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不清究竟有多少支歌
队来自多少街道，数不清究竟
有多少支舞队来自多少乡镇，
轰轰烈烈的首届上海市民文
化节之所以可以持续春夏秋
冬四季缤纷，是因为在此之
前，上海城乡的群众文化早已
“百节丛生”，为今日大都市的
盛大节日提供了饱满的文化
储备。

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黄浦
江岸第一个企业的艺术节。那是
一个文化低谷的报晓，是那么简
约，却是那样生动，牵出的一系
列故事又是那样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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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星期天夜光杯
“黑海”开闸潮猛涨
世界地理上的“黑海”，英文名

称为“!"#$% &'#”，它向西通过博斯
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达达尼尔
海峡与地中海相通，为世界上最大
的内陆海。

上个世纪，上海也有个“黑海”，
在黄浦江东岸从杨家渡到南码头十
里江岸沿线，那是上海港煤炭装卸公
司。黄浦江西岸船厂路北票码头是它
的分支。黄浦江岸的这条“黑海”，不
可貌相，虽说遍地煤山，满天煤灰，装
卸工个个“垢面蓬头”，却是城市的一
个“宝库”。上海与华东地区工业、生
活用煤都经过这里“北煤南运”。如果
这里的煤山所剩无几，意味着上海首
先要变成一座“死海”。

然而，担负如此重大使命的煤
都，职工的工作环境、生活设施却长
期是全港倒数第一。装卸工几十年没
有更衣室，而煤炭装卸不同于其他港
区的粮食、化肥、钢铁的装卸作业，每
天上班非要从里到外更衣不可。我在
()*+年进公司前身上港七区当装卸
工的时候，许多老码头都是“驼背”
———上下班都背一个很大的包裹，更
换衣服都在包裹里。“老三届”进港的
时候，善良的“老码头”用码头上的垫
舱板敲了些大小不一的箱子，放在码
头各个角落，就成了特供我们青年装
卸工的更衣箱。隆冬时节，上早班凌
晨从里到外更衣个个冻得直跳脚。那
时的青工把到上港七区工作说成“上
当吃屈（吃亏）倒煤（倒霉）”。职业悲
情弥漫“黑海”。
然而，就在这怨声载道的“倒

煤”地方，,-+*年 (.月 /.日，突然
码头气球高升，煤山彩旗飘扬，江岸
汽笛拉响，工人放声歌唱———上海
港煤炭装卸公司首届职工艺术节隆
重开幕了！
这个历史的惊变，源于两年多

之前的一场变革。
在国家结束内乱、实行伟大历史

转折之后，各行业生产发展迅速，煤
炭供不应求。为解燃眉之急，上海港
务局决定以“进出吨煤工资总额含量
包干”为突破口，让煤炭装卸公司在
全港率先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其实
质内容就是以吨为计量单位，实行全
计件工资制，卸一吨得一吨的报酬。
公司为了提高全员工资总额必须提
高装卸效率；职工要想增加收入，必
须多装快卸。国营企业持续几十年的
“大锅饭”彻底打破，职工的效益与企
业的经济命运连在一起，生产激情遂
如“黑海”开闸大潮猛涨。
装卸一大队青工小田到庙里烧

香拜佛，竟是求神灵保佑黄浦江免
除台风。因为台风季节，船舶无法进
港，装卸就要停产。而曾几何时，这
里的工人天天盼台风，这样就可以
“歇搁”打瞌睡。从盼台风到怕台风，
劳动者的核心价值观发生深刻蜕
变，先进生产力的源泉被掘开倾情
喷吐。从 (-+0年到 (-+*年，公司三
年完成相当于四年的生产总量，职
工收入翻了一番。工资翻一番啊，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谁人敢想？
码头的文化生活历来枯燥。在

我们“老三届”进港之前，以“老码
头”为主体的装卸队文盲占到百分
之七十。在实行分配改革以后，“老
三届”作为生产也是文化生活的主
力军，内在的积极性被激活。当时我
担任公司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公司
的宣传教育工作，出于推进企业文
化建设的需要与个人爱好文学艺术
的本能，就向公司党委递交了一份
关于创办公司首届职工艺术节的建
议，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很快，各个部门的两百多名职工

应征向公司递交了首届艺术节吉祥
物的设计稿。在经过严格评审之后，
最终选中了“黑天鹅”。作者在创作说
明中这样写道：“过去我们的前辈在
过山跳上扛煤，被人叫做‘臭苦力’，
后来我们年轻一代进入煤都，被叫做
‘黑奴’。现在，码头生产连创奇迹，工
人收入比其他行业都高，社会地位上
去了，就像‘黑天鹅’飞上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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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首届艺术节开幕当天，中栈
码头边上三排外墙为黄、红、绿三
种颜色的矮平房很是抢眼。这是
临时抱佛脚造出来的“艺术村”。
原先这里是公司机关的所在地。

