辅德里，曾有四排 76
个单元，始建于 1915年秋。那经受百年风

雨的青砖外墙，鱼鳞状的黛瓦，天然石料制

成的门框，乌黑厚实的木门，都见证了一段

重要的革命历史。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领导妇女运动

列为一项重要工作。申城是我国近代工业

发源地之一，纱厂、丝厂、烟厂多，女工也

多。1921 年 8 月，党组织帮助很有影响的

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是同盟会元老

黄兴的夫人徐宗汉）进行改组，并在《新青

年》杂志登载改组宣言和新的章程；12 月

10日，党组织以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

创办《妇女声》杂志，由李达（中共中央局宣

传主任）、王剑虹（后与瞿秋白结为伉俪）、

王会悟（李达的夫人）参加这份半月刊的编

辑工作，撰稿人有陈独秀、沈雁冰、沈泽民、

邵力子等。随着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中

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和李达感到迫切需要

培养一批妇女干部，便商量决定在沪筹建

平民女校。

当年，李达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

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中

共二大会址）。其寓所后面的辅德里 632
号 A（今老成都北路 7 弄 42—44 号平民女

校旧址）恰好招租，李达就用自己的稿费租

下，以作校舍。1921年 12月 10日和 25日，

《妇女声》杂志及上海《民国日报》分别登载

平民女校招生广告，申明“本校是我们女子

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

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

立精神”。陈独秀也在发表的文章中表示，

“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希

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

中的晨鸡”。

1922年 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它以

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开办，徐宗汉捐

助课桌和椅子。沈泽民希望平民女校成为

“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并

对校名如此解释：“‘平民’是别于‘贵族’的

意思，换一句话说，何以称作平民女校，因

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

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

平民女校所在的辅德里 632 号 A，是

两上两下的石库门建筑，二楼有教室和部

分女生的宿舍，底层为学员的手工工场和

饭厅。校务主任（即校长）先后由李达、蔡

和森担任，并相继由王会悟、向警予协助

处理日常事务；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

高语罕、沈雁冰、沈泽民、张秋人等曾义

务兼课。

平民女校实行半工半读，有学员 30人

左右，大都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上

进心强。《王一知回忆平民女校上海大学

及早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收藏）说：“平民女校共有 20
多人，分为高级和初级两个班，初级班的

人比高级班的多一些。我是高级班的一

个。这些学生的情况是：有的是不愿受封

建家庭的束缚，不满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

而走出来的；有的是不满旧学校的腐败，不

愿意升学独自找出路的；有的是因为没有

考上学校而投奔到上海来的；也有一些是

听说这个学校是比较进步的，又有许多知

名的人士如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也就

被吸引来了。”《王会悟回忆平民女校及早

期妇女运动等情况的记录》（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收藏）说：“学生三十多人，是一所半

