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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文化宫走出了世界
乒坛名将

解放了，工人翻身做了主人，他们在车间
里，在机器旁辛勤地劳动，为国家创造物质财
富，在业余时间里，工人文化宫则成了充实文
化生活的好去处。工人群众都喜欢工人文化
宫，因为里面的活动特别多，打牌、下棋、唱
歌、猜谜、打落袋、打乒乓……

值得一提的是，“市宫”里的工人图书馆，
它拥有解放前中华业余图书馆和益友社图书
馆的全部藏书三万多册，有 !"#个座位的阅
读室。“市宫”开放那阵，爱好读书的工人都奔
走相告，图书馆成为了广大读者的福音。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可以看到有些工人下
班后，赶几部电车到“市宫”，匆匆忙忙地还
书、借书，然后又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看书。

不过，在当年，“市宫”最热闹的群众活动
是打乒乓。在文化宫二楼有半个楼层的区域
摆放了大概有十个乒乓台，周围经常是挤满
了人，从下午一点开始到晚上九点，到了九点
钟要关门了，人还是散不掉，那里全部都是
排队参加淘汰制乒乓比赛的人。比赛有六个
球一局的，有十一个球一局的，有二十一个球
一局的，噼里啪啦一阵攻守，输球了就换人。
来的人，水平高一点呢，就打二十一只球，水
平低一等就打六个球。大家都知道徐寅生是
国际乒坛上的著名运动员，但是也许你不知
道，他是从“市宫”起步，一路上过关斩将，一
步步成长起来的。当年，他是一家工厂的工
人，大概住在文化宫附近，经常在这里打球。
那时大家不知道他的大名，只知道他的乒乓
球打得好，是这儿摆擂台的大王，一直到他成
为国际乒坛上的名将，人们才知道徐寅生是
工人出身。

那个时候到工人文化宫来参加活动都是
免费的，只是需要出示工会会员证。会员证，
是一本红色的小本本，上面醒目地印着“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几个大字。工会会员证过
去叫红派司，进文化宫的时候，只要红派司亮
一亮就可以了。据统计：!$"%年上海的产业工
人约有 !!&万，工会会员有 &&万人。现在，有
些老工人还是念念不忘当年到文化宫的喜悦
心情：
“介好额地方，我们工人阶级可以拿了

一张红派司进来活动，你讲是什么感觉？有
一种翻身感、荣誉感、自豪感。解放了，因为
是工人阶级了，这是有地位的象征。我可以
到工人文化宫参加活动，我们是真正的当家
作主人了。”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那时工
人的劳动积极性特别高，陈毅市长也经常鼓
励工人弟兄们搞好生产，发展经济，争取成立
更多的工人活动场所。在上海工人文化宫建
立不久，上海又在工厂密集的杨浦区和普陀
区先后建立了沪东工人文化宫和沪西工人文
化宫（简称东宫和西宫）。沪东工人文化宫是
聘请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在当时它是上海
设施最完善的工人活动场所。

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除了三大工
人文化宫外，各个区县，包括很多行业和大
厂也都成立了工人俱乐部。一开始，为了照

顾星期日来参加活动的工人群众，所以把文
化宫所有场所的关闭维护放在星期一，后来
因为活动的丰富，人流量又大，为了满足大
家对文化活动的需求，市里决定天天开放。
用工人老师傅的话说，就是一年 '("天，从
年头初一到年末大年夜，天天开门，终年都
是热闹非凡。

艺术家的“摇篮”
工人们到文化宫来不仅仅是娱乐休闲、

看电影、看演出，还有很多人是来文化宫参加
有组织的文化、艺术学习和创作的。上海一些
著名的艺术家也都到市工人文化宫来给工人
们上课作辅导，比如上海音乐学院的马革顺
教授，笛子名家陆春龄，还有电影界的名人张
瑞芳、孙道临、乔奇等等。市工人文化宫里活
跃着一批工人文艺积极分子，他们中又涌现
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人才。在那个激情燃烧
的岁月，文化宫被人们誉为“职工的精神殿
堂”“工人作家的摇篮”“艺术家的摇篮”，培养
出了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等工人作家，培
养出了郑辛遥、沈天呈、丁申阳等工人美术
家、书法家、摄影家，培养出了黄永生、孙明、

林锡彪等一批曲艺名角，市宫承载着许多人
美好的回忆。

耄耋之年的龚万里先生曾是一名中药店
的药工，他特别喜欢弹琵琶，市工人文化宫成
立后，他就成了这里的常客。后来市工人文化
宫成立文工团，他担任了文工团民乐队的队
长。龚万里先生是民乐队里面的多面手，吹、
弹、击、拉、指挥，样样都在行，伙伴们都称他
为“百搭”。当年活跃在工人文化宫文工团的
文艺骨干，他们除了要下工厂、部队演出，有
时还要作汇报演出。

