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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张珂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摄

母亲，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字眼，从我们呱呱坠地起，
母亲的爱就陪伴着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年年岁岁。自古以
来，文人墨客就从不吝惜对母亲的赞美——“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无私奉献、不
求回报，是母亲对子女最深沉和无价的爱。

5月10日，稠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携手义乌市通
惠门邮政支局开展了主题为“让书信留住时光，让文字表达
美好”的母亲节感恩活动，15组亲子家庭通过现场手写信
和制作贺卡等形式来表达对彼此的爱和感恩。

“很漂亮！牙齿很白！对我很好！”……亲子互动环节，孩
子们牵起妈妈的手，并大声地说出妈妈的三个优点。孩子们
的表达天真而纯朴。游戏结束，实践所工作人员分发手工贺
卡和信纸，妈妈们用文字表达对孩子爱，孩子们则制作一张
贺卡感谢妈妈的付出。

其中一位“可爱”的妈妈，大呼给儿子写信很难，习惯
了平常用手机打字，手写信不知从何落笔。她默默地打开
手机百度想要搜索些好词好句，然而随着信纸上的字越
来越多，手机屏幕暗下去就再也没有被解锁过。而一旁的
孩子们，在给妈妈制作贺卡时，遇到不会写的汉字就用拼
音，字写得歪歪扭扭却饱含着朴实的深情，成了妈妈收到最
好的母亲节礼物。

写完信和贺卡后，邮政志愿者们现场讲解如何填写正
确的信封格式和如何粘贴邮票，又带着孩子们一起到邮筒
前投递。邮政志愿者再从邮筒中取出信件，盖上邮戳，同时
为孩子们准备了专属邮政挎包和康乃馨。孩子们化身“小小
邮递员”，亲手将信件投递到自己妈妈手中，在一封信“写作
——寄出——分拣——投递”的完整过程中传递对妈妈的
真情。

活动最后，孩子们上台分享对妈妈的爱，而所有的妈妈
都在自己孩子的发言后自发上台拥抱孩子。“平时工作很
忙，陪他的时间也不多，其实也很愧疚。听到他刚刚说‘妈
妈谢谢你，辛苦把我养这么大’，真的被感动到了。”一位
年轻妈妈红着眼眶说，从未想过孩子能够这么勇敢地表达
这份感谢。

爱妈妈没有特定的节日，也不局限于特别的形式，稠城
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打开孩
子与妈妈交流的心门，进一步弘扬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营
造“感恩母亲，孝心相随”的良好社会风尚。

“爱要大声说出来”

▢ 含辛

本报讯 日前,“善爱杯”全国首届新古体诗大赛获奖作
品集《天歌雅吟》由四川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由中国
作家协会会员徐敢主编，贾献文负责终审。

“善爱杯”全国首届新古体诗大赛由我市古今文学研究
院主办。赛事启动后，短短三个月，就收到来自全国 26 个
省、自治区（港澳台）参赛稿1000余组作品。经过层层评选，
共有423首新古体诗作品脱颖而出。其内容大致分为报国
类、情怀类、友谊类和乡思类。诗人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思想，借鉴古诗词的精华，以新古体诗这一载体，讴歌
伟大的祖国，亲爱的乡土，抒发真善美的情怀。

新古体诗作品集
《天歌雅吟》出版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本报讯 5月9日下午，我市农村档案标准化建设推进
会暨抗疫档案收集工作部署会在市政府召开。会议提出了
完善“村（社区）档镇管”试点，落实村社各类档案集中统一
管理，推进档案数字化建设，实现行政村（社区）“四有一化”
工作目标。同时还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档案的收集、整理、
移交等工作提出了要求，确保各类疫情防控档案应收尽收，
及时归档市档案馆。

据了解，“四有一化”标准的主要内容为：有场所，加强
档案硬件配套设施建设；有专员，建立健全镇街村档案员队
伍；有档卷，严格做好档案日常管理工作；有制度，明确“5+
X”村级文件材料归档范围，以及档案数字化。

