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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集小人物
如果你的身边有绝

不渺小的小人物，如果
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
与大家分享，请与本版
联 系 ： qnbxiaoren-
wu@sohu.com

“是8号爷叔？吾老
早住1室。”曹杨一村31
号一楼的公用厨房内，伴
着嗞嗞的煎鱼声，一位年
过六旬的阿姨探出窗外，
试探性地和站在门口的
81 岁老人刘有为打招
呼。刘有为连连感叹，时

隔40多年，没想到踏进曾住过的曹杨一村就遇到了
老邻居。

刘有为是“老曹杨”，自从上世纪60年代搬入曹
杨新村后，曹杨一村、四村、六村都留下了他的居住
回忆。前段时间，曹杨新村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
建筑遗产”，有网友表示惊讶，刘有为却显得淡然：

“别忘了，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
个人民新村。”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曹杨新村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老人刘有为“不惊讶”

“我这一辈子，就住曹杨新村了”

“外观像小洋房，红瓦、
奶白色的墙壁，三户用一间
厨房，每家基本都有个抽水
马桶，那个年代，住房条件
算好得不得了。”“邻居间又
熟络又客气，现在我们过年
过节还会打电话问候。”

枫桥路上，曹杨一村的小
区大门对着一家菜场、一座公
园，邻家姆妈比较着菜场里不
同小贩的蔬菜价格，阿婆、爷叔
们在公园里散步、锻炼，周边小
吃店、银行等开满街，市井气息
无声蔓延。

刘有为与曹杨的记忆始于
1961年，那年他26岁。当时他
就觉得，曹杨新村周边有邮局、
有银行、有菜场、还有电影院，就
是如此闹忙。

追溯曹杨新村的历史，它的
出现，是上世纪50年代大批建筑
工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产业发展
使得工人聚集，因为工人聚集从
而出现居住建筑群落。

1951 年 9 月，新村一期工
程正式动工兴建。1952 年“五
一”劳动节前全面竣工。新建
成的工人新村共计有三开间二
层楼房48幢，162个单元，1002
户，因地近曹杨路，遂命名为曹
杨新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人民新
村。第一批入住的都是劳模、
先进工作者。

1961年，刘有为妻子生了第
一个孩子，为了在曹杨工作的妻
子照顾孩子更方便，刘有为携家
带口搬进了曹杨一村31号，住的
是三楼加层，一个门洞9户人家，
刘有为一家住三楼8室。

那时候的曹杨新村还没围
墙，第一眼看到房屋外观，刘有
为甚为惊喜：“和现在火柴盒一
样的房子完全不同。”他描述起
曹杨新村的房屋建筑：“外观像

小洋房，红瓦、奶白色的墙壁，一
面墙上还有用水泥浇灌的花窗，
三户用一间厨房，每家基本都有
个抽水马桶。房屋之间间距很
大，种了不少绿化，那个年代，住
房条件算好得不得了。”

刘有为原本的住房条件算
不错，先前住甘泉新村，面积有
15平方米，搬到曹杨新村后，一
室户只有13.8平方米，但配套的
厨卫设施让一家人开心不已。
住甘泉新村时，洗手间只是简单
的凹槽，10 户人家用 3 间洗手
间，5户人家用一间厨房。虽然
热闹，但也拥挤。

搬进曹杨新村后，一层楼3
户人家，靠里的大室户自带抽水
马桶，刘有为住的8室和隔壁的
7室卫生间在公共区域，两个抽
水马桶，当中用隔板隔开，等于
一户人家用一间。六七平方米
的厨房则是3户人家公用。

当年刘有为就小夫妻带着
儿子住8室，属于“小青年户”，隔
壁 7 室是一对老人加一对小夫
妻，9室21平方米的地方住了三
代人。

大家一开门天天见，张家阿
婆烧了小菜端两盘到隔壁，李家
姆妈捧着脏衣服要去公用水池
洗，碰到刘家阿姨也会一阵谦
让：“侬先来。”

“邻居间又熟络又客气，现
在我们过年过节还会打电话问
候，前一阵3户人家还约了一起
去看楼下的邻居，邻里关系很
好。”刘有为说道。

“家里有只电视机，就像
个放映场，热闹得不得了。”
住四村时没淋浴设备，住到
六村后都齐全了。我也算
在不断搬家中，逐步改善了
居住环境。”

“是8号爷叔伐？”日前，当刘
有为带着青年报记者重新来到

近半个世纪前住过的曹杨一村
31 号门洞前，伴着嗞嗞的煎鱼
声，一位年过六旬的阿姨透过公
用厨房的窗户向外张望，试探性
地问道。看到刘有为点头，阿姨
有些欣喜，“爷叔真的是你啊？
以前你高高瘦瘦的，现在好像矮
了点。”

