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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永嘉路

跨 越 黄 浦 区 与 徐

汇区，全长 2000 多

米 。沿途散落着各

式花园洋房 、石库

门里弄 、现代风格

的老公寓，以及成

排 的 新 式 弄 堂 洋

房 。在 永 嘉 路 上 ，

散 落 着 几 处 与 中

国 民 主 同 盟 有 着

深 厚 渊 源 的 历 史

遗迹。

永嘉路321弄8号：张澜旧居

永嘉路 321 弄，原名集益里，建造于
1939 年，是新式里弄住宅，三层砖木结
构，平面呈长方形，清水红砖，是四川和成
银行的职员宿舍。1934年，四川和成银行
由原重庆警察厅长吴晋航邀请川康军政官员
在重庆成立，是“川帮”商业银行之一，
1952年参加公私合营，四川和成银行曾在
上海设有分行。1946年12月，张澜受四川
和成银行总经理吴晋航之邀，入住永嘉路
321弄8号。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著名民主
人士、革命家、教育家。张澜曾经留学日
本，领导了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当选
国会议员，反对袁世凯称帝，发起成立四川
乡村建设期成会，推动四川乡村建设运动。
张澜两袖清风，一领棉布长袍满是补丁，故
有“川北圣人”之誉。抗日战争爆发后，张
澜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参与抗日民主运
动。1941年张澜在重庆发起成立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1944 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1946年民盟总部从重庆迁到上海，张澜赴
上海主持盟务。由于张澜在上海没有购置产
业，便暂住于永嘉路321弄8号。在这里，
张澜与民盟领导人、进步人士或是磋商会
谈，或是讨论时局，或是部署工作，张澜始
终坚持和平民主的立场，带领民盟坚决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6年12月，民盟中常会在永嘉路321
弄8号张澜寓所开会，宣布将参加“伪国大”
的青年党、民社党开除出民盟。国民党反动派
视民盟为眼中钉、肉中刺，公然宣称“民盟是
中共之附庸”，悍然解散民盟在南京、上海的
机关，查封民盟主办的报刊。张澜以个人名义
写了《呼吁书》：“本人昨日忍痛通知民主同盟
全体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且宣布民盟中央委
员会之解散……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

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
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奋斗”。

在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后，张澜决定
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在永
嘉路321弄8号张澜寓所的周围安插了大批
特务，国民党特务还用汽车堵住张澜寓所的
前门和弄堂口，对进出的人员加以盘问。虽
然环境险恶，但是张澜泰然处之，每天下午
照常散步，特务尾随在后，亦步亦趋。

1947年，上海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雪
纷飞，张澜独坐窗前，读书习字，吃的是女
儿从地摊上买来的廉价食品，穿的是儿子从
四川捎来的灰布棉衣，床头悬着“以义持
己，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张澜坚持汇款至香港，资助沈钧儒、章伯
钧等人在香港恢复民盟总部，劝说四川军阀
邓锡侯待机行事倒戈起义，告诫南京国民党
反动政府“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
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充当调解人”。

然而，险恶的环境、艰苦的生活使得张
澜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1948年春张澜不
得不离开永嘉路321弄8号的寓所，住进虹
桥疗养院。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软禁
了张澜，图谋杀害他，但在中共地下党的帮
助下，张澜安然脱险。上海解放后，张澜离
开上海，赴北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
在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相继担任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
席等职。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民盟地方组织和
盟员转入地下斗争。当时担任民盟发言人的
叶笃义选择留在上海，暂住在永嘉路321弄
8号张澜寓所内，坚持地下斗争，直到上海
解放。

叶笃义是安徽安庆人，出生于天津，
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是杰出的爱国
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秘书长、
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81岁时加入中国共
产党，著有回忆录《虽九死其犹未悔》。

永嘉路19号：薛绍清旧居

永嘉路19号，建造于1927年，是一幢
典型的法式坡顶建筑，清水红砖立面，三层
砖木结构，这是薛绍清旧居。

薛绍清，字宇澄，江苏省江阴市青阳镇
塘头桥人。1921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
电机系，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主
任、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扬子江电气公司
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华东工业
部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今上海理工大学
前身之一） 校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
长、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二级教授。1956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历任民盟上海交大支
部主委、民盟上海市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
代表。