此次的抗疫档案收集工作面向全市的各个部门，征集
内容包括：疫情期间的重要通知、通报、批示、讲话、方案、报
表、总结、会议；典型表彰、追责问责、督察督办；防疫物资保
障、采购、捐赠、医疗救治；援鄂医疗、专家派遣、科研攻关；
隔离观察、居家观察、卫生检疫、交通管制、停课复学、停产
复工；新闻宣传、国际合作，以及疫情防控期间产生的照片、
视频、录音、手稿和实物等资料。这些珍贵的档案资料是人
民抗击疫情的真实记录，对今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极
具重要参考利用价值。

我市推进
农村档案标准化建设

▢ 朱良玉 文/图

风云激荡的20世纪，在饱经沧桑的中华大地上，涌现出无数才华

横溢、乐于奉献的杰出女性。她们如暗夜星辰，在政治、文学、教育等各

个领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毕生奋斗，由此撑起20世纪的半边天。

我的婆婆，蔡慕晖教授便是其中之一。

作为一名积极倡导妇女解放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译家，她用

学术翻译和创作来积极实现她的社会理想。她也是著名教育学家、复旦

大学校长陈望道的夫人。伉俪情深几十载，两人在学术上、生活上互相

扶持，留下许多重要作品，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

暗夜星辰点亮新文化之光
——忆陈望道夫人蔡慕晖

1944年初夏，可能是好久没收到丈夫的音
信，她实在放心不下，赶往重庆北碚。方知望道
先生为了建立“新闻馆”，冒着烈日酷暑到处募
捐，新闻馆建成了，重庆北碚复旦大学里可以直
接聆听到延安的声音，可望道先生因过度劳累
而病倒了，从那以后婆婆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丈
夫。1946 年抗战胜利后婆婆随丈夫回到上海，
1950年婆婆任上海震旦大学外语系代系主任；
1952年因高校院系调整，婆婆从震旦大学调入
复旦大学外语系任教。在外文系任教的同时，婆
婆还是复旦校工会的副主席，热心于创办托儿
所等为复旦员工服务的各项工作。

作为妻子，蔡慕晖对望道先生的照顾可谓
无微不至。好多年之后，公公仍带着歉意告诉

我:“每次我吃苹果，你婆婆总是吃苹果皮，还说
苹果皮的营养价值高。”

婆婆自己没有生养过，而对前妻的子女竭
尽全力供养他们生活与读书的费用，她自己却
非常节俭。上海每年出梅之后，我都会将箱子里
衣服拿出来晾晒，看到婆婆的内衣好多全是打
补丁的，公公总是默默站在一旁，最后要我仍然
把衣服一件件折叠存放好。我深深地体悟到这
里存放着他对妻子无尽的思念和对我们无声的
教育。

公公多年养成很少显露的性格，就如婆婆
对他的评价：“他这人像个热水瓶，外面摸着冷
冷的，而里面可热着呢！”公公在工作中对她的
称呼是“蔡先生”，而平时在家里亲昵地直呼

“慕”。1963年婆婆身体逐渐恢复，公公趁假期陪
同妻子去青岛疗养时发现她非常喜欢紫薇树，返
回时就购买了好多紫薇小树苗带回上海，分别种
植于复旦九舍51号大门前的花坛里以及去学校
的国年路两旁和校园内。婆婆不在了，下楼在院子
里散步时，他常常会伫立在花坛里的两棵紫薇树
前良久，以此寄托他内心对爱妻无限的思念。

婆婆离开我们已56年，公公离开我们也43年
了。我们很怀念他们，怀念他们的创作成就，怀念
他们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怀念他们的道德文
章、高风亮节。为纪念蔡慕晖教授，我们把她当年
的翻译手稿、照片、学术成果等捐赠给了复旦图书
馆，图书馆也于2019年12月2日特地为她举办了
展览，以飨读者。

灼灼紫薇寄托哀思

婚后第二年，望道先生因保护左派学生被
迫离开了复旦大学，从事出版写作工作。蔡慕晖
赴建德女子中学任教，为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微

