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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春天，成立于1951年3

月 1 日的杭州市工人文化宫，就

要迎来70岁生日。曾经，这里承

载了一代人的“诗和远方”。

那么，它在你的记忆里留下

过什么？

有人拿出了一只泛着斑斑铁

锈的搪瓷杯，这是当年来之不易

的奖励。他说，这只杯子陪伴了

他40年的光阴，从一个风华正茂

的青年，直到霜染青丝。

有人拿来了当年的借书证，

在那个追逐梦想的年纪，是工人

文化宫那个不算大的图书馆，让

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世界。

还有当年的文艺骨干翻出微

微泛黄的老照片。回忆起相片里

的那些故事，他眼眶有些湿润。那

一张张温暖的笑容的背后，闪耀着

的，是明媚而又纯真的年华啊。

不久前，杭州工人文化宫发

起征集，征集老物件。钱报记者

从目前征集到的“私家珍藏”中找

到了这些故事。

一代人的青春

老底子杭城文体风向标

杭州工人文化宫快70岁了
这些老物件你见过吗

本报记者 詹程开

杭州市工人文化宫的老物件

你是否也珍藏着和工人文化宫相关的老物件？你是否还

记得关于工人文化宫的故事？

杭州市工人文化宫成立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继续面向全

城寻找老朋友们。

征集对象：

1、杭州市工人文化宫相关的老物件；

2、杭州市工人文化宫培养的职工文体骨干；

3、有故事的你和有才华的你。

届时，杭州工人文化宫将举办 70 周年庆系列活动，所有报

名人员都有机会到现场参加活动，更有机会参加文艺演出和展

示活动，穿越时空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学校和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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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你也来
说出属于你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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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白色的搪瓷杯，有不少地方已经泛

起了铁锈，但杯子上面的红色字体，依然清晰

可见，在杯子的最下方，还写着“杭州市工人

文化宫”的字样。

70 岁的杨维新说，这只杯子是 1980 年

得来的，那是他们积极参加工人文化宫活动

的奖励，“后来生活条件慢慢好了，这只搪瓷

杯‘退居二线’，但我还是舍不得扔掉，拿回家

里当牙杯，每天用它来刷牙，一用，就用到了

现在。”上世纪70年代，杨维新在杭州市糖业

烟酒公司工作，当时，他是公司的团委负责

人。

他翻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他们当

年参加比赛的点点滴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

公司当年参加了杭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的杭

州市职工乒乓球等级赛，因为公司没有球场，

他们所有的训练都是在工人文化宫进行的。

“1980 年 10 月份的比赛。我们的女子

组很厉害，一下就冲到了甲级队，男子队稍弱

一些，进入了乙级队。“杨维新说，公司领导也

很重视这个比赛，觉得男子队也应该去招兵

买马，壮大一下实力，就派他去完成这个任

务，“我后来从少体校招了几名员工，到我们

公司里来工作，有了这些力量的补充，到

1981年比赛的时候，公司的男子队也冲到了

甲级队，后来，还多年保持了杭州市职工乒乓

球等级赛的冠军。”

杨维新说，当时的工人文化宫，就是杭州

文艺体育活动的一个风向标。“单身那些年，

只要晚上没事，就会跑到工人文化宫的大剧

场去看电影。大剧院平时每天晚上都会放电

影，故事片一般都是两小时以内，票价是1角

5 分。有时候还会有一些现场的文艺演出，

票价稍微贵一点。”

一只搪瓷杯：追忆文体风向标

杭州市工人文化宫有一场报告，让85岁

的沈建华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记得那是 1954 年吧，那时候我年纪

还很小，当时有个白求恩大夫的翻译，到工

人文化宫来作报告，给大家讲白求恩大夫的

故事，就在工人文化宫的礼堂里，当时的礼

堂里全部坐满了，至少有几百人吧。”沈建

华说。

这是沈建华第一次听到如此大场面的报

告，他很激动。“我是农村来的，参加工作的时

候，文化水平也不太高，听了这场报告，可以

说，也点燃了我对学习的渴望。”

后来，只要有时间，沈建华就会跑到工人

文化宫去学技术学文化，他办了杭州市工人

文化宫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在那里借阅各

种各样的书籍，给自己充电。

当年的借书证，沈建华也一直保留着。

他说，一直很感谢那个小小的图书馆，在那个

追逐梦想的年纪里，让他看到了更加广阔的

世界。

除了借书证，沈建华还珍藏着杭州市工

人文化宫诊疗所的一本诊察证，同样已经老

旧，上面写着初诊日期：一九五三年八月廿五

日。

沈建华说，当年他在杭州铁工厂工作，有

时候，难免会有一些铁屑不小心掉到眼睛里。

“我们厂区很小，没有独立的医务室。好

在厂离工人文化宫近，走路过去只要十分钟，

遇到这种情况，就会去工人文化宫的诊疗所，

请那里的医生看看，帮忙清洗一下眼睛。”

一本借书证：承载着逐梦岁月

今年65岁陈宝海，拿出了两张当年演出

的照片，有些微微泛黄——“这一张张温暖的

笑容背后，是多好的年华啊。”

陈宝海一直深爱文艺，最擅长的就是唱

莲花落，最初他在绍兴，活跃在当地的宣传队

里。

1979 年，陈宝海来到杭州，到了杭州丝

绸印染厂工作，因为喜欢文艺，他加入单位的

文艺宣传队。就在单位组织的一次文艺汇演

中，他因为出色的表演，被挑选进入工人文化

宫的曲艺队。

“曲艺队一共有 20 多人，都是各个单位

里的文艺骨干，被挑选上来的，都是一群志同

道合的年轻人，大家在一起排练演出，很开

心。”陈宝海说。

自从进了工人文化宫的曲艺队，陈宝海

每个晚上几乎都泡在工人文化宫里。

“晚上吃完饭，差不多 6 点就去文化宫，

一般情况下，会排练到晚上9点才回家，要是

第二天有演出，可能就要提前走台彩排，练到

十一二点也是有的。”陈宝海说，那时候也就

20 多岁，少睡点觉无所谓，精神好得很，因为

喜欢也不会觉得累。

他们在文化宫的剧场里演出，每场几乎

都是爆满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人气很高，也

有了自己的粉丝”。

曲艺队也经常参加省和市里的演出，包

括下乡以及到各个单位去慰问,还参加过在

杭州、宁波、温州三地举行的职工业余文艺交

流演出。

“那时候的邀约也多，特别是在一些重要

节日，还有一些工厂的周年庆，一些单位都会

邀请文化宫的演出团队去演出。”陈宝海说。

“真的很感谢工人文化宫给了我这个平

台，让我有了那么多锻炼的机会，没有把文艺

的特长给落下，可以说，我靠着唱戏走过了我

的大半辈子，这已经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

件事情。”陈宝海说。

一张老照片：记录排练的夜晚
当年的演出照片

杭州市工人文化宫（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