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小三线!即上海市后方基地!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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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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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紧张的国

际形势下!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和毛泽东关于加强备战"

巩固国防所作的战略部署# 上海小三线建设于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

山区!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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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筹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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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面调整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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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上海小三线逐渐成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后方基地中门类最

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上海小三线建设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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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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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上海人阔别黄浦江畔

的故乡来到皖南或浙西山区!他们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发

展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但同时由于身处山区!生产和生活设施

不配套!他们的职工生活往往充满了矛盾和困难 !难以安居乐业 $

最为突出的是子女的教育问题及医疗条件!由此也使得当时留守家

庭和留守儿童成为普遍现象$ &资料参考来自徐有威主编'(口述上

海)小三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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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陌生”爷爷对话

前不久!陈和丰和父亲陈建

荣一起故地重游!走了一趟安徽

乌溪乡! 在那里的大山深处!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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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上海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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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厂的痕

迹% 这是一次寻找家族史的追忆

之旅 !去年
*

月 !上海大学历史

系硕士生陈和丰报名参加了大

学生 "家&春秋口述史计划$!自

此他一直在挖掘家族史料!从父

辈祖辈口中 !记录一个上海 "小

三线$家庭的悲欢离合%

"一个国家的建设' 一个社

会的变革看似轰轰烈烈!可都是

由无数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堆砌

而成的% #陈和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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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名干部

职工投入(小三线#建设% 上海大

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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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

资料的整理与研究* 课题负责人

徐有威认为!陈和丰家因支援"小

三线$ 建设而家人分居异地的家

庭故事!是当时很多家庭的缩影%

本报特约陈和丰撰文记录

那段上海 "小三线 $工人家庭的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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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秋，经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介绍，我参加了

“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家族史计划”。在这之前，我已经对爷爷的

史料进行了整理，也简单采访过家人和爷爷的老同事，如今我有

了一个机会把这些历史信息化作一部纪录短片。

我的爷爷在我印象中，并不善言谈，到了晚年他大脑萎缩，神

智偶尔糊涂，我与他的交流就更少了。最后那几年，我和父亲常去

看他，父亲一直让我和爷爷多说几句话。我觉得“没话找话”很无

趣，每次只是作简单问候和交流后，便静静地矗在那儿，看着爷爷。

2013年10月1日凌晨，爷爷去世了。那段时间，我时常默默流

泪，我总是想起爷爷，同时伴随着深深的悔意：我一直都懒得与他交

流，当我真的想再多跟他说说话时，我却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后来帮忙整理爷爷的遗物，打开一个旧盒子，意外发现几张爷

爷手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及相关草稿：“1940年~1945年浙江温

州家乡讨饭”、“1953~1956年参军”、“1970年 ~1985年上海后

方312长汽机班长”……这些爷爷的经历，对我来说极为陌生，同

时令人惊喜不已，我大喊道：“这就是史料啊！”作为一名历史专业

的学生，我对此十分敏感，我清晰意识到这些史料的价值。那一刻，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爷爷的历史从这些史料中挖掘出来。如此，

便是要让这些史料“说话”，就好像与过去的爷爷“对话”。

在口述史纪录片拍摄过程中，一开始家人都不太理解。“我

们是普通百姓，家里的故事也再普通不过了，有什么好拍的？人

家会看吗？”面对奶奶的疑惑，我调皮地回答道：“我其实真的不

在乎别人看不看，也不在乎别人对它的评价。这个片子至少对我

个人来说非常重要。以后我有了孩子，我就可以给他一边放这个

片子，一边对他讲我们家族的故事。”

做纪录片，我需要一个故事点。对于我的爷爷和我的家族来说，

有一段历史影响最为深刻，同时这段历史也可以通过奶奶、大伯和父

亲的回忆与讲述来使人产生共鸣。那是一段16年的历史，爷爷和奶

奶由于参与“小三线”建设，和自己两个孩子分居生活的16年。当年

他们离开上海时，我的大伯12岁，而我的父亲只有6岁。

目前，家庭口述史纪录片已拍摄完成，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全家总动员，出人出力。奶奶、大伯和父亲的讲述，老照片等实

