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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曦明印象记 祝君波

我和林曦明先生的交往是从上世纪 80年
代开始的。 那时他住在普陀的石岚三村，记得
去看过他几次。其中一次是为他安排去香港集
古斋展览。 那时拍卖尚未开始，画廊举办展览
会是卖画的主要方式。当时集古斋由资深经纪
人彭可兆先生执掌，展览还是比较成功的。

80年代， 内地还没有形成书画市场，大
家都向画家要画， 自己掏钱买的人比较少，

画也卖不贵。 唯一的销路是香港，后来是台
湾。 最近读到深圳博雅雷子源先生出版的书
信集，里面收录了林老的几封信，谈的也是
深圳博雅收购林老的画卖去香港的往事。 其
中有一封 1986年的信里， 林老说他最近的
精品至少要 100元人民币一平方尺，册页 12

开要 1000元。 还说刘旦宅 200元一尺，加上
画院收 60元，总共是 260元一尺。 可见林老
这人很实在。 看到这封信，也想起他去香港
办个展，画价大致也是便宜的，与他后来的
画每尺几万元，不可同日而语。

林老才艺很高，但不善言谈，与他坐在
一起交流，他说话并不多。 但把他一次次的
话拼起来，就大致知道他的经历和追求。

林老出自温州永嘉的乌牛镇，小时候家
里清苦，要做很多农活。 但他很好学，酷爱美
术和民间工艺。 所以，他跟我说，最大的心愿
是希望下雨，下雨可以不下田干活，父亲允
许他在家画画，这是他最惬意的事。 他喜欢
绘画，是受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是农村的
一位画工，大致属于民间艺人。 耳闻目染，林
老也从小爱上艺术，诸如剪纸、壁画之类。

他真正正规化一点学画，是拜苏昧朔先
生为师，苏是上海美专毕业的，在当地就属
权威人士了。 苏昧朔能画画也能作诗，对林
老影响很大。 林老晚年常对我念叨苏先生，

说他喜欢喝点酒，生活困难时期，曾到上海
家中小住过一段， 但与自家人不太相合，没
有长住。 林老对苏先生蛮有感情的，收藏苏
画有几十幅，曾念叨为老师出本画册、办次
展览。 这个心愿 2013年终于在温州博物馆
得到实现，林老为此还出资 20万元赞助，尽
到了徒弟的责任。

林老曾是参加土改的干部，后来因喜欢
美术， 到浙江共青团系统工作，1956年转到
上海少儿出版社，主要担任《小朋友》杂志的
美术编辑。 在上海，他有机会结交一些大画
家，向他们组稿，有一次居然得到了林风眠
先生的作品登在杂志上，让人耳目一新。

林老志不在编辑，一心要做画家，在画
上花的功夫更大，成绩也最明显，后来就调
到画院成了专职画师。

人与人没有可比性，但林老的人生还真
有点齐白石的影子。他来自农村，始终带着一
种乡土气息， 很多作品的题材来自于农村的
景物。 他喜欢简约的画风，最崇拜齐白石、林
风眠简约、明快、墨色淋漓的画风。 林老也喜
欢作诗，年轻时跟苏昧朔学过一些，后来大多
写家乡的风光情物，蛮有味道。只是林老没有
如齐白石那样说自己的诗比画还好。 虽然住
在大城市，但又葆有很多农村的习俗，许多烙
印无法抹去。比如朴素、节俭，不随便用钱。他

请我一起吃饭，也很简单，看不出他有什么格外
的享受。 比如家乡情怀，他不仅画在画上，写入
诗中，落款永嘉、乌牛一类，而且晚年将很多精
力投入家乡，一有空就往家乡跑。

林老不抽烟、不喝酒，但对艺术上的事肯
花钱。 比如他告诉我， 上世纪 50年代到上海
时，朵云轩的齐白石大致是 75元一幅，他买过
三幅，收藏至今，可见他太痴迷齐白石。还有一
次，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八大山人全集》，

价格不菲，他嘱我帮他买一套。 他也喜欢黄宾
虹，拜过王个簃为师，但我在他的画风和追求
上，看不出太多黄宾虹的影子。

他在国际上得过水墨大奖的三幅画，都是
江景、漓江风景那一路，画山的神韵、水的波
光，很简约，很现代。 我有时给他看别人的画
册，凡是工笔的、细密的，他一看就摇头，说画
过头了，太细了。 显然，他不喜欢细密的画风，

