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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院变迁
时光穿越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眉州路与平凉路路口，这里矗立着
一个院墙围绕的精致小院，透过铁
门可见里面的三栋小楼，小院永远
是安安静静的，听不见吵闹与喧哗。
“我们这个院子，是上海化工厂

的一个职工宿舍。”今年 !"岁的赖
毅敏说，他当年是化工厂的厂长助
理。“上海化工厂是解放初全上海唯
一一家国营化工厂，它的前身是一
家日本人的糖厂，#!$%年抗战胜利
后国民党接管，把它改建成‘资源委
员会中央化工厂’，厂长是我国近代
著名的化工专家徐名材。小院以前
是糖厂的高级职员宿舍，当时改为
化工厂工程技术人员宿舍，在后来
的搬迁与安置中，人员构成渐渐多
样。”
首批入住小院的，大多是徐名

材先生选派出国学习的青年才俊，
如张选荣、张建秋、江知权、郭钟福、
龚祖德等，还有考取中英庚子赔款
赴英留学的陈彬和卢汉章。
“我父亲郭钟福解放前从重庆

来到上海，他是徐名材先生任交通
大学化学系主任时的学生，徐先生
安排他到化工厂工作，后来做到副
厂长，解放后父亲留了下来，继续担
任原职。”郭玉瑛说。
解放后，全国各地建设急需专

业人才，这批专家奔赴北京、南京和
大连等地，筹建大型化工企业，成为
我国化工事业的开创者，他们有的
成为南京化工厂的总工、有的成为
北京化工研究院院长。
这样一来，院子里腾出不少空

房，#!%&年第二批化工厂职工搬进
小院，王晓明的妈妈、今年 !'岁的
徐士珍一家便是这时候搬来的。

“我们搬进小院后，居然有不
少在重庆认识的人也从四面八方搬
来，大家真是太高兴了，真是‘有缘
千里来相会’！”历经岁月沧桑，徐士
珍老人依旧身板硬朗，声音宏亮。她
清楚地记得，当年是陈彬夫妇将自
己的一间卧室和一间书房腾出来，
让给他们一家三口居住。
小院后来又有数批职工陆续入

住。徐士珍记得前后共有 $&余家曾
在小院住过，到上世纪 '&年代初动
迁时，小院共有 "(户人家。

院中忆趣
小院居民回忆，院子周围是三

面砖墙，朝南的一面是竹篱笆，靠眉
州路有两处朝西的门，人们出入走
的是南边的有两扇铁门的正门，北
边面向平凉路还有一扇常年关闭的
小木门。院内植有樱花树、椿树、杉
树、黄杨、冬青和桑树等，春天樱花
满园，夏天绿树成荫。院中一条水泥
主通道连接砖石步道通往各家，两
边种有整齐的小灌木丛。
在《我心中的小院》一书中，曹抗

美、曹玉美姐妹俩饶有兴味地回忆了
一棵桑树带给她们的童年乐趣。
“我们住在 #号楼的底楼，距

后窗 "米处长了一棵高大的桑树。
春暖花开，桑树枝头爆出翠绿的嫩
芽，给人带来希望与生机。桑果逐
渐成熟，我们的趣事也随之拉开序
幕。每晚不用刻意召集，小伙伴们
就会聚集在桑树下，观察着桑果变

化的过程，核算着对桑果的分配比
例。一个烈日当空的中午，想吃桑
果的欲望占了上风，我们兄妹五人
决定冒着酷暑摘桑果、饱口福。大
哥是我们兄妹的偶像，只见大哥使
劲地摇着桑树，眨眼功夫，桑果满
地，此时我们全然不顾所谓的尊
严，席地而坐，急不可待地分享大
粒而饱满的桑果，将它们塞得满嘴
都是……那场面，至今还留在我们
兄妹记忆里。”