过去，在这个“倒煤”地方做
干部也是全港最苦的。三日两头
要下舱劳动，每个办公室里都有
几把大煤锹“常备不懈”。即使不
上船劳动，一天下来也是一身灰
一脸黑，眼睛鼻头分不清。公司
机关甚至都没有像样的办公楼，
只有在中栈码头煤山边上三排低
矮的临时房，而这已经是煤都最
“豪华”的地方了，工人们戏称它
为“中南海”。

在 (-+0年公司实行分配改
革的同时，公司基础设施建设的
资金也随着装卸吞吐量的猛涨而
“水涨船高”。从 (-+1年起，这里
建造了装有暖气的工人更衣室、
宽敞的食堂、冬暖夏凉的浴室，还
有一幢 0层的办公楼，原来的“中
南海”撤空了。我决定利用这个
地方，为艺术节建一个“艺术村”。

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因陋就
简。公司养护队的 *位工人带了
*桶石灰水来到“中南海”，分别
把黄、红、绿三种颜料粉掺和在石
灰水里，刷在三排矮平房的外墙，
这样，多彩的艺术村就呈现了。
工人们简称其为“黄房子、红房
子、绿房子”。后来，解放日报记者
胡微就以此为标题写了一篇介绍
这个艺术村的通讯。
三排三种不同颜色的矮平房

各有 +间大小不一的房间。第一
排黄房子为展览馆，分别设有文
学馆、美术馆、书法馆、藏品馆、集
邮馆、工艺馆、剪纸馆等。考虑到
港区“老码头”多，把征集作品的

范围扩大到职工家属与好友。这
样，有些没有文化的老工人把儿
子、孙子、侄子的作品都拿来了，
因此，展览馆作品琳琅满目。各展
馆的展板与展览橱，大都是工人
们用码头上的旧木料改造制作。
那时舍不得花钱出去“写真”，文
学馆的展示就把职工发表在报刊
上的作品用复印机放大复印直接
贴在展板上。

第二排红房子是娱乐馆，多
种文化娱乐活动此起彼伏。“便宜
坊”书斋，是职工们交换旧书的场
所；“小光明”电视院，每天放映 0

场不同的录像片；“猜就中”迷宫，
挂满五颜六色的谜面。
第三排绿房子是展销馆。“陶

艺馆”的物件是工会的顾福林带
一辆卡车去宜兴工厂直接采购
的，各种造型的摆设都只有几元
钱一件。北票码头的李家荣妻子
在衬衫厂工作，送来的各色长短
袖衬衫摆满“时装馆”。还有公司
0个食堂的厨艺大比拼，各色点
心、卤菜在“美味馆”飘香。
这个一百多年前英国商人创

办的怡和洋行码头出现了从未有
过的热闹。短短一周内，艺术村接
待参观者一万多人次。公司 2+..

多员工中一大半进“村”两次，许
多老工人携妻带儿孙进“村”又看
又买又吃，个个笑逐颜开。码头边
的社区居民闻风过来同乐，海港
其他公司组团来参观访问。媒体
记者采访不断，上海文化艺术报
以整版篇幅介绍这个艺术节的盛
大规模。长期默默无闻的煤都声
誉鹊起，报上有名，电视有影，电
台有声。过去遭人嫌弃的“垃圾
滩”终于扬眉吐气，展现出焕发的
新姿。

! ! ! !艺术节开幕当天，著名艺术
家王丹凤、乔奇、邵滨荪、石筱英，
与青年演员茅善玉、赵志刚、徐俊
等兴冲冲赶到煤都，他们都怀着一
种好奇，想看看过去最没文化的地
方艺术节是什么样子？一踏进码
头，他们就惊叹不已。
这里的煤山形态已经不是三

角型，而是像过去的大寨梯田，一
层一层有棱有角地叠起来，每一
层都有平整的依山煤屑路，彩色
的旗帜就插在层层煤屑路上。如
此鬼斧神工的奇观是一群工人用
大煤锹通宵敲打出来的。
艺术家跨进艺术村，看完各

馆的一千多件展品，无不深受感

动。王丹凤激动地说：“我看到许
多工人的作品陈列在装饰得十分
精致、漂亮的展板上及橱窗内，每
个馆都有工作人员守护、介绍。在
这里，艺术得到规格很高的抬举，
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尊重。”
艺术节的开幕式借用中栈与