工半读的学校”，“为了生活我们组织了四

个工作组，有四个工作组长。有的领导缝

纫、有的领导作袜、有的领导洗衣”。《丁玲

自叙》提及：“学校有初级、高级两班，初级

班一二十人，高级班

六人”，“共二三十人，

我在高级班”；“低级

班学生住校，我们高

级班六个人住在学校

附 近 的 一 家 客 堂 楼

上”；“学校除上课外，

还配合党的中心工作

搞些社会活动”。

平民女校开设语

文、数学、英文、物理、

化学、经济学、教育学

和社会学等课程；尤

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

义和分析时事政治，

刘少奇、张太雷、恽代

英等都为学员作过报

告或讲座。平民女校

还组织学员向社会进

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1922年底，由于经

费极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

平民女校虽存在时间比较短暂，但它

作为党的第一所培育妇女干部的学校，最

早播下开展妇女运动的红色种子，学生中

后来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除了著名作家

丁玲，还有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钱希均、

著名教育家王一知等。

歌颂你，我的工人兄弟
李 潇 王景奎

培养妇运人才的摇篮——平民女校
朱少伟

平民女校旧址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卢湾区南昌路的

一条弄堂里度过的。那条马路，过去叫做

环龙路；那条弄堂，老人叫做渔阳里。13
岁那年，我见到自家正对面的石库门框

边，多了一块刻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的大理石牌子。只是一块牌子，门内还是

老样子，没有什么设施，没有什么布置，更

没有任何展品，有的是百姓生计，柴米油

盐、锅碗瓢盆。

母亲有个姐妹，家住虹口区溧阳路，

母亲常去找她聊天。我总是极乐意地跟

去，因为那位阿姨，必会为我准备许多好

吃的。还记得白天电车经过淮海路、南

京路和外滩，一路熙熙攘攘；然而过了外

白渡桥，便逐渐冷清了下来；晚上回家，

我从车窗向外张望，黑黝黝的看不清楚，

似能闻到江风的几星腥气，也能听到汽

笛的几点鸣声，小小的心里，禁不住有些

害怕起来。十年以后，长大成人，我家从

卢湾区搬走了，那位虹口区的阿姨也搬

走了，母亲和我自然都不去了。我偶尔

也路过外滩。那时的东方明珠电视塔，

刚刚拔地而起，成了上海的一大新景

观。然而我的眼光，除了对岸的浦东，更

多是同岸的北侧、外白渡桥的北侧。北

外滩滨江的曲线，优美而又漫长，不过不

知怎的，尽管并不遥远，我总是未能向北

多行几步。

直到 20 多年后，确切地说是两年前，

我知悉虹口区有关方面正开展“红色起

航”的资料挖掘、收集和研究，梳理历史，

考究细节，证实并还原那一段不平凡的历

史。看了相关材料，我才知道，就在那段

少年时透窗张看的路上，就在那段总长

2.5 公里的湾岸，曾经码头麇集、船只穿

梭，此地不仅是上海当年海运物流的集散

地，而且是大批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

出发地。从 1919 年 3 月 17 日始，到 1920
年 12 月底，共有 20 批约 1600 人，先后由

黄浦江沿岸的各码头出发，前往法国马

赛，再辗转去往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

——巴黎。

那是一场声势浩大、历时漫长的留法

勤工俭学运动，发起、参与者众多。其中

有同盟会成员组成的留法俭学会，有教育

系统组织的勤工俭学会，有毛泽东、蔡和

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经学者统计，新民

学会共有会员 74 人，其中留法勤工俭学

的 19 人；在第一批出发的 89 名学生中，

湖南青年有 43 人；不到两年里，留法勤

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多达 300 余人。1919
年 3 月 17 日，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出发，

毛泽东前往码头，为他们送行，此后多次

在码头上目送他们启程西去。也就是在

这个时期，毛泽东去渔阳里二号拜访了

陈独秀，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和湖南革

命斗争等问题。我似乎能想象到，毛泽

东从北外滩乘着有轨电车，向渔阳里而

去的情形。

两年以后，我又来到北外滩，这次不

是乘车，而是漫步，在长长的滨江道上漫

步。阳光和煦，江水清澈，空气明净。轻

风吹来初春的微寒，吹来草木的清香。偶

有两三位晨跑的青年，飞一般地从我的身

边掠过，赶在了我的前面。我不禁轻声念

起了朱自清先生的名句：“春天像刚落地

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

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

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

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此

地是虹口区命名的“睁眼看世界启航之

地”。如今的起航之地，浑浊的江水不再，

污秽的空气不再，疲累不堪、衣不蔽体的

码头工人不再，手持警棍、脑满肠肥的外

国巡捕不再……100 多年前，殖民者们来

到此地，建造了码头，开来了轮船，本打算

在这里永久地占据下去；但他们没有想

到，一大批民族的菁英、中国的脊梁，一大

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们，就在这里借船

出海，然后回国，最终将所有的帝国主义

殖民者从上海、从中国的大地上彻彻底底

地赶了出去！

如今，这 2.5公里的湾岸，已成了人民

城市的“会客厅”。一切屈辱陈迹，早已荡

然无存，唯有石砖上的老码头名——太

古、华通、日邮、铜人、大达、开平局、杨树

浦、永兴洋行、黄浦、宝顺……仅仅是新刻

的，没有什么旧痕，没有什么实物，也没有

任何讲解，在无声地道着百多年前的往

事。历史是一位有心的老人，原来他将百

年的沧桑巨变和奋斗历程，摄成了照片，

记在了书里，放在了博物馆，印在了会议

的文件上。抬头便是虹口区的最高楼

——白玉兰广场。2019 年，也是二月早

春，“睁眼看世界，起航北外滩——虹口区

纪念早期赴海外留学史料展暨研讨活动”

就在那里举行。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来到

了浦江之畔的一个码头。正是二月早春，

时值凌晨，曙光未露，一切都是黑黝黝的，

依稀只见“汇山”两个大字。房屋自然不

是现在的房屋，马路自然不是现在的马

路，甚至江水也不是现在的江水，一艘老

旧的客轮赫然在目，它将按既定的航线，

经香港、新加坡、苏伊士运河到达马赛，展

开共计40天的航程。

我在各层的船舱之间游走。人很

多，也很杂，但我还是发现了不少熟悉的

面孔——二等舱里的那对，像是萧涧秋

和陶岚，他们应该是刚从小镇逃出来的；

一等舱的那位像是方鸿渐，旁边那间则

是苏文纨，他们是去镀金、混洋学历的。

还有特等舱里的那位，西装革履，手捻雪

茄，那想必是吴荪甫，他自然是去做生

意的……

我来到三等舱，一眼就看见了周恩

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富春、李维

汉、李立三、徐特立、蔡畅、许德珩，还有蔡

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向警予

……一样在船上，这里却很狭窄，灯光也

很暗淡；一样的青年，他们更胸怀大志、更

意气风发。因为他们有更高的信仰，正是

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他们有更高的追求，

正是红色革命、振兴中华。

此时夜雾逐渐褪去，天际微露曙光。

我走出船舱，来到船舷，见 27岁的毛泽东

正在送行的人群中，向我的方向扬手致

意。此时汽笛长鸣，铁锚轧轧升起。我不

禁轻声念起了毛泽东的名句：“它是站在

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

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

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

个婴儿……”

海天苍莽，青春英发，黄浦启航程。

殷 殷 相 握 ，遥 遥 隔 望 ，此 去 觅 光 明 。

汽笛怒鸣潮头涌，听彻自由声。待到归来

风云起，神州动，睡狮醒。

——调寄 少年游

此去觅光明
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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