有一天晚上大概 $点钟左右，他正想睡
觉的时候，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不断地敲门，发
生了什么事情？他赶快去开门。原来是市工人
文化宫的副主任翁振东，通知他有紧急任务，
快点出发，到锦江小礼堂去参加演出。匆匆忙
忙地跑进锦江小礼堂，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刚刚把乐器准备好，这时大门敞开了，没有想
到走出来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刘
少奇和周恩来。毛主席等领导人兴致勃勃地
观看了工人文工团的演出，还在文工团员的
伴奏声中跳起了舞，实在太难忘了。

"#多年过去了，龚万里老先生还清楚地
记得眼前的这一幕幕场景。当年，为毛主席等
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情，不过，为了保证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有关
部门要求大家一定要保密，多少年了，这件事
情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只是有一次，高兴之
下，悄悄地告诉了他的妻子，“我那天晚上见
到毛主席了”。连当时送他们到锦江小礼堂去
的文化宫副主任翁振东，也是在此后才知道
这个消息。

现在上海市民的文化生活已经实现了多
元化，在社区有文化馆、图书室，在里弄有文
艺活动室，还有各种各样的业余艺术学校等
等，人们再也不需要集中到文化宫和俱乐部
参加活动了。但是，那些年在工人文化宫活动
的热闹景象还是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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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海平“市宫”，上海工人的文化地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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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员正在挂文化宫的金字招牌

!"!从女大王到女菩萨

清朝光绪年间印行过一部长篇小说《儿
女英雄传》，主人公十三妹是“脂粉堆里的豪
杰，侠烈场中的领袖”，京戏取其故事编出《十
三妹》，王瑶卿有唱片问世。抗战胜利后，我在
天蟾舞台看过李世芳和叶盛兰演此戏，马得
笔下的十三妹，英气逼人，似乎像李世芳。
叶盛兰饰演的安公子因父亲在淮阳做官

得罪了上司，吃了官司。安公子带了三千两银
子，从京都奔淮阳去化解，雇了骡夫，载着银
子上路。恰巧十三妹出行，无意间听见骡夫们
窃窃私语，要害安公子并劫其银。这位十三妹
骑着黑驴，身穿紧袄，肩挂雕
弓，腰挂钢刀，眉目秀丽，她
路见不平，一心想拔刀相助。
夕阳西下时，公子住进客栈
悦来店，十三妹暗中随入，店
主人见十三妹带刀，口称“女
大王”，被十三妹教训了几
句。她在条凳上坐定，举目四
顾。公子见十三妹注意自己，
心中害怕，命店主人招呼七
八个伙计把园中大石头搬进
房，以便顶住房门。十三妹看
见几个伙计搬不动，走过来
抓住石头说：“我来”，只见她
一使劲，就把大石举过头。公
子被吓得魂不附体，掏出两
吊钱给十三妹，想打发她走
开。十三妹招呼伙计们来，
说：“你们石头搬不动，这两
吊钱可搬得动？”于是伙计们
取钱高兴地走了。这边十三
妹走进公子的房间，公子忙
说：“男女有所不便”。十三妹
笑道：“你死到临头了，还有
什么男女不便！”吓得公子跪
下叩头，连称“女大王饶命”，
十三妹问他从哪道而来，向

哪道而去。公子忽想起临行时家人吩咐：“见
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实话告他人”。遂说是保
定府人，去江西作幕。再问他姓什么，他因安
字上有宝盖头，便说姓盖。十三妹调侃道：“锅
盖的盖？”公子正尴尬间，忽听十三妹又问：你
带了多少银子？他慌了手脚，盘算着三三得
九，便说九百两。这些谎话被十三妹一一拆
穿。安公子不知她是来救命的，先称她“女大
王”，后称“女英雄”，最后得救了，就叩头称
“女菩萨”了。

我统计一下，随着情节变化，他一共向她
下跪五次，最后一次口称恩人，就像是向十三
妹求婚似的。下跪“求婚”五次，不由你十三妹
不动心了。不错，最后果然安公子和十三妹结
为夫妇了。不知她婚后还拿刀吓唬丈夫么！

马得画的是十三妹举起大石头的景象，
好一派女英雄气概，难怪安公子乖乖地跪着。
马得下笔时的心理，大概也是忍俊不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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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盗柏兴成了官军