而追求简约质朴、水墨淋漓、明快酣畅的感觉。

也有一些彩墨的，尤其是柳树的绿色、桃花的
红色，都是配得绝佳的。 林老的画是有符号特
征的，也有时代精神，一看就知道是他而不是
别人画的。 本来他可以成为一代大家，但他晚
年太分神于家乡，始终没有出一些收官之作与
大作。我们见面，每次谈到这件事，他也认为应
该动笔画几件大作，但还是无法集中精力。

林曦明很注重名节，一直想有一个他自己
的艺术馆。 有一次写了一份委托书给我，让我
在上海找一个地方，把画捐了。 但很快他又把
画捐给了乐清，那是一批最好的作品，山水、人
物、花卉都全。其中一幅《林海雪原》，画杨子荣
上威虎山，人物传神，简约厚重，外面很少看
到，被他一起捐掉了。十年前，他的艺术馆在乐
清举行落成典礼时，我去看过，一晃十年过去
了。他是永嘉人，后来，他又捐了一些画给永嘉
县，另捐了一些给温州。 他出生的乌牛镇后来
也来找他，林老就又建了一个镇级的林曦明纪
念馆，也捐了一些画。林老很珍视自己的作品，

但拗不过乡情，终于把其中的大部分捐给了家
乡，说起来还是非常慷慨无私的。 林老的作品
很有份量，在外面市场却大多不是精品，好的
画，他都收起来，舍不得卖。 1994年朵云轩春

拍，他给我一张精品《水满鱼肥》，估价 3.8万—

4.8万元，拍卖时过了 10万元，已是高价了，但
他还是让我收回来，不卖。舍不得卖，但又都被
他捐了。 他住在枫林街道，后来街道也办了一
个他的美术馆，他也支持，捐了一些画和剪纸。

林老这人没有算计， 你跟他建议怎样做更好，

他点头称是，但事后还是照自己的主意办。 他
在艺术上是很执着的。

功夫在画外。 我很喜欢林老的书法，认为
成就很高。 他的画室挂着尹秉绶和金农的书
法，这是他最推崇的。 他的大字、题词、对联都写
得很古拙、厚重，非常人所及。他在画上的题跋或
者小行书则端庄之中有灵动，不急不缓，别有一
功。林老的书法有传承，但也自成一格。我曾策划
过三个大展———《花好月圆—中华名花展》、《唐
宋八大家—海派人物画展》和《三山五岳—海派
山水画展》。 三个展三本画册，前后跨六七年，我
是让他一次题好的。 他的字稳如泰山，就是与众
不同。后来加上设计师的设计，怎么看都很美。林
老没有读过高中、大学，但他知道中国画离不开
诗。他的诗绝非文绉绉的一路，而是明白晓畅，

通俗易懂，富有生活情趣。 我知道他看重自己
的诗，有一次推荐给《文汇报》发表了两组，林
老特别高兴，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林老为人厚道，没有心计，也不知道利用
一下自己的特长。 他就这么自顾自地生活、画
画。有一次生病，要住医院了，他发现医院的红
卡找不到了。 家里人找到我，我找有关同志出
证明。 我认识他二十来年，这时才知道他是离
休干部，但他从来也没有说过。 在知识分子成
堆的画院里，他一辈子就是这样过的。

林老对人也不设防。 有一次，一个画骗子
冒充荣宝斋经理，从他手里拿走了一批画。 他
事后想想不对，报了案。这个骗子也是胆大，居
然再来吃回头草， 被守候的公安人员逮个正
着，锒铛入狱。 骗子的老婆竟然天天抱着小孩
来林老家哭哭啼啼，说生活有困难。 林老居然
又画了几张画送给她，打发她回去。 这就是林
老，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如今时移俗易，他感受
到了一点，但是变得不多。

我的印象中，林老，山水画家，喜现代风。

擅人物，寥寥几笔，颇为传神。 钟情书法，书风
敦厚。喜欢作诗，文白相间那种。在大城市生活
60多年，还保留着乡土感情。 晚年的剪纸由传
统转向现代，有毕加索的神韵，最有味道。

时值林老艺术馆开馆 10周年， 韩天衡美
术馆馆长朱晓东先生知我是林老忘年交，嘱我
为文，书印象记以上，不知林老有何观感。

秋 丁飞龙
1.