物的应证，让我时常沉浸在那些历史画面中，我有过许多感动，

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

几个星期前，父亲带着我们的摄制团队前往位于安徽泾县

乌溪乡荆竹坑的原 312电厂所在地，那里是爷爷奶奶离开上

海、离开两个孩子后工作了16年的地方。

当车开进山区，快要临近厂区时，父亲说道：“你爷爷去世

后，我常常梦见自己走在前往 312的路上，眼看拐个弯就要到

了，可始终没有走进去。”父亲对这块地方是有记忆的，那个时

候他还是个孩子，每年暑假他都会充满期盼地走上这条山路，

前往312厂和他的父母短暂团聚。父亲说，在这里度过的时光

虽然短暂，但却是童年中最为快乐的。如今时过境迁，父亲回到

了他魂牵梦绕的地方，这次他真实地“走进去”了，那一刻父亲

真是一下子变回了一个“孩子”。父亲的记忆随着我们的脚步不

断喷发，他的语气、表情、眼神都表露出他无法抑制的兴奋之

情。“哎呀！你们看，这的栏杆没有变，爷爷在这里拍过张照片，

记得吗？”“噢哟！这条路就是通往后山的，那个时候，爷爷奶奶

去上班，我就拿把镰刀，一路披荆斩棘上山玩！”

走着走着，我们到了山间一条溪流边，父亲在那里站了一会

儿，望着溪边的一座小房子，不久父亲回头对我说：“我小时候搬

着个小板凳跟着你爷爷一起到那个水泵房值过班……丰，你捡两

块溪边的小石头，我们带回去，下次扫墓的时候带给爷爷看看。”

1968年，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爷爷所在的上海杨树浦发电

厂响应国家号召，呼吁工人投身“大三线”工程建设开赴四川。但

由于奶奶的哥哥曾读过私塾，被判定为“家庭成分不合格”，爷爷

被免去前往四川的资格。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开展，“小三线”建

设也随之兴起。安徽南部和浙江西部山区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

兵器为主的后方工业基地，便是上海的“小三线”。

杨树浦发电厂于1970年开始遴选投身“小三线”建设的工

人，领导挨个做思想工作。一向随遇而安、又是党员的爷爷，再没

能逃过“建设工人”的命运，奶奶也一同被选上。

1970年当爷爷奶奶要开赴前往安徽时，他们对两个年幼的

孩子说：“等那边的学校建好了，就把你们接过去。”可想不到，这

一等就等了16年。奶奶说，刚到那边山区，才发现厂房没建好，员

工宿舍也没有，更别提什么学校了，当时奶奶的心都凉了，她就预

感与孩子分别的时间可能要长了。分别后的整整一个月，奶奶几

乎每天以泪洗面。

大伯伯回想起那段童年经历说：“起初舅舅会来照顾我们，可

第二年我就开始独立照顾自己和弟弟。我每天早上起来做好早

饭，和弟弟一起吃，然后就先送他上幼儿园，然后再去上学。放学

后我总是飞奔去接弟弟，因为我一直记得当时弟弟对我说过一句

话：‘哥哥你能不能每天第一个来接我’。”大伯把父亲接回家后，

就买菜做饭，晚饭后做功课，然后两人便早早睡觉。大伯说：“每天

我们俩就是如此循环往复，日子就这么过去了。现在想想觉得挺

后怕的，两个人一个12岁，一个6岁，就这么独立生活了。”

有一件事，大伯印象深刻，有一年中秋节，别人家都热热闹闹，

一家团聚，“我和弟弟两人吃完饭，就早早上床睡觉。我已经睡着

了，突然被一阵哭声吵醒，一看，是弟弟在哭。我问他为什么哭？他

一边哭一边说想妈妈了。这时我心头一酸，兄弟俩抱头痛哭。”

重回安徽山区312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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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年幼孩子留守在沪

那个年代，在大上海，三线建设的留守家庭、留守儿童是个庞

大的群体。他们各有各的命运，其中我的大伯和父亲是相对比较

幸运的。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误入歧途，没有闯什么祸，也没有发

生过严重的意外。在健康长大后，我的父亲在大伯的照顾下考上

了复旦大学，大伯工作以后也没有放弃求学，后来通过自学考，也

拿到了电视大学的本科文凭。

大伯说，爷爷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老实人，农村的苦出身没

文化造成他随波逐流的命运。为了不像爷爷那样，大伯和父亲

都深知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可以说，爷爷的经历对于他们

两兄弟是一种刺激。不过我还记得，当年去看望久病缠身的爷

爷时，父亲问他：“老陈，最近感觉怎么样？”爷爷轻描淡写地回

答道：“三点水一个昆。”从此父亲就一直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所

以，爷爷那种坦然面对任何事情的心态，也积极影响了后辈们。

我的父亲和大伯在平日里的处事态度确实是像爷爷那样从不

患得患失，而是安心过好每一天。这也许就是一种家族精神在

默默传承。

整个纪录片拍摄的过程，我仿佛亲身经历了家族的这一段历

史，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更加了解了每一个家人，更

加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与此同时，我对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也有了新的感悟。我想，冥冥之中爷爷也许能听到我现在的心

声，他也许也能看到我们这一家如今更加紧密、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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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线”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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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爷爷去大三线时欢送照!但
后来大三线没有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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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职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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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丰和奶奶整理旧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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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在安徽工作照-前排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