柏兴就是这种“阿呜叮当”的车夫。这应
是一份不坏的差使，不劳累，能吃饱，还有薪
水，更主要的是很风光，行驶在途，人们都会
向车上的女子行注目礼，车夫也就同享其荣。
有一次我们兄弟姐妹在憧憬长大后做什么时
我就脱口而出：“我长大后做‘阿呜叮当’的车
夫。”一旁的祖母立即在我头上敲了个“爆
栗”，说：“什么？你要做柏兴吗？没出
息！我们家是什么人家？”我立时噤
声，但心里窃向往之，向往那份风
光，向往车上的标致女人。
我的向往车上的标致女人是无

端的，但后来我听说了，从前车上的
标致女人与车夫有染的事儿是屡见
不鲜的，经常聚在一起，日久生情
嘛。然而柏兴是绝对忠诚忠厚的，这
与其说是对车上的女人忠诚，不如
说是对孙团长的忠诚。我祖母是少
数几个知道其中渊源的前辈之一。
我祖母说，柏兴曾经是太湖中

的一个强盗，打家劫舍极是了得。他
和他的同伙们飞舟湖上，劫掠湖上
客商，还时常到岸上城镇乡间瞅准
了大户人家“闷抢”———关起门来实
施抢劫。但柏兴做强盗并不是只供自己享受，
劫来之财大多施与了贫困百姓。也就是“劫富
济贫”吧。柏兴自称是三百年前太湖大盗赤脚
张三之后。赤脚张三其人在太湖流域是尽人
皆知的，他先为太湖大盗，后为抗清义军首
领，在太湖上与虎狼样的南下清兵周旋了几
十年，虽不能说是清廷的心腹之患，也确令爱
新觉罗氏大伤脑筋。
关于赤脚张三的故事，祖母给我们讲过

一些，兴许就是在讲柏兴的来历时讲了赤脚
张三。祖母说，赤脚张三的水上功夫简直神出
鬼没、出神入化，他统一太湖水盗时凭的是
“一刀立桅”的绝技。那时太湖水盗无数，当清
兵南下，他们感到了联合的重要，就会盟推举
领袖，各路头领展示绝活，张三向天飞出一
刀，那刀直刺云天，众人方惊愕间，但见那刀
不偏不倚插在笔立的桅杆顶上。此招一出，众
盗皆服。还有更绝的，有一次清兵数十条船追
击张三一人一船，张三手中兵刃已被打落水
中，清兵乱箭齐发，忽然间张三从水中捞起一

把雪亮的刀来，舞得寒光飒飒，箭不能近。清
兵大为吃惊，张三乘隙跳船逃脱。清兵将船靠
上一看，船舱内躺着一条银光闪闪的太湖白
鱼，原来他从水中捞起的刀就是一条白鱼！
赤脚张三的故事令我神往不已，也令我

对所谓张三的后人柏兴平添几许崇敬。令我
对柏兴崇敬的还有他的义气。祖母说，柏兴为
盗还是很仗义的，疏财是其一，就是行盗也绝

不过分，有一次他的手下王七在抢
劫一家财主时用了太湖强盗惯用的
“熏臀”刑罚，被他知道后，他将那王
七剁了手指，以儆效尤。财主家既惊
恐亦感激，主动取出财物贡献，但柏
兴居然不收，一声唿哨，率众离去。
这是柏兴仗义的许多故事中的

一折，也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吧。凭
着这一点，柏兴几度化险为夷，其中
一次就发生在他与孙子卿之间。
孙子卿团长率领着驻扎在苏州

的一个团国民党军，是个颇有实力
的人物。他兼管着剿匪剿盗的任务，
有一次就率部去捉太湖强盗，居然
将柏兴那一拨强盗一网打尽了。孙
子卿把柏兴当众绑了，说：“父老乡
亲们，你们吐吐苦水吧，把这个强盗

头子的罪行统统说出来，我可以依律行刑，为
诸位报仇雪恨！”围观的老百姓竟不作声。
“你们不用怕，他已经是阶下囚了，再不

可能为害了。”孙子卿劝道。有人就壮着胆说
了：“柏兴虽然是强盗，可是个好强盗。求长官
放了他吧。”“求长官饶了柏兴吧！”众人附和。
孙子卿动了怒：“混账，天下怎么会有好

的强盗？你们说说他好在哪里？”
于是几个大胆些的乡民就说起了柏兴的

好处，当说到柏兴断王七手指义释财主时，孙
子卿将王七提来查实，一见他果真残了一指，
于是大受感动，认为一般的国民党军队也没
有那么严明的风纪，他就让侍从给柏兴松了
绑，并问柏兴是否愿意加入他的部队？柏兴诚
惶诚恐，说自己是个强盗，若是加入官军，岂
不玷辱了孙团长的名声？再说自己已经三十
几岁了，还能在部队里干个什么？孙子卿说一
不二，一定要柏兴加入他的部队，于是柏兴和
他的十几个手下就入编了孙子卿的部队。孙
子卿还让柏兴做了个连长。

吴
翼
民

弄
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