树枝叮嘱叶子，一路上与风结伴。

2.

一场又一场雨，让所有的枯萎领悟到寒意。

3.

改变了夏，再等待后一个季节来改变自己。

4.

会有许多果子，撕开自己的胸膛，掏出大把
大把的心之籽，撒向远方。

5.

泥土吞下的许多，终将化为绿色的呼唤。

6.

薄薄的日历，因为你的思索和交替，而厚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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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巴黎，第一站往往都会去
巴黎圣母院。 这座始建于 1163

年的哥特式大教堂，历时 180多
年，于 1345年最终建成，是古老
巴黎的象征，也是历史上最为辉
煌的建筑之一。 由于雨果的小说
《巴黎圣母院》 让它成为心地善
良的丑角卡西莫多与吉普赛少
女爱斯梅拉达爱情悲剧的发生
地，这座古老建筑更具有了含蓄
的诗意和不朽的人文气息。 2002

年 7 月，我曾经到过巴黎，瞻仰
圣母院雄姿并在教堂前留影。

时隔十七载后的今年 7月，

我又来到巴黎，然而这座巨大建
筑的处境已大不同。 之前的 4月
15日晚 6点 50分左右， 因修缮
工程而搭起脚手架的工地起火，

引起巴黎圣母院塔楼燃烧，滚滚
浓烟遮蔽了塞纳河的天空。 在火
势快速蔓延中，巴黎人焦虑地祈
祷，人们悲伤地望着圣母院标志
性建筑尖顶被烧断倒塌而无可
奈何。 火情一直到 4月 16日凌
晨 3 点 30 分左右才得到控制，

直至上午 10点大火才完全被扑
灭。 尽管主体建筑得以保存，屋
顶和塔尖却被烧毁。 被火焰吞噬的圣母院，寄托
着整个国家的感情。 法国总统马克龙旋即宣布，

重建巴黎圣母院。 4月 16日晚，巴黎民众在米歇
尔广场点燃蜡烛，哀悼被严重烧坏的圣母院。

经两个月调查， 排除了人为纵火的可能，巴
黎圣母院大火被推断为由“电力系统故障”和“未
熄灭的烟头”所酿成。

我一到巴黎就迫不及待往巴黎圣母院而去。

过圣礼拜堂、司法部大楼、路易斯雷皮纳广场，在
塞纳河畔， 远远就望见满目疮痍的圣母院身影。

双塔楼背后的钢筋脚手架一直搭到塔顶，圣母院
后院的两翼则用厚实的木框再造着。我沿着塞纳
河转到圣母院一侧， 眺望未损坏的双塔楼主建
筑， 两座高达 69米的建筑在蓝天白云下依然傲
立，雨果曾在小说《巴黎圣母院》中把它比喻为
“石头的交响乐”，而今，塞纳河里一艘艘游船驶
过， 甲板上的游客们争先恐后地把这首负伤的
“交响乐”摄进影框中。 过桥来到西堤岛，正对巴
黎圣母院正面。 修缮中的圣母院被白色的墙阻
隔，游客不能靠近，然而看得到双塔楼上的雕梁
画栋依然， 塔楼墙上 28位君王的雕像仍然栩栩
如生；中央拱门上耶稣在天庭“最后审判”的雕像
被遮掩了一半；左边圣母门圣者和天使围绕的圣
母受难复活形象仍然清晰；右边拱门上圣安娜故
事和路易七世受洗的雕像则被完全遮掩了。

巴黎圣母院正面一个吊塔的长臂伸起，影响
了拍摄，我便环绕着巴黎圣母院前行，从不同角
度靠近它，瞻望它，问候它。圣母院侧面被烧得黑
乎乎的，有几根柱子大约因为被烧坏了，现在正
以钢架搭成胫骨，再贴上厚厚的石墙，一辆红色
卡车式吊车静静地停在一旁。 在另一边，地上堆
着一块块原木，想必都是修缮圣母院所用。

