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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姓生活记忆：上海故事》展现出人们心目中向上向善的力量，给观众带来价值取向的新解读
。
《百姓生活记忆：上海故事》包括了“文化广场变变变”、“记忆里的宣传画”、“50年前他们怎样
过日子”、“侬好，老师傅”、“一本遗失的恋爱日记”等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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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广场变变变二、记忆里的宣传画三、50年前他们怎样过日子四、侬好，老师傅五、一本遗失
的恋爱日记六、1980年代裸婚之鸳鸯楼记七、换房的故事八、小菜场里趣闻多九、弄堂里的乒乓传奇
十、海上生绿岛十一、里弄生产组的女人们十二、里弄生产组的青年人十三、难忘的老电影十四、一
位劳模的美丽记忆十五、回望淮国旧十六、一套改变命运的丛书十七、一个中方陪同和一个外国导演
的邂逅十八、犹太难民在上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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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胡文宪是13位烈士中年龄最小的，年仅15岁，生前是上海五四中学的一位中学生。
经记者多方寻访，找到了胡文宪的哥哥胡文亚。
现年57岁的胡文亚回忆说：“那个时候我弟弟正好是在学校上课，知道发生了火灾，一起上课的同学
就朝文化广场的方向跑过去，当时路口已经封锁了，他就急中生智，爬上救火的卡车，进去以后抢救
地下室的国家财产，当时有两个救火的同志晕倒了，他把他们救出来，他自己再冲进去，就再也没出
来。
”说到这里，胡亚文汨眼朦胧。
如今这13位烈士，静静地长眠在上海烈士陵园的纪念堂里。
那么，文化广场的那场火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呢？
经调查，原来当时文化广场正在进行大修，房修队在维修时违规操作，一名维修工在使用冲灯时，气
打过了头，导致火油往外冒，他手烫得拿不住了，就把冲灯扔在了芦苇层的隔层里，火就这样烧了起
来。
这是一个责任事故，和阶级斗争无关。
1970年的春天，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重建文化广场。
文化广场又开始一次变脸。
文化广场是上海的一个地标，如果你打的去文化广场，的哥肯定不会问在什么路上，而是一踩油门就
上路了。
不过，还有极少数的老年人会把那地方说成跑狗场，的哥就会被搞糊涂了。
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而文化广场的前身，就是跑狗场。
近代世界的赔狗业产生于英国，20世纪20年代，这个行当跑到了东方，来到上海。
1928年，一个名叫邵禄的法围商人在法租界的这个地块上开办了逸园跑狗场。
88岁的李明藻老人还记得当年跑狗的情形：“一次跑八条狗。
八条狗领到赛场，有一个电的兔子，电钮一按，八扇门弹起来，八条狗全部冲出来追着电兔车。
电兔车不会被狗追上的，因为电力会把速度控制着。
跑到最后，哪条狗在前面，买了这条狗奖票的人就发财了。
”今年80岁的姚祖浩老人还记得小时候看到跑狗场的门口满地全是废票，“第二天早上去，门口地上
有许多废票，买到票中奖了，就可以凭速张狗票领奖。
如果买的狗票没中奖就变废票了，到处都是满地乱丢。
”逸园跑狗场的英文名称是canidrome，它的中文谐音是“看你穷”。
的确，当时因跑狗赌博而输得倾家荡产的大有人在。
而对跑狗场的老板而言，那就是“看他富”了，仅在1938年，这个跑狗场的账面利润就达到360万银圆
。
在那个历史年代里，人们习惯把逸园叫成跑狗场，以致后来很多人都以为逸园只是跑狗。
其实不然，1945年，抗战胜利后，租界收回，上海的狗业也被禁了，逸园也开始了变脸。
1946年的春节里，驻沪美国海军别出心裁地举办过一次黄包车皇后大赛，也就是让每一辆黄包车上坐
一个美女，看哪个黄包车车夫跑第一，这辆车上的美女就被封为黄包车皇后，这次比赛的起点设在外
滩海关大楼，终点就在逸园。
比赛当天人山人海，逸园看台上更是坐满了看热闹的中外观众。
第一个跑到逸园的黄包车夫是个崇明人，他被戴上了象征冠军的花环，而金光闪闪的奖杯则给了车上
的美女。
那年代，逸园虽然不跑狗了，但名堂还多着呢，那里设有旅馆、餐饮、舞厅、球场、露天电影院等，
是当时上海滩上很有人气的休闲娱乐场所。
解放以后，逸园变脸，成了文化广场。
2010年10月的一天，记者前往上海华东医院去采访86岁高龄的文化老人黄宗英，这次采访是有备而来
的，先用笔记本电脑给黄宗英播放了一段60年前的新闻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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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反映的是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逸园举行，影片中有黄宗英在大会上发
言的镜头，当时年轻漂亮的黄宗英代表文艺界在大会发言。
这段影片勾起她的回忆，她很激动，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开会，第一次作为代表发言，旧社
会我没有开过会，开会两字对我很陌生。
所以那时候，从逸园开完会回来，赵丹说，你们开会小组讨论，讨论些什么？
我说我闹不清楚，他们老说台阶台阶。
他说什么台阶，是说阶级吧？
我说对对对对，是说阶级。
说阶级我也听不懂，什么事都觉得很新鲜。
”黄宗英还回忆说，“当时他们在会上还把所有的钱都买了折实公债，大伙都是很热情的，对新社会
充满了希望。
”黄宗英把阶级听成了台阶，想想也对，阶级这个词的本义也许就是台阶。
看来，还是赵丹的政治意识更强一些。
由于逸园场地大，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很多群众性的政治集会放在了逸园召开。
连从来也没开过会的黄宗英也要开会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通过多集会，开大会，把人聚拢起来，
把人心凝聚起来，发动和引领上海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1952年4月，经陈毅市长的批准，将原来是露天的逸园跑狗场改造成能遮风挡雨的大型室内会场。
当时取名为“人民文化广场”。
同年11月正式命名为“文化广场”。
竣工后的文化广场能容纳1．5万人，新建1000多平方米全上海最大的舞台，因为要支撑起上海最大的
屋顶，所以在会场里有不少的柱子，坐在柱子后面的人开会无大碍，只要耳朵听就行了，看演出就有
点麻烦了，一柱障目。
会场里全是长条凳子，当年没有空调，夏天为了通风的需要，场馆的两边是镂空的，到了冬天，场馆
的两边搭起了芦席棚来遮挡寒风。
1969年的冬天，就是因为房修队的工人由于操作不慎，点燃了芦席这种易燃物，酿成了大火灾。
尽管在文化广场的正式名称中，原有的“人民”两字被省略了，但是它的群众属性却明明白白的，当
时上海的人口总数600多万，而文化广场每次开会或演出，全上海差不多每400人中就会有一人来到文
化广场。
当年的上海人走进文化广场，不仅是开大会，有时也来看演出。
当年的文化广场有上海最大的舞台，也是可容纳观众最多的剧场，像前苏联的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乌兰
诺娃，中国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都来到文化广场演出过。
关于文化广场的文艺演出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4年的6、7月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两次来到文化广场，看的却是同一台文艺演
出，为什么呢？
事情是这样的，1964年5月，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隆重开幕，这届“上海之春”推出了一台
由3000人参加演出的大型音乐舞蹈节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也称“大歌舞”。
演出很精彩，尽管文化广场内柱子很多，坐在柱子背后或场子后排的观众会看不见或看不清舞台上的
演出，但人们还是如潮水般地涌入文化广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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