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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不屈的上海

一部《海国英雄》成就一段佳话
以南明抗倭事迹燃起!孤岛"各界抗日斗志

! ! !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文物库房
内，收藏着由阿英在抗日战争上海“孤岛”
时期所写的四部南明史剧，诉说着祖先英
勇抗倭卫国的故事。其中，《海国英雄》更是
于 !"#$年在上海公演，燃起各界反抗日本
侵略者的斗志，成就上海戏剧界一段佳话。

剧作 以古喻今 激励抗日
!"%&年 '!月上海沦为“孤岛”后，上海

戏剧工作者大多被迫撤离，但仍有一批爱
国义士，运用曲折隐蔽的方式开展革命戏
剧运动，阿英就是其中之一。

阿英，即钱杏邨，笔名魏如晦，!"()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冬与蒋光慈等人
组织太阳社，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
第一个文学社团，积极宣传革命。抗日战争
爆发后，阿英与于伶等人成立上海剧艺社，
他创作《碧血花》《杨娥传》《悬山奥神猿》
《海国英雄》等多部南明史剧，以古喻今，激
励抗日救亡，在上海引起极大反响。
《海国英雄》剧本手稿长 *+厘米，宽 (,

厘米，共有四册，主角是南明抗倭英雄人物
郑成功。阿英撰写该剧时，曾翻阅和参考大
量书籍资料，尽可能符合真实的历史，尽可
能还原先勇的事迹。正如他自己所言：“《海
国英雄》一剧的作成，在我的几个剧本之
中，是历时最久，所经过的艰苦也最多。对

于这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我是没有沐手
熏香，但我是始终在极度的敬意下审慎而
又审慎地写下了每一行的。”

演员 爱国之心 克服险难
*",-年 "月 (&日，《海国英雄》一剧由

新艺剧社在上海璇宫剧院首演。此后每日
昼夜两场，这种情况在“孤岛”时期的上海
演出史是少见的。

公演首日，正逢公共租界的公共汽车

和电车罢工，观众大多是以步代车前往观
看。过了两天，交通虽然恢复，但天公不作
美，狂风暴雨使整个上海陷入水的包围，大
多数戏院都临时停演，但新艺剧社却依然
按照原计划坚持完成演出。
《海国英雄》由吴永刚导演，刘琼饰主

角郑成功。每天日夜演两场，别人问刘琼累
不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累死了也得在
台上演下去”；而饰演董氏的顾兰君这时恰
逢电影档期，经常来不及卸妆，就从影片公

司赶到剧场。
登台者多是大家名角，均满怀热忱与

敬业，如果有演员突然病倒了，立刻有人自
告奋勇替代，绝不计较戏份多少，下场后又
主动承担辅助性的工作。有些演员在上演
前两夜未曾睡觉，但却说“就是叫我不睡十
个两夜，我也情愿”，这都是为《海国英雄》
宣扬的爱国精神与抗争意志所感染。

观众 !有口皆碑 誉腾孤岛"

《海国英雄》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续
演了几个星期，当时文艺评论界公认是“有
口皆碑，誉腾孤岛”。

这场特殊的演出，获得上海戏剧界的
支持。为了让这部百人大戏顺利上演，不少
影片公司和剧团主动借服装和道具。柳亚
子等人则撰文介绍该剧，各报刊和画刊也
登出《海国英雄》特辑。周璇、英茵、王熙春
等明星在看了戏后表示，只要不影响妨碍
原本工作，她们很乐意来参加演出。

还有艺术大师周信芳，公演之时恰大
病初愈，狂风大作之日他仍致电剧组问有
没有空座，剧社再三劝他病后不宜冒风雨
出门，才算作罢。第二天，周家客堂中大水
一片，可周信芳仍念念不忘联系剧组，希望
将演出档期延长一些，让他能有机会欣赏。

苏长安 范洁

上海北火车站浴火重生今犹在
两次淞沪战争连遭日军轰炸摧毁

! ! ! !天目东路 ($$号是一处著名的建筑。
如今，它是上海铁路博物馆，历史上，则是
上海的陆路交通枢纽———上海北火车站。
建成之时，曾是全国最大、最壮观的火车
站，但在两次淞沪战争中，北火车站均成为
日机轰炸的重点，遭严重损毁。

英式风格站房当年全国最大
*.)+年，火车第一次进入中国，英国商

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 -/+

公里长的窄轨铁路，然而仅作演示后，很快
被京师步军统领衙门“饬令拆卸”。

*"世纪 "$年代，铁路的重要性终于被
中国朝野所认识，清政府还将其列为自强
要政。*."+年，两江总督张之洞以“有益商
务、筹款、海防三端”，要求总理衙门同意修
筑上海与江宁（南京）间的铁路。*.".年，淞
沪铁路首先建成，全长 *)公里，成为上海
城区通往吴淞的陆上要道。