音月刊》主编。1933 年 9 月望道先生去安徽任
教，11月望道先生从安徽大学回到上海新婚不
久的妻子身边。短暂的相聚难分难离，他们摄影

留念，望道先生还在其中的一张照片背面写道：
“菊花时节望道从安徽回到上海看慕晖，两人纵谈
今前今后事历七日不倦，仿佛我们始恋时。临别尚
觉谈得未畅，摄此留念。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望道补于安徽大学文学院”。

婆婆蔡慕晖于1935年赴美国留学，就读于哥
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哲学，获教育硕士学位。
1937年回国后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世界
女青年会理事。为了宣传妇女解放，她发表了数十
篇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诸如：从家庭出发讨论妇
女问题；女青年会对于儿童事业的责任和能力；妇
女职业与婚姻；我的恋爱观；女工保护问题；两性
间的思想问题；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等等，涉及了
卫生、妇女职业与婚姻、新从夫主义、职业与家务、
女工保护问题等诸多有关妇女解放的问题。此外，
蔡慕晖还身体力行到基层妇女组织中去做讲演，
参加福建、香港、广东台山等地女青年会乡村服务
区的成立典礼等。

蔡慕晖因为担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经常去全国各地指导工作，1942年至1944年间又
多次赴印度、欧洲、美国等地考察交流。而丈夫望
道先生1935年前往广西师范大学任职，1940年又
辗转去了重庆。由此可见他们夫妻俩各自忙于自
己的工作，聚少离多。也许用世俗的眼光来看，望
道先生不是位称职的丈夫，但婆婆无怨无悔。

左图：1933年9月，陈望道从安徽大学返回上
海与蔡慕晖合影。

聚少离多却感情不减

婆婆蔡慕晖生于1901年，1962年患脑瘤在
上海华山医院手术，不幸于1964年去世。而我
与我先生结婚是在1969年，也就是说婆婆生前
我未能相见过。她在我脑海里的印象，全是我与
公公望道先生朝夕相处长达8年之中，日积月
累的叙述中留下的清晰形象。

蔡慕晖，号葵，名希真，浙江东阳虎鹿镇
人。她出生于虎鹿镇蔡宅村的一户医生之家，
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 6 个弟妹，其中便包
括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在虎鹿镇小学读到五
年级后，因父亲蔡人淦到杭州开设诊所，随父母
来到杭州定居。

家中孩子多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身为大姐
的蔡慕晖在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杭州甲种女子职

业学校，毕业后先在该校附小当老师，后进入
基督教会办的工厂做袜工。1926年于南京金陵
女子大学毕业后，曾在金陵女大的附属中学任
教，1927 年起在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英文
系任教，同年6月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微音月
刊》编辑。

1928 年与蔡希陶合译了《世界文化史》。
1935 年蔡慕晖著《新道德标准之建立》和雅俗
共赏的《独幕剧ABC》问世。1937年又翻译了格
罗赛原著《艺术的起源》，1984年起商务印书馆
每年再版重印至今，同济大学把它作为新生必
修课的教材。她还翻译了杰克伦敦原著《强者的
力》以及辛克莱的原著《梁上君子》等等，被家乡
百姓誉为东阳第一才女，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

和社会活动家。
也就在1920至1927年的这段时间，婆婆蔡慕

晖相识了老师陈望道，并互相渐生爱慕之情。
1930 年9月，蔡慕晖与年长10 岁的陈望道结婚，
婚礼在蔡宅老家乐顺堂举行。整个婚礼简单、文
明又浪漫，他们既不放鞭炮、吹奏，也不办酒宴，
乐顺堂正中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案上放着红
烛、鲜花和两张彩色花纹的结婚证书。风琴伴奏
下几位学生唱着《春天的快乐》，唱罢孩子们献
花，婚礼的全程不到一个小时。他俩的这一举动
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男方到女方家里举行婚
礼，有入赘之嫌，可他俩自由恋爱、志同道合，全
然不顾及投来的那些异样眼光，婚后夫妻恩爱、
感情笃厚。

才女蔡慕晖的反传统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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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教师、陈望道儿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