#!$' 年搬到院子里的郭玉瑛
说，她因刚从乡下来到小院，经常被
屋外的情景所诱惑，可又不敢离家
一步，便常徘徊在家里面对着院子
的大门口，大门装有纱门，家人发现
她的鼻子尖上常有一团黑灰色的东
西，仔细一看才看出上面有很细的
格子纹，终于明白那是靠近纱门沾
上的灰尘。
小院的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变

迁也在改变。院子门口原先配有门

卫，解放前还有专职的买菜员，每天
给每家每户配送登记需要采购的
各式菜蔬，解放后这个服务取消
了，但大家也未觉得有什么不便。
“大炼钢铁”时期，院子的铁门被
卸下来炼钢，小院的环境也遭到些
破坏。在后来漫长而折磨的“文革”
岁月中，不少长辈虽然受到冲击，
却依然顽强地保持着隐忍和尊严，
小院的宁静、安详没有丝毫改变。

童年游戏
小院的童年充满无穷无尽的乐

趣。每天吃过晚饭，“啊呜啊呜”的暗
号响起，各家的男孩子们如王晓明、
四毛、阿青、阿同、大弟弟、星星、弟
弟、小万元、“外国人”（赖毅敏之子
赖磊平因头发自然鬈曲，小伙伴送
此雅号）、小宝宝、大小毛头等，立刻
放下手中的碗筷，冲出房门，集结在
院子中央，开始游戏。“盘野猫猫”
“吃泡饭”，玩得满头大汗方归。

由于家境大多不错，他们能够
玩一些当时许多同龄人玩不到的游
戏，组装电器就是其中之一。郭柏炎
最佩服的是和他同届，大他几个月
的杨国强，印象中他总是把自己关
在家里，一屋子堆得都是电子元器
件。他家的情况特殊，母亲生病无
法理家，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父亲总
是将每月 #&& 多元的工资交给他
管理。他经常去浙江路牛庄路电子
元器件交易市场买廉价的电料配
件，郭柏炎也跟着去了几次。当时，
小院里的好几个男孩都组装出过
收音机，杨国强还装出过那个时代
销售管制的录音机。

女孩子们的游戏则文艺得多。
她们闲暇时间在院子里拉手风琴、
吹口琴、唱歌、跳舞、唱戏、朗诵。小院
一直有浓厚的音乐气氛。郭玉瑛记
得，住在 (号的张建秋伯伯和张妈妈
刚结婚不久，张妈妈是位音乐家，她
常在南窗下一面弹钢琴一面练声，有
时教女孩们唱歌。%&年代他们搬去
北京，张妈妈去了中央歌舞团。

小院还有自己的剧组，经常自
编自导自演，军装家里都是现成
的，拿来当演出服。院子里热爱摄
影的小伙伴用相机记录下这些珍
贵的镜头，并在自己布置的暗房里
冲洗出来。

不仅玩得开心，小伙伴们学习
也十分投入。这与他们的父母及院
子里的长辈都注重学习有关。在王
晓明记忆中，每到周末，父亲总是
坐在洒满阳光的窗下读《解放日
报》，周末上午常会去图书馆看书；
佘国钧的父亲下班回来，包里总是
装着一份《参考消息》。小伙伴们陆
续考入控江中学、杨浦中学、上海
中学等市、区重点中学，后来也追
随父辈的足迹，选择工科作为自己
终生的职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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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姜燕

一个已然消失30余年的院落，为何能够在人们心中留下如此深
刻的印记？让左邻右里30年后重聚一堂，并决定将对小院的回忆撰
文结集，先后出版了两本图文并茂的书《我心中的院子》。

今天的杨浦区眉州路354号，已经看不出丝毫旧日生活的影子，
然而郭柏炎、王晓明等昔日的院中玩伴走到这里，仿佛还能看到那绿
树成荫、樱花满地，听到小伙伴夜晚相约玩耍“啊呜啊呜”的暗号声。

新民图表 制图 戴佳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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