我徘徊在圣母院四周，迈不动脚步。游客仍然
纷至沓来，忙着留影；塞纳河中游船，熙熙攘攘。我
想到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虚伪的副主教克洛
德，他觊觎爱斯梅拉达的美色，却始终未能得手；想
到外貌英俊的花花公子弗比斯，对爱斯梅拉达始乱
终弃；想到被吊上绞架的爱斯梅拉达，心地善良，忠
于爱情；想到抱着爱斯梅拉达尸体遁入墓地的卡西
莫多，为追求美丽善良而献身。 虚伪和恶行终为人
们唾弃，美丽和善良永为人们铭记。彼时彼刻，此时
此地，圣母院是永远值得被珍视的有形与无形的存
在，它在人类心中是不能也不可能被烧掉的。

写完这篇短文时， 传来了中国学生蔡泽宇、

李思贝设计的“巴黎心跳”方案获得“巴黎圣母院
设计大赛”冠军的消息。 这份来自清华与北京工
业大学学子智慧的创意，包括了水晶屋顶、玻璃
尖塔、时间胶囊的设计，打败了来自 56个国家的
226份设计提案，胜过了入围的加拿大皇冠塔尖、

英国喷泉塔尖、日本漂浮森林的设计方案。 时间
一如流水，洗涤着火殇，一个新的巴黎圣母院在
现实和虚拟世界中生长。 美丽的故事仍在延续，

美丽的建筑依然灿烂。

石鼓文的文字之美 戴仁毅

汉字之美在全世界独一无二，把它镌刻在
一枚枚石鼓上，更可谓举世无双。 当一千三百
年前的初唐，石鼓文在陕西凤翔陈仓被发现之
后，它实际上已经在田野的泥土里沉睡了一千
八百多年。 发掘之后，又流离颠沛，历尽沧桑。

就连石鼓的称谓，也烙上了历史的印记。 它先
后被称为“猎碣”“石碣”“秦刻石”等，又因十枚
石鼓自秦朝灭亡之后一直被丢弃在陕西凤翔
以南，陈仓之野，故又有“陈仓十碣”之称。

这些圆柱形的石鼓因为镌刻上了优美
绝伦的篆体汉文，并以诗歌的形式记载了当
时宫廷里游猎、戎事、祭奠等活动，才显示出
它的历史文化价值。 汉字的形成实际上经历
了一场场冰与火的磨砺、凤凰涅槃式的脱胎
换骨。 最初的刀耕火种孕育了象形文字，甲
骨文或许就是篆体字的原始雏形。 而镌刻在
石鼓上的文字，到了秦朝已经是相当成熟的
篆体汉字了。

自从石鼓文被发掘之后，每个朝代的文
豪墨客都趋之若鹜，饶有兴趣地对它欣赏把
玩一番，还要从中探出个究竟。 历代许多学
者已经得出较为肯定的结论———石鼓上面
刻有十首诗歌，且带有《诗经》的风格。 作为
石鼓诗而言，它的存在一定有它的历史文化

背景，与当时的先秦文学、文化不可分割。 据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中所述，石鼓文中《车
攻》一诗，其中“吾车既工，吾马既同”模仿了
诗经中《车攻》里的“我车既工，我马既同”；

又如，“其鱼维何，维鱮与鲤”是仿诗经《采
绿》中“其钓维何，维鲂与鱮”等，由此，郭沫
若也认为“《诗经 秦风 驷驖》与《石鼓诗》乃
同时之作”。 《石鼓诗》的韵文之美与诗经的
风格一脉相承，融描绘、叙事、抒情于一体，

让人感受到一种节奏、音乐之美。

再说《石鼓诗》中的文字之美。 它吸引了
历代文人墨客前赴后继，孜孜以求。 翻开浩
浩历史长卷， 我们不难发现从唐代始到当
代，不少文学家、书画家、史学家、考古学家
对石鼓文进行了研究， 赞叹它的堂皇大度，

美轮美奂。 单从石鼓文的书法艺术上说，它
不仅古朴淳厚，结构严谨，且气势雄浑，刚柔
相济；每一个字用笔舒展自如，笔力遒劲。 难
怪数百年来， 许多书画名家纷纷临写石鼓
文，把它视为篆体范本。 不要说古代的书坛
巨匠视临摹石鼓文为乐，就是近现代较为有
名的邓石如、吴大澂、吴昌硕、王福庵、邓散
木等大家也无不一一临摹。 临摹体现了他们
各自对石鼓文书法艺术的理解，并不同程度