“年纪大了，缩特了呀。”刘
有为笑笑：“侬叫？”

“陈顺萍呀，以前住1室的。
现在我搬到静安区去了，这里我
阿哥一个人住，我来帮忙照顾照
顾。”

公用厨房里飘着香煎带鱼
的香味，刘有为和小一辈的陈顺
萍回忆起许多往事。这个厨房，
除了新贴的瓷砖，煤气灶、水池
更新换代了之外，格局一如四五
十年前。

在曹杨新村出生的陈顺萍
小时候常和刘有为的两个儿子
玩耍，踢毽子、造房子，她管刘有
为的丈母娘叫“8号阿婆”，楼上
楼下常常串门，“倒是跟爷叔不
太熟，大人么，都要上班，但见面
肯定会叫一声的。”

“见到不容易，有空要来白
相。代我看望侬姆妈。”刘有为
见到老邻居颇为感叹。

而在这幢房子的8室，刘有
为还睡过七八年的地板。

1963年，刘有为的小儿子出
生，实在忙不过来的小两口只能
请来丈母娘“搭把手”。13.8平
方米的一室户，要住5个人，怎么
睡就成了问题。床优先让给老
人和孩子，刘有为和妻子只能打
地铺，“还好新村的房屋是砖木
结构，铺的是地板，要是水门汀，
谁吃得消。”

直到 1971 年，刘有为搬家
到曹杨四村，住进了他口中常说
的“火柴盒”建筑中。四村实际
居住面积18平方米，前房间11
平方米，一张床、一个五斗橱正
好放满7平方米的后房间，夫妻
俩也告别了打地铺的生活。房
间还自带抽水马桶和小厨房，生

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档次。
当时曹杨四村一层 6 户人

家，虽说是独门独户，但邻里间
关系不错，一条走廊里常见人来
人往。上世纪70年代初，刘有为
拿着电视机票为家里购置了一
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住在走廊
一头的他只要打开电视机，连走
廊另一头的邻居都会过来看电
视剧，“家里有只电视机，就像个
放映场，热闹得不得了。”

到1980年，已在机关工作的
刘有为在曹杨六村分得一套近50
平方米的住房，朝南两室户，有阳
台，厨卫齐全，这一住就是 36
年。“住四村时没淋浴设备，洗澡
要拿个浴盆在房间里洗，住到六
村后都齐全了。我也算在不断搬
家中，逐步改善了居住环境。”

“曹杨新村绿化多，有一
种门一打开、眼前一亮的感
觉。和现在‘水门汀+汽车’
的格局完全不同。”“代表着
一段历史，在国际交流中也
有一定地位，它能评上，我
不惊讶。”

如今，刘有为还住在曹杨六
村，也在为曹杨新村更好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原来退休前，刘有为是普陀
区文明办主任，1995年退休后投
身志愿服务，成立普陀区市民巡
防团，如今他是普陀区市民巡访
团顾问、曹杨新村街道市民巡访
团团长。

巡防团成员就是“城市啄木
鸟”，看到人行道有乱设摊、乱停
车、乱堆垃圾等情况，随手记录、
拍照，反馈给相关部门。曹杨新
村街道市民巡访团有14人，都
是曹杨居民。作为团长，刘有为
总跟他们说“走过路过不要错
过”，“比如出门买菜、走亲戚的
时候，也能顺带看看有没有不文
明行为，能够促进改正，也是为

曹杨发展作贡献。”
如今，刘有为的小儿子一家

住在曹杨九村，大儿子住闵行，
大儿子常常叫刘有为老两口搬
去闵行换换环境，“我不去的，这
里社区成熟，生活设施完善，我
这一辈子，就住曹杨新村了。”

前段时间，“曹杨新村”又成
为了热点，由中国文物学会、中
国建筑学会联合公布的“首批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共98处，
其中上海有13处入选，与外滩建
筑群、国际饭店、上海展览中心
一同入选的，还有让人有些惊讶
的“曹杨新村”。

有专家对此作出解释，建
筑遗产是非常丰富的，不止是
好看的建筑、名人故居或是有
故事的建筑才算是遗产，代表
某个时代、具有典型性的建筑
也是。

对此，“老曹杨”刘有为也颇
为认同，上海“新村”很多，但开
先河的就是曹杨新村，刚建成时
就成了国家首批外事接待单位，
外国友人很喜欢在曹杨新村“做
一天上海人”。“宜居”也是刘有
为对曹杨新村最常用的评价，

“绿化多，有一种门一打开、眼前
一亮的感觉。和现在‘水门汀+
汽车’的格局完全不同。”

刘有为说：“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个工
人新村，曹杨新村代表着一段历
史，在国际交流中也有一定地
位，它能评上，我不惊讶。”

图说
1961年，刘有为携家带口搬进了曹杨一村31号。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