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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两淮籍老人难忘的
楚城大戏院

陈毅市长关爱沪东工人
赠“乐园”

海外华人“艺术三宝”之一的赵无极
在杨浦度过童年

杨浦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28平
方米，位列中心城区第一，有12个社区体
育健身俱乐部、10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20个社区公共运动场、健身点518个、百
姓健身房20个、健身步道44条、12个社
区市民体质监测站和1个市民体质监测
指导中心。区属体育场馆2012年经营
收入达868万元（其中体育本体产业占
84.3%），全区134个电脑体育彩票销售
点共销售1.26亿元（其中即开型体育彩
票销售702万元）。区内有市级体育传
统项目学校 15 所（小学 2 所、中学 13
所）、区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38所（小学
14 所、中学 24 所），社会体育指导员
2467人。（以上数据截至2013年12月）

“上海港码头号子”成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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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有518个健身点，
20个社区公共运动场

胡耀邦题名的共青森林公园
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上世纪50年代，沪东另有一处比
“东宫”更早，供广大职工学习、娱乐、
休息的场地，当年平均每日游客5000
人次，盛况可想而知。它就是沪东工
人俱乐部，原址是1908年始建的汇山
公园。

1950年5月1日纪念五一国际劳
动节时，陈毅市长代表上海市政府将
接管不久的通北公园（原汇山公园）

“赠予”沪东工人，并改名劳动公园，以
表达关怀、勉励之意。这是当时全国
唯一一座属于总工会直接管理的公

园，工会会员凭证免费入内，没有会
员证的市民花三分钱购票方可入
内。公园于1960年定名为沪东工人
俱乐部，范围从通北路长阳路开始，
直至霍山路许昌路，极具规模，内有
电影院、招待所、大礼堂、上海工会干
部管理学院、“毅轩”（纪念陈毅而得
名）演出厅等。现改为沪东工人文化
宫分部，场地仅一座微型公园大小。
唯一可见60多年前风光的，要算正门
尚保留的一块大石，上面刻有“乐园”
二字，落款署名陈毅。

农民工进城早在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杨浦就发生过。随着工业兴
起，大量苏、浙、皖、闽、粤等地移民迁

徙入区，构成了当时居民的主体，其
中尤以淮扬务工者保留原籍文化最
多，甚至形成了号称“江北大世界”的
文娱中心，扬剧、淮剧、大鼓戏，剧种
缤纷。

两淮人曾创办过一家楚城大戏
院，极富盛名，来者络绎不绝。其创
办于1946年，原址在周家牌路，因两
淮原为楚封地而得名，属于中型剧
场，砖木结构，专门演出江淮戏曲、剧
目，观众主要是在附近工厂做工的江
北工人，但剧场设备简陋，仅有木板
长凳座位 532 只。由于演出针对性
强，深受江淮移民的欢迎，现今很多
老人提起楚城大戏院还念念不忘。

由胡耀邦题写名称的共青森林公
园，以植物造景为主，植树近20万株，
品种200多种，配以丘陵、草地、湖泊、
溪流、密林、竹丛等，构成了富有野趣幽
深的自然空间，形成了“松涛幽谷”、“丛
林原野”、“秋林爱晚”、“水乡映秀”、“植
树纪念林”等几大景区，呈现了“自然、
野趣、宁静、粗犷”为特色的森林景观。
为迎合不同层次、不同喜好的游客需
要，园内设置了野趣性、挑战性、运动
性、刺激性、休闲性等各类娱乐项目30
多项。此外，公园还设有具有自然田野

风光的森林度假村、多功能会务中心，
为商务会议、休闲度假提供一方清新、
自然、宁静、舒适的游憩胜地。

公园作为屹立于大都市黄浦江畔
的一颗璀璨明珠，以其独特的自然景
观为上海市民及中外友人创造了一个
不出市区就能享受绿色、亲近自然、感
受欢乐的度假胜地，1997 年，被评为

“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优美新景
点”，2003年被评为上海市“五星级公
园”、“AAAA 国家旅游景点”，2005 年
被命名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上海港码头号子”于 2007 年 4
月被正式公布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同年根据市文广局要
求，又成功申报为上海市级非遗保
护项目。2008 年，根据市文广局的
统一部署，杨浦区与浦东新区联合
申报的“上海港码头号子”获得国务
院批准，成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2009 年，在定海街道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建设中，杨浦区积极推进上
海港码头号子陈列室的建设，精心创
作音乐情景剧《上海声音——码头号
子》，参加“2009 上海之春群众文化

新人新作巡演”和金海岸公司在杨浦
大剧院的演出活动，引起了较大反
响，并获得了上海国际艺术节群文专
场优秀表演奖。上海广播电台声音
档案节目组录制了《上海声音——码
头号子》的专题节目，广泛宣传了“码
头号子”，节目播出后社会反响良好。

2010 年，在中国文化遗产日活
动和世博会期间，《上海声音——码
头号子》在文艺演出中都有穿插表
演，受到中外观众的一致好评。在杨
浦区世博参展方进社区活动中，《上
海声音——码头号子》现场表演再一
次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20世纪以来，和那些远渡重洋寻
求革命真理的思想先驱一样，中国艺
术家也不断有人走出国门向西方学
习，被誉为海外华人“艺术三宝”之一
的法籍画家赵无极正是其中之一。
赵无极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华人艺

术家之一，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
可比者甚少。

赵无极生于1921年，童年时代是
在五角场地区的一栋西式楼房（现为
五角场街道办公用房）里度过的。他
13岁时从这里踏上了美术求学之路，

直至70年代中期还曾多次回杨浦探
望年迈的母亲。在自传中，他对这个
孩提时代的家有过极为深情的描述：

“我很喜欢那些房子，每栋都带花园，
即便很小，也有鱼池、喷泉，就像我在
巴黎的房子一样。正是在这个时候，
我决定考入美术专科学校，好像这栋
房子象征着我所向往的新生活。”

2013年4月9日，赵无极在瑞士
逝世，中西画坛从此少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