永嘉路371号-381号：南国艺术
学院旧址

永嘉路371号-381号，建造于1927年，
是新式石库门建筑，二层砖木结构，普普通通
毫不起眼。1928年，我国现代戏剧奠基人田
汉在这里创办了南国艺术学院，提倡学生自
学、学生治校，以“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
又有远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新时代之
先驱”为宗旨。徐志摩、徐悲鸿、欧阳予倩
等曾是这所学院的老师，在这所简陋的校舍
里聚集了一大批献身文艺事业的热血青年，
培养出不少著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
演员，如陈白尘、吴作人、郑君里等。

吴作人是安徽泾县人，出生于苏州，著
名画家、美术教育家。1927年吴作人考入
私立上海艺术大学绘画系，1928年私立上
海艺术大学停办，吴作人转入南国艺术学院

美术系，1930年赴法国巴黎进修。1935年
回国担任中央大学艺术系讲师，1936年起
举办个人画展。

1951 年，吴作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民盟中
央常委。民盟安徽省委会评价吴作人是“堪
称近百年中国社会风云激荡的亲历者和见证
人，也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开拓前行的重要
参与者和推动人”。

永嘉路555号：罗玉君旧居

永嘉路 555号，建造于 1932年，占地面
积630平方米，三层砖木结构，红瓦坡顶。整
幢建筑以简单的红黑两色组合，这是我国著
名法国文学翻译家罗玉君旧居。

罗玉君原名罗正淑，四川省广安市岳池
县人，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中国民主同盟盟
员。1933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在山东大学、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前
身之一）担任教授，1951年起担任华东师范
大学教授。译有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
《海上劳工》、莫泊桑的《我们的心》、大仲马的
《红屋骑士》等文学著作，笔调从容流畅，遣词
精当优美，信、达、雅兼备，深受好评，久印不
衰，被誉为“女翻译家中的佼佼者”。

19世纪的法国文学曾经深深影响了我
国几代读者，罗玉君在法国文学翻译成中文
书籍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罗玉君翻译
的法国名著达20多部，给读者留下深刻印
象，不少译本被多次选入大学教材。

永嘉路上的花园洋房，见证了上海这座
城市的沧桑巨变，承载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悲
欢离合。无论是携手走在林荫树下的小情
侣，还是悠闲漫步的老年人，或是独自行走
的中年人，他们都能与永嘉路两旁的法国梧
桐树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员）

永嘉路上的民盟先贤遗迹
施泳峰

第十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日前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举行。敖汉
旗曾出土 8000 年前小米等谷物炭化遗存、
被誉为“世界小米之乡”。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产业传承农耕文
化，品牌搭建世界桥梁”，来自考古学
界、农业学界、食品业界等专家学者围绕
农耕文化与产业创新融合、小米产业营养
健康新形态、小米产业品牌生态体系和小
米产业集群式、国际化发展等议题进行交
流研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
张国春表示，敖汉旗史前考古学文化序
列完整，是研究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特
别是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重要
区域，实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2001 年至 200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对敖汉旗兴隆
沟 遗 址 第 一 地 点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考 古 发

掘，获取距今约 8000 年经过人工栽培的
炭化粟、黍籽粒，为探讨旱作农业的起
源及其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发展提供了

重要考古实证，充分论证了中华文明突
出的创新性。2012 年 9 月，敖汉旱作农
业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布为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2014 年以来，世界小
米起源与发展会议的连续举办，使敖汉
小米日渐成为国际知名的粮食品牌，这
也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经典
案例。

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会长张玉香表
示，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小米在保障粮
食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作用。同时，她
还强调产业振兴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紧迫
性，不仅需要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
还需要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质量检测
体系应切实促进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此
外，还需加强品牌体系的建设，优化产销
衔接，使之更符合市场导向，提高效能。
同时，需要突出文化内涵，积极宣传推
介，以塑造形象，通过多管齐下的措施，
促进小米产业的繁荣发展，为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
国祥，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国家谷子糜子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
刁现民，沈阳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微生物种
质资源实验室主任张世宏教授，国家谷子
高粱产业技术体系春谷育种岗位科学家、
赤峰市农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显瑞，先
后作了主题发言：《旱作农业背景下的西
辽河流域早期青铜文明》《谷子种业的形
成与发展》《微生物与有机小米》《中国春
谷育种现状及未来展望》。

