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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絮]

走过路过宁国路，那里矗立起了

一座“ 新宫殿”，路过的一位老先生

瞅了一眼三座老雕塑，惊讶道：“ 少年

宫又回来啦！”

守护着少年宫广场的这三座主

题雕塑分别是“ 领巾飘扬”、“ 艺海遨

游”和“ 梦想放飞”，见证着少年宫几

十年来的风雨历程。2008年底接到搬

迁通知时，宫内的部分老师曾提议，

让这三位“ 元老”退休，但少年宫主

任朱茹洁态度很鲜明，“ 一定要保留

下来！”不为别的，因为这三尊雕塑代

表了少年宫历代教师的情感传承，承

载着杨浦区少年宫的历史，也承载着

很多人儿时的记忆，在重建过程中，

一定要保护好它们。

于是，三尊雕塑被迁往长阳路上

的公共绿地，老师们会定期去那为它

们“ 洗澡”并小心保护。

现年55岁的后勤部工作人员陈

之豪1 8岁就到少年宫工作，迄今已满

37年了。“ 为了把它们接回来，我们费

了好多力气。一开始请来了1 00吨的

吊车，受路面限制，怎么也吊不起雕

塑。后来派出了200吨的大吊车才将

它们接回来。”

对于陈师傅而言，少年宫是他记

忆深处的童年乐园。“ 小时候我一直

来这里玩的，这里有小红军道路、有少

儿电影。结婚生子后，我的女儿又在这

里学钢琴。从1 8岁到55岁，一个青葱

少年到中年人，我的大半生都在少年

宫⋯⋯”少年宫重建的过程中，陈师

傅和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与施工队“ 斗

智斗勇”，在环保用材的问题上没得

商量。新宫建成后，又经过了三四次空

气检测，确保孩子们的健康。

为尽可能恢复原貌，少年宫希望

能 找 到 当 年 著 名 书 画 家 王 个 簃 于

1 959年题写的“ 杨浦区少年宫”，但遍

寻不着，最后一位老员工提供了一个

重要的线索———原来，当年王老题字

时，将原本送到了档案馆，拓本留给了

少年宫。经过一番周折，工作人员终于

在档案馆找到了王老当年的题字。

希望永远是乐园

“ 我小时候也去过少年宫，参与

过那里的活动，那时，那里没有世俗

的痕迹。少年宫应该成为少年儿童的

乐园，不能成为变相的应试教育的场

所。”上海市社科院国民精神与素质

研究中心主任、青少年研究专家孙抱

弘点评说，杨浦区少年宫的做法值得

提倡，即少年儿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

选择学习项目，回归少年宫本来的内

涵，这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取向。

别离四年 杨浦少年宫又归来
55年间经历三次拆建 新宫保留老雕塑传承几代人儿时记忆

1959年，杨浦区少年宫在青砖灰瓦间诞生了。作为上海年代最久远的区级少年宫之一，这座“ 宫
殿”55年间三拆三建，唯一不变的是它那温暖的臂弯，陪伴了一茬又一茬的孩子。2009年，它因配合市
政12号地铁站口路面建议，拆除重建。一群热爱艺术的孩子和老师开始了有些“ 颠沛”的4年。

在刚刚过去的儿童节，孩子们终于可以重回少年宫，安静地在这里学习各类艺术、参加活动
啦。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老师收到
“ 我爱少年宫”明信片

“ 宫龄”25年的周莉莉现在是集

邮社团的负责老师。由她提议制成的

新宫落成纪念邮册上，第一扇门是宁

国路526号，记载着她儿时到少年宫

读书的回忆，长阳路1600号那扇门是

她入宫工作第一天走的门。邮册上还

有2009年和2014年的新建筑。

如今，在新宫的一楼，还设置了少

年邮局，有少年宫专门的邮戳，供孩子

们邮寄明信片。5月30日的主题活动

中，孩子们纷纷往邮局里投明信片。周

莉莉打开邮局，收到的第一张明信片

上，一名孩子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 我

爱少年宫！”，那一刻，她百感交集。

搬迁日子里
小朋友坚持来学习

家住杨浦的王为明说，女儿王至

琛是少年宫资深的学员。“ 从小学五

年级到现在快升高二，在这里待了五

六年。当时进来的时候是最小的，现

在可能是年龄最大的学生。”少年宫

搬迁的日子里，王爸爸每次都要驱车

一个半小时送孩子学习。“ 虽然这几

年的教学环境不好，但少年宫的管理

还是很严格的，所以我们坚持了下

来。终于熬到搬新宫的日子了，一切

都是崭新的，王至琛很兴奋。”