南栈码头中间的上海外轮航次修
理厂礼堂隆重举行，因为“煤都”
还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开
幕的文艺演出形式多样，衣食无
忧之后的歌唱流淌着纵情欢乐的
酣畅。装卸工表演的混声合唱浑
厚有力，女司机的表演唱趣意盎
然，民乐合奏宛如江水涛涛拍击
人心，高亢的码头号子声声催人
感奋。每一个节目都在热烈的掌
声中开始与结束。艺术家不时地
从座位上站起来鼓掌，想必是对
文化低谷时期的文化追求，愿意
给予更多赞美与鼓励吧！

担任艺术节评委的乔奇后来
在报上撰文盛赞这个艺术节：“有
些作品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简直叫
人难以相信，这些作品出自曾被人
称作‘四肢发达、大脑简单的码头
工人之手’”，“这舞台艺术的创造
者，都是曾被人称作‘大脑粗’的码
头工人。”

! ! ! !首届职工艺术节取得圆满成功之后，
根据职工的强烈要求，公司党委决定每两
年举行一次。

,-++ 年 ,/ 月 ,1 日第二届职工艺术
节开幕的时候，已不需要外借场地，就在中
栈新建的兴达文化俱乐部剧院里欢聚一
堂。这是公司实行承包经营以后建设的多
功能文化设施，因此与其说艺术节是公司
文化建设的成果检阅，不如说是上海港改
革开放的成就展示。

港口是城市的门户，由于其特殊的地位
与能源的重要，这一届艺术节引起了市委的
高度重视。当时的市委副书记曾庆红，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陈至立，副市长顾传训等领导都
落座在第二届艺术节开幕式的观摩席里。开
幕式上，有一个节目令他们颇觉意外。
那天，我以公司工会主席的身份主持

开幕式。之后有一个节目是我的讲述。故事
从 ,-2*年第 ,,届柏林奥运会说起。奸刁
的东道主把竞走比赛安排在他们本国运动
员早已走熟的山地，许多其他国家的运动
员却因为不习惯这七高八低的山道纷纷半
途而废，走到终点者只有三分之二。而中国
的 2名运动员无一半途中止。赛事结束的
颁奖时刻，组委会宣布授予中国一运动员
“竞走姿势优美奖”。这是一个特别的嘉奖，
引起全场一片轰动。一举夺得 0枚金牌的
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奔过来拥抱
他表示祝贺。只可惜旧中国的奥运代表团
限于财力没有邀请记者同行，这个新闻在
当时鲜为人知。

这位在第 ,,届柏林奥运会唯一获奖
的中国运动员叫周钦良，是煤炭装卸公司
一位退休工人。
奥运选手怎么会在上海港？周钦良自

幼生活在上海南市。,-,1年，中国与日本、
菲律宾三国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即后来的
沪南体育场）举行第三届“远东运动会”。运
动会将少儿团体操作为开幕仪式，开幕后，
小朋友们就坐在看台上看赛事。遗憾的是，
几乎所有比赛项目中国选手都落后，连竞
走也是如此。看台上有一个小朋友不服气，
为什么中国人连走路也走不过洋人？少年
壮志，从此他每天放学以后独自练习走路，
把“一定要走到外国人的前头去”作为人生
目标。没有教练指点，他自己琢磨创造一种
独特的竞走姿势，造就后来在柏林奥运会
上荣获“竞走姿势优美奖”的奖牌。
中学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他不得不弃

学就业，到虹口太古码头当仓库管理员。然
而，停学不停步，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
朋友组建了中国第一支业余竞走队“虹口
竞走队”。,-2.年，在上海外国侨民主办的
“万国竞走锦标赛”上，虹口竞走队荣获团
体第一名，同时，周钦良夺得个人冠军，他
们终于“走到外国人的前头去了”！就这样，
周钦良声誉鹊起，成为上海滩的新闻人物。
,-2*年初，中国政府组建奥运代表团时，
他应邀远赴柏林。

岁月如流，这位“老码头”的历史荣耀
已成为往事，但他少年时立下的“一定要走
到外国人前头去”的爱国大志，在建设现代
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是多么需要传承！
说到这里，全场寂静，正当大家沉浸在

无言的感奋之中时，+/岁的周钦良健步走
上了舞台。顿时全场起立鼓掌，向这位满怀
爱国情志的“老码头”表达无限敬意！
文化艺术是一种表达。煤都艺术节这

只黑天鹅，从浦江畔高高飞起，唱出了职工
对劳动的自觉，对祖国的热爱，对文化的追
求，对改革的渴望，也唱出了上海群众文化
的先声……
改革，是百年港湾的一次壮丽日出。

倾倒众多艺术家

奥运健儿登上台创建三色艺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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