地融入了各自的艺术个性。 而青浦曲水园石鼓
文碑廊里众多的石刻碑文，也可印证当代文坛
大家、名师、学者对石鼓文的青睐。如王元化对
石鼓文的评价是“收百世阙文，采千载遗韵”，

白桦题下“雄津古茂”，钱谷融写下了“惟斯文
为至宝，实终古之罕偶”，贾植芳读石鼓文后挥
笔题下“铁骨龙形”，邓散木对石鼓文也十分推
崇地写下楹联“龙盘虎踞静观神物福寿，凤舞
莺飞唯颂兰竹醉秋”。 石鼓文的影响力还辐射
到日韩等国。 日本著名书道家太田圭一也在曲

水园石鼓文书艺苑留下墨宝，他摘录复旦大学
教授、石鼓文研究专家唐金海有关石鼓文文化
价值的佳句：“法度端诡如松柏盘根奇丽，婉姿
又似龙飞凤舞而曲折， 厚劲更若雕金镂铁，其
古朴苍润，气神深邃之极也”。

由此可见，名家们玩味的不仅仅是经过岁
月剥蚀、历尽波折已斑斑驳驳的石鼓，更多的
是刻在石鼓上耐人琢磨的优美典雅的文字，以
及那些被风化磨损得难以辨认的诗。 这就是石
鼓文留下的魅力和一个个很有魅力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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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夫妇藏匿于谢家

1931年5月22日，《申报》 在广告栏
刊出了一则豆腐干大的出租房间启事，

说是南市紫霞路68号谢家有一间空房
出租， 要求租客是一位文静的读书人。

第二天就有一对夫妻前来认租，第三天
名叫林复的男主人（实为瞿秋白，编者
注）便带着夫人搬了进来，一住便是一
年半。于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谢
旦如走入了人们的眼帘。

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定路
修德坊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
际的操控下，瞿秋白被免去了所有的领
导职务。

1931年4月的一天， 茅盾与他的夫
人孔德沚突然来到了瞿秋白的家里。这
是瞿秋白搬到大西路后第一位上门的
客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茅盾是从他
的弟弟沈泽民那里得到瞿秋白的信息
的。茅盾与瞿秋白关起门来长谈了一个
多小时，并相约一个星期后再聚。届时
让杨之华准备几个小菜，小酌一番。

4月下旬的一个傍晚， 茅盾夫妇如
约而至，杨之华忙着炒菜，他们刚刚坐
下准备开席，突然党中央与瞿秋白之间
担任联络的交通员匆匆赶来，交给了瞿
秋白一封信，信很简单，只有一行字：你
们的母亲病得很厉害， 快回去看看。瞿
秋白知道，这是中央出大事了，让他们
立即转移。于是难得准备的佳肴也顾不
上吃，便匆匆送走了茅盾夫妻，与杨之
华一起提了个小皮箱，搬到了杨之华的
亲戚家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再次转

移，住到了愚园路茅盾的家中。事后才晓
得：这是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在安排中
央机关大转移时，特意让陈赓派人专程去
通知的。

对于瞿秋白的到来， 茅盾非常热情。

他特地让自己的孩子把床让出来给瞿秋
白夫妇睡，让孩子在地板上搭铺。但毕竟
不方便，更重要的是，茅盾家就一个三楼
大厢房，如果有人来，瞿秋白夫妇连躲的
地方也没有。这一天，“左联”的负责人冯
雪峰来茅盾家送刚刚创刊的“左联”机关
刊物《前哨》。瞿秋白就托冯雪峰替他找一
个“可靠的”“可以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

瞿秋白对冯雪峰讲： 因为他身体不好，党
中央已同意他休息一段时间。顺便他也准
备写点东西， 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

冯雪峰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可以，我
知道有这么一个可靠的关系。

于是，一位正直的文学青年谢旦如映
入了我们的眼帘，同时也将因为他的担当
而被载入史册。

谢旦如， 写诗时又名澹如，1904年生
于上海，祖籍福建。他的家几代经营钱庄，

家境殷实，到了他父亲谢敏甫时，生意更
为兴隆。除了祖传的福源钱庄外，在其他

不少钱庄里都有股份。 谢敏甫酷爱字画，

藏书丰富。他在上海南市董家渡天主教堂
旁的紫霞路68号购了一座豪宅，占地近一
亩，三开间三进，第二进中的西厢房专门
用来藏书，几十年下来总有万册。到了谢
旦如这一辈，又添了许多新文化、新文学
的书籍。