之后 0 由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于
'"-+年 ,月开工，'"-.年全线通车。'"-"

年，沪宁铁路上海站启用，初名沪宁车站，站
址东临淞沪车站（今宝山路、东华路），南向
公共租界界路（今天目东路）。'"')年，沪杭
甬铁路（今沪杭铁路）与沪宁铁路接轨共站，
沪宁车站于是成为沪宁、沪杭甬、淞沪三条
铁路的交会点，站名亦改为沪宁、沪杭甬两
路总站，为区别原在南市的沪杭甬车站（习
称南站），称之为北火车站，简称北站。

北站的站房是英国式洋楼建筑，为颇
有气势的 %层建筑，中间 ,层。大楼长 )-/+

米，阔 (,/&米，占地 '+--平方米，总建筑面
积 +---平方米。底层是候车室和售票处，
楼上是办公用房，共有 &)间。墙基先打木

桩，然后用混凝土砌第一层楼。第一层以上
大墙均用钢柱支架横梁，水泥楼面。三面墙
脚皆用青岛青石建造，红砖外墙，部分墙面
做水泥粉刷。正面有 %座拱门，中间拱门建
有雨棚。整座建筑立面线条清晰，呈文艺复
兴风格，是当时全国最大、最壮观的火车站。

遭受战火毁坏原址重新建造
(-世纪 %-年代，上海爆发“一二八”和

“八一三”两次淞沪战争，闸北境内的北火
车站均成为日军轰炸的重点。据《闸北区
志》记载，两次战争中，敌机先后轰炸北火
车站 '"次，投掷炸弹达 '&&枚。

'"%(年 '月 (.日，淞沪抗战爆发。北
火车站遭到日军连续轰炸，站房、站台、轨
道等设施严重被毁。是年 '月 %-日的《申

报》刊登《北车站被日机轰炸》一文，对北站
遭日机轰炸作了如下具体报道：“昨日，日
飞机投掷炸弹，第一次即向北车站投弹，在
八时左右第二次出弹，落在车站外，站内也
受一弹，麦根路站也受弹，九时许，北车站
房又受弹，当时就被炸倒，下午一时许，北
车站房又受弹，即时延到货房内，货栈道。”
为尽快恢复铁路运输，'"%%年，由上海

华盖建筑事务所建筑师赵深设计图样，利
用原站房底脚和石墙修建新站。新修建的
北火车站站房为 %层，花岗石砌面，平屋
顶，整幢房屋立面简单但稳重大方。车站有
月台 %座，改建后月台东北添造木架雨篷，
顶铺玻璃以增采光。站房东西两侧各有花
园，使得 '---平方米的广场更富光彩。

然而仅仅过了 , 年，'"%& 年 . 月 '%

日，淞沪会战爆发，北火车站又遭受了日军
飞机的多次轰炸，损失严重。上海沦陷后，
北火车站被日军占领。日伪还成立华中铁
道株式会社，北火车站被改为日文“上海
驿”，还一度改作军用。'",+年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接管车站，恢复上海北站原名，同
时对站房的候车室及售票处略加修缮，但
车站总体面貌变化不大。

完成历史使命改建为博物馆
新中国成立后，经铁道部批准，上海北

站于 '"+-年 .月正式更名为上海站，随后
核定为特等站，办理客运和零担货运，但人
们实际上仍称其北站。'"+%年至 '")-年，
北站又经过多次改建，广场扩大至 ,---平
方米，列车到发线由 .股增至 ''股，并扩
建出站口，客运量又大幅度增加，旅客上下
日均 )万人次。

'")'年，北站成为专营客运的车站，原
先的货运仓库改建成候车室和行李包仓
库，货运线改为客运线。改造后的北站，分
成南区和北区。南区候车室（包括外宾候车
室、老幼候车室）、行李包仓库、售票房约
)---平方米；北区候车室和行李包仓库约
)+-平方米。'".(年起，列车到发线增至 '(

股，每日接发列车 ,.对，日均到发旅客约
&/+万人次。'".)年 &月份，到发列车 ,"

对，日均到发旅客 ''万人次，最高达 '+/(

万人次。它远通国内各大城市，是上海铁路
局内 ,个特等客运站之一，是本市陆上旅
客运输的主要枢纽，也是全国最繁忙的主
要车站之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铁路需承担的
运力越来越重，然而北站因设备陈旧，又受
场地限制，已不能再扩建。'".&年 '(月 (.

日，铁路新的上海站在北站西面的原上海
东站处建成并正式启用，经历近 .-年风雨
历程的北火车站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并被改为客车技术装备所。(--,年，上海铁
路局将老北站翻建为上海铁路博物馆，除
有近现代大量的文献资料外，还陈列有不
少实物，如一列“老佛爷”（慈禧太后）曾坐
过的火车，一辆早期美国造的火车头等。

通讯员 邬德华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年建成的英式风格上海北火车站站房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