聚焦小米产业 传承农耕文化
——第十届世界小米起源与发展会议举行

本报记者 付裕

中国拍卖协会日前公布 《2023 年春拍全国十五家
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评述》，该评述以中国嘉德、北
京保利、中贸圣佳、西泠拍卖、上海嘉禾、北京荣
宝等 15 家拍卖公司为样本，通过对其春拍公布的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反映 2023 年春拍全国文物艺术
品拍卖市场基本趋势及情况。

该报告显示，2023 年春拍，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
市场已基本恢复常态，市场规模出现回升。据对 15
家公司的春拍大拍进行统计，本季共推出拍卖专场
238 个，上拍 41488 件 （套），成交 32380 （套），成
交率 78.05%，成交额为 106.47 亿元。同比 2022 年春
拍，成交量和成交额分别增长 42.69%、25.52%。

其中，多个门类出现增长，近现代书画成交近
40 亿元。据了解，2023 年春拍，15 家企业在古代书
画 、 近 现 代 书 画 、 当 代 书 画 、 信 札 手 稿 、 文 房 清
供、古典家具、佛教艺术、珠宝玉石、紫砂茗具、
宫廷艺术等多个门类同比、环比成交额均有不同程
度的上升，且信札手稿、文房清供增长超过 100%。
其中，近现代书画总成交额 39.60 亿元，在各门类中
占比最高；但邮品钱币、油画及当代艺术、古籍碑
帖、瓷玉珍玩等门类的成交额有不同程度下降。

但 是 ， 高 价 作 品 缩 减 ， 整 体 均 价 降 至 32.88 万
元。2023 年春拍，虽然 15 家企业成交量有较为显著
的提升，但成交额并非同比增长，且高价位拍品数
量减少，低价位拍品增多，导致本季拍品成交均价
从上年春拍的 37.38 万元/件 （套） 降至 32.88 万元/件
（套）。

在所有拍品门类中，古典家具的均价最高，为
106.01 万元/件 （套）；当代书画、文房清供的均价有
较大涨幅；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瓷玉珍玩、佛
教艺术、紫砂茗具、油画及当代艺术等门类均价有
所下降。

据 统 计 ， 重 要 专 场 共 计 44 个 ， 千 万 级 拍 品 达
118 件，高价拍品频出，最高成交 1.82 亿元。

2023 年中国艺术品春拍，15 家公司成交率 100%
的 专 场 有 22 个 ， 共 计 成 交 1156 件 （套）， 成 交 额
10.01 亿元；15 家公司成交额在 1 亿元以上的专场有
22 个，共计成交 2780 件 （套），成交额 47.01 亿元，
占 15 家公司总成交额的 44.15%。15 家公司成交价超
过 1000 （含） 万元的拍品共计 118 件 （套），较 2022
年春拍成交量增加 18 件 （套）。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赵孟頫 《临黄庭经》
以 1.82 亿元领衔本季古代书画；傅抱石 《云台山记
图》 以 9200 万 元 位 居 本 季 近 现 代 书 画 拍 卖 价 格 榜
首 ； 1903 年 户 部 光 绪 元 宝 库 平 五 分 金 质 试 样 币 以
5290 万元刷新中国钱币拍卖成交纪录；明毛氏汲古
阁影宋抄本 《古文苑》 九卷以 4600 万元领衔本季古
籍碑帖板块；吴冠中 《彩面朝天》 以 2875 万元成为
本季油画及当代艺术市场最高价。

2023年春拍成绩单出炉
成交率显著回升

本报记者 付裕

此件嵌绿松石钺的器身及内部
均有兽面纹，内部兽面纹由镶嵌工
艺制作而成，阴纹内填嵌绿松石为
装饰。整件器物的装饰工艺精湛，
色彩瑰丽。

嵌绿松石钺

嵌绿松石钺
商代晚期
长25厘米
1959年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履痕
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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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路19号薛绍清旧居 永嘉路321弄8号张澜旧居

永嘉路371号-381号南国艺术学院旧址 永嘉路555号罗玉君旧居

赵孟頫《临黄庭经》

被誉为被誉为““华夏第一村华夏第一村””的兴隆洼文化遗址的兴隆洼文化遗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