谢旦如13岁时， 父亲因病去世，15岁
谢旦如根据父亲的遗愿与母亲的安排到
福源钱庄打工， 从学徒做起准备接班。但
一颗文学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里植下。除
了上夜校读书，他还和同在钱庄学徒的应
修人等结为好友，一起吟诗作文，并筹集
了一批书籍成立了一个 “上海通信图书
馆”，以书会友。于是认识了在上海从事革
命活动、被称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
（另二人为瞿秋白及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
张太雷），深受他的影响。

1924年，20岁的谢旦如在应修人的介
绍下，加入了由冯雪峰、潘漠华、汪静之、

应修人发起的“湖畔诗社”，以诗咏志，以
诗会友。这么算下来，他与冯雪峰相识也
有六七个年头了。他急公好义，但凡朋友
中需要帮忙的，他总是挺身而出，热情相
助。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 他先后与朋

友合伙在老西门、静安寺等处开过几家书
店，专门销售左翼文艺书刊。书店被查封
之后，他又独资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
四川北路武进路） 开了一家公益书店，专
门买卖旧书。同时在书店的二楼秘密购置
了印刷机和订书机，为中共地下党和左翼
文化人印刷装订进步刊物与文件，所有费
用都是由他单独承担的。1931年2月7日，

殷夫等五位左翼作家与其他近20位共产
党员被国民党政府在龙华枪杀，与谢旦如
相识的就有好几位。“左联”决定出版《前
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鲁迅先生怀着满腔
的悲愤，亲自撰文，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
念》这样不朽的文字，同时为纪念号的封
面选择了珂勒惠支的一幅著名版画：母亲
抱着自己垂死的孩子，5位烈士的遗像与
版画封面全部用道林纸单印，而所有的选
纸用料、文字编辑、排版印刷、装订发送均
在老靶子路上的公益书店里完成，大多数
费用由谢旦如一人承担。 这是何等的担
当！因此，当冯雪峰将准备秘密安排瞿秋
白夫妇居住到紫霞路68号谢宅的事与谢
旦如协商时，谢旦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
来。

1931年4月，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整个
国统区都处在血雨腥风之中。4月29日，恽
代英被枪杀在南京雨花台；6月24日，向忠
发虽已叛变还是被枪杀在上海龙华；7月，

蔡和森被枪杀在广州；8月，邓恩铭被枪杀
在山东济南……南京政府还发出了《严缉
扰乱治安之瞿秋白等务获解究》 的饬令，

下达全国。其中开列了7位所谓的“共党要
犯”，位列榜首的为瞿秋白与周恩来，各悬
赏2万大洋；另王明、沈泽民等5位，各悬赏
1万大洋。依照国民党的“连坐法”，包庇窝
藏者与其同罪。在这种形势下，将瞿秋白
夫妇藏匿在家中，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十）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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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基民 编

上 海

泰隆银行上海杨浦支行举行教师节专场活动
为庆祝第 35个教师节， 泰隆银行上海杨浦支行联合复旦

居委举行了以“桃李芬芳，红烛精神永存”的教师节专场活动。

来自杨浦支行周边社区的数十位退休教师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如《让我们荡起双桨》《哆
啦咪》《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来》等，把活动参与者带回了无忧
童年、难忘校园的美好时光。同时，泰隆银行的工作人员还为每
一位参与者献花，用鲜花致敬这些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教育事
业的教师。参与活动的退休教师纷纷点赞本次活动，一位老教
师激动地说：“今天的活动让我倍感做人民教师是多么光荣，我
很开心，谢谢你们。”

据了解，这已是泰隆银行上海杨浦支行在今年针对网点周
边居民举办的第 24场活动。从今年年初的“新春 10天乐”“学
雷锋日”“衣暖人心”，到近期的“浓情端午”“中秋特别活动”等，

泰隆银行积极以活动为桥梁，努力让网点和社区实现更好的融
合，让泰隆员工成为社区中的一员，为网点周边客户创造一个
更便捷、更舒适的金融消费和体验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