杨子娴小朋友的妈妈王海敏从

小就特别憧憬少年宫，每次听到隔壁

邻居说“ 我要去排练了” 就羡慕不

已，长大了她将女儿送到少年宫，算

是圆了自己的少年梦。“ 新宫落成后，

学琵琶的女儿兴奋得将照片给我们

看。我发现设施比以前提高了数个档

次，真的是很棒啊。”王海敏说。

“ 这些年，杨浦区少年宫三次

在原地重建，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

代初期，为了配合市政建内环高架

和杨浦大桥扩路，第二次是1 989年，

拆除小洋楼，增建了一栋球形大楼，

这次是第三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

重建。”杨浦区少年宫党支部书记

李瑾说。

2009年，少年宫的师生们开始了

长达四年的搬迁之路，分别迁往扬州

中学、市光二村一所废弃的校舍和上

音实验学校。

茶艺老师程巍老师回忆，“ 那时

我们没有专属的教室，一个教室要

上好几门课，记得当时是和围棋课

拼一个教室的。”

从1 990年入宫，周莉莉已在杨浦

区少年宫工作了整整25年。“ 我记得

当时到少年宫工作没两年，就造了一

栋新楼。当时杨浦大桥造桥，我们本

来办公的一栋小洋房拆掉了，1 992年

在附近新建了一栋球形的楼。”时隔

1 7年，到了2009年，当少年宫再次搬

迁之际，周莉莉在三层楼的走廊上，

驻足了很久。“ 以前搬迁顶多从一栋

楼搬到另一栋楼，这次要整个重建，

彻底搬离出去。”

她一度很迷茫，没了合适的场

地，群文活动到底该如何开展。“ 要知

道，之前如幼儿园毕业典礼、儿童团

入团、少先队入队仪式、1 0岁生日、小

学毕业典礼、1 4岁生日等，搬迁后一

下子失去了阵地。”

“ 现在，全市其他区县很多‘ 少年

宫’陆续改名为‘ 青少年活动中心’。”

朱茹洁透露，目前本市仍沿用少年宫

称呼的仅剩杨浦和长宁。“ 小时候，到

少年宫是很多孩子的梦想，我们希望

将这里打造成嘉年华，让孩子们彻底

放松，不必有恐惧感，可以尽情地释放

压力。所以经过多方面考虑，我们一直

还沿袭了‘ 少年宫’这个称呼。”

上周六，青年报记者踩点了新落

成的少年宫。所有的一切，既现代又

透着浓浓的历史感。这是一栋高六层

的建筑，整个建筑面积达21 1 1 3平方

米，拥有梦想剧场、民族工艺馆、民乐

排练厅、西乐排练厅、茶艺馆、合唱室

等功能室59间。宫内活动丰富多彩，

器乐、舞蹈、声乐、戏剧、书法、绘画、

陶艺、纸艺、茶艺⋯⋯

走进教学大楼的大厅，墙面上镶

嵌着五颜六色的飘带；一根根简洁明

快的线条勾勒出的“ 纸飞机”，寓意

着来少年宫的孩子都能放飞梦想。转

角处，一堵红领巾墙赫然出现，墙上

1 00条红领巾旁镌刻着自上世纪40年

代以来榜样人物的名字。

“ 在新宫没落成前，只能借学校

的临时场地举行全区性的入队仪式。

现在有了新的阵地，一年一度的入队

仪式又可以举行了。领巾墙旁还可以

开展领巾仪式教育，让红领巾知道杨

浦的历史，知杨浦，爱杨浦。”杨浦区

教育局团工委副书记陈始佳说。

那天，曾和他人“ 拼”教室的程巍

老师也来了。她笑吟吟地领着青年报

记者参观茶艺室———所有的茶具都是

她和小伙伴一个个从市场上、网上淘

来的。两大间教室里，架子上可见茶经

的竹筒、漂亮的香炉、别致的茶洗，布

置得非常雅致。

“ 少年宫”不更名 领巾墙边可办入队仪式

失去了固定场所 茶艺与围棋课“ 拼”教室

三尊元老级雕塑 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印记

[专家点评]

1959年的杨浦区少年宫（ 翻拍）与2014年新落成的少年宫。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 领巾飘扬”雕塑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