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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上海（124）

管天瑞 文/摄

上海的高架为什么呈“申”字型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一个国际化的大都

市，承担着远超国内一般城市的交通压力。其实

对比其他城市而言，上海的交通已是十分便利，丰

富的公共交通将每一寸土地连接了起来。我曾提

到过上海有着“世界第一”线路长度的地铁，遍布

全城的公共汽车，足以满足人们的生活基本需求，

然而这些终究只是属于公共的罢了，提及交通这

个话题，不把交通主力军私家车给涉及进来，颇有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

在上海，开车与高架桥似乎总是被绑定在一

起，被人们称之为城市骨架的高架，在纵横交错的

城市交通网络中，格外醒目。虽然说驾驶私家车

上下班的人一直抱怨上海堵，每天上下班的高峰

期，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如同梦魇一般，但实际上高

架减少了道路交叉，省去等红灯的时间，极大地提

高了行车的效率，要是没有高架桥，上海的交通只

会更加的拥堵。至少在现阶段，高架依旧是解决

交通问题强有力的手段，奈何再好的措施，也架不

住繁多的车辆。如今，上下班高峰时间段，只有沪

牌车才被允许行驶上高架，正因为如此，上海车牌

成了国内最贵的一块铁皮，即便现在已是近十万

元的高价，人们依旧竭尽所能去争取这块车牌。

开车出门不需要畏手畏脚地考虑限行，想走哪条

路就走哪条路，这就是沪牌在上海存在的价值。

上世纪末开始的高架建设，是上海跻身国际

一流大都市的前奏。内环高架路的率先通车，宣

告高架道路的“零”的突破。不知是有意为之，还

是一个单纯的巧合，别名“申城”的上海，其市区内

延三座高架组合一起正好成为一个“申”字，构成

了东西南北的“申”字交通格局。“申”字型高架道

路网由内环高架路、南北高架路和延安高架路组

成。内环高架道路沿中山环路，通过南浦大桥和

杨浦大桥把浦西和浦东的交通连为一体，其中浦

西段为连续高架道路，浦东段以地面道路为主。

南北高架路纵贯上海市中心区，纵跨闸北、静安、

黄浦、卢湾等中心区。延安高架路东起中山东一

路，西至虹桥机场，与南北高架路、内环高架路相

连，形成了上海市中心区的立体化交通网络，成为

市中心地区的“交通保护壳”。

在这“申”字的中间，南北高架与延安路高架

的交汇处，有一段关于高架路的风水传说，据说当

时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可作为支撑主柱的基

础地桩却怎么也打不下去。直到工地请了一位老

法师，做完法事后，桩才打进去。因为道破了天

机，这位法师回到寺庙后，没几天就圆寂了，而打

下的地桩则装上了龙形的装饰，作为一种祈敬。

传说总归是传说，而专家在这几年间，也多次用科

学上的角度来解释其中缘由。不过人们似乎还是

津津乐道于之前那个不

知其所以然的，既然上海

有着“魔都”之名，那大伙

自然期望这座城市有着

相应的都市传说，日常可

见的龙纹雕塑立柱，被赋

予了玄幻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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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远希：沟通沪平两地 联系乡亲乡情

“我成长于平湖白马，是土生土长的平湖人。

虽然大学毕业以后离开了家乡，但是对老家的感

情却从未变过，而且越来越深。”近日，我们采访到

了上海农商银行总务部副总（总经理级）、上海平

湖经济文化促进联谊会创始秘书长——范远希乡

友。

“我高中毕业于平湖中学，因为理科和英语成

绩还不错，大学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并被调配到

计算机科学专业。”范远希告诉我们，由于当时国

内计算机教材稀缺，大多是老师从国外带回来誊

印的，所以他们用了很多英文原版教材，也因此大

一主要专修英语。“大学生活丰富多彩，非常美好，

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时候我还养成了锻炼身体

的习惯，学了一年少林拳和四年太极拳，受益匪

浅，至今有时还会来几下扫荡腿。”他笑道，临近毕

业时，他还与同寝室五年的西藏同学一起骑自行

车从上海经金山石化过乍浦镇回到家里，历时整

整一天，那些下午乘汽车来平的同学早早地到

了。“年轻就是有活力！”他感叹道。

1988 年，他毕业以后进入到了工行浙江省分

行从事技术工作，从科长助理做到副处级干部，他

一直兢兢业业，从未有过懈怠。随着信息科技的

快速发展，2002 年初他被调往工行总行设在上海

浦东的数据中心，担任系统部总经理，承担起全国

工行业务的技术支持保障工作。2010 年 1 月上

海世博会前，他转而前往上海农商银行总行担任

运营保障部总经理，开启了人生又一挑战，为这个

技术基础薄弱的地方银行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很大

贡献。

“虽然一直在外地工作，岗位也有所变动。但

是我跟老家平湖的联系从来没有断过。在浙江省

工行那会，我是平湖中学杭州校友会的理事，调往

上海之后先后任副会长和会长，把上海和杭州两

地校友会牵到了一起，两地的校友、乡亲的联系慢

慢多了起来。感恩家乡对我们这些工作在外平湖

人的培养，我至今保持着与小学老师的来往。”范

远希说道。

2010 年 10 月，在时任平湖副市长石云良的

推动下，在沪乡友开始筹划成立联谊会。“上海平

湖经济文化促进联谊会是在平湖市委、市政府领

导下，在沪平湖籍人士组成的联谊组织。联谊会

致力于搭建在沪平湖籍人士相互交流信息、与平

湖维系情感归宿的平台，做与平湖各界进行沟通

的桥梁与纽带。联谊会不是官方组织，也没有什

么强制约束力，但是我们在沪平湖乡贤都本着为

家乡多作贡献的美好愿望尽心尽力。我们还资助

了很多家境贫困的在沪大学生就学，希望通过我

们的善举感化大家，弘扬平湖感恩报本的精神。”

范远希说道。

其实，在联谊会筹备那段时间，也是范远希刚

刚进入上海农商银行工作的时间，既承担着全行

业务的技术运营保障责任，又正在筹划新一代信

息系统及新数据中心建设工作，他的本职工作也

相当辛苦、繁忙，但他还是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很多

联谊会的筹建工作。“我们这个联谊会能够发展壮

大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担任两届

六年秘书长的远希大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真

的非常真诚、热心。”现任联谊会秘书长张雄杰说

道。

范远希表示，以前在上海的平湖人也不少，但

是都处于“单打独斗、散兵游勇”的状态，联谊会的

成立为广大在沪平湖人提供了相互沟通交流信

息、分享和整合乡亲资源、增进相互了解与友情的

平台。同时，联谊会也积极参加平湖市政府在上

海的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活动、团拜会，组织企业

家到平湖投资考察、上海

文艺界名人送戏到平湖、

回乡投资企业等。“我们在

外地的平湖人都真心希望

家乡的明天会更好，也愿

意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

章鸣泽/文 阿奴平湖宁公众号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