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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 南 深 山 的 上 海“飞 地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王王立立武武

几十年前， 7万多上海热血青年毅然放弃大
都市的优越生活条件，奔赴皖南山区，他们在深
山里开山炸石、架桥修路，硬是建出 80 多个军
工企业。他们为了共和国的军工事业付出了青
春，皖南的大山、河流、石头、森林见证他们的
功绩，我国现当代发展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重彩
一笔。

靠山近水扎大营

出皖南旌德县县城向西，重峦叠嶂，空气清
新，氤氲一片，一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仿佛没
有尽头地向深山延伸。雄壮的大山之中，在一个
叫“德山里”的村子里，三五成片的厂房、宿舍
相隔不远的距离，“鸡爪式”分布在青山绿水之
间。

“这深山密林中隐藏着的建筑群，都是当年
上海小三线厂留下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小三线建设资料的整理
与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徐有威介绍，旌德县一
次性建有 12个上海小三线厂，成为安徽的上海
小三线厂建设最多的一个县。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主席提出要搞“三
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所谓“三线”，是以地理位置区分。沿海和
边疆的省、市、自治区为一线地区，位于中国腹
地的西南、西北大部分地区为三线，作为战略大
后方，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此三线
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也要有自行投资的
后方基地，称为“小三线”。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小三线建设的选
址，要求“山(进山)、隐(隐蔽)、散(分散)”。
正是“进山、隐蔽、分散”这建厂“三原则”，
使厂的建筑物很难有可行的总体规划。作为工厂
主体的车间位置确定后是不能变化的，而其他的
建筑物只能因地制宜。看哪块地平坦一些，哪块
地建筑难度小一些，哪块地建成后交通方便一些
(还要尽量不占农田)，就在哪里建。

总平面要设计成“矮、短、小、土、窄、
坡”，进行“村落式”“瓜蔓式”“阶梯式”
“鸡爪式”等多样形式的分散布置。比如“村落
式”，要求厂区原有的农村村居基本不动迁，宿
舍与其他生活建筑“插村”而建，和村民们相
邻。这是为了让工人与村民生活在一起，敌人的
侦察飞机即使来了也分辨不清。

上海小三线建设可以选择浙江，也可以选择
江西，但为什么选择皖南呢？徐有威调查研究发
现，主要是因为皖南离上海终究近一点，水陆交
通也相对比较方便，顺着长江就可以到皖南，公
路也可以到皖南。

上海市当时专门成立了一个小三线筹建机
构——— 229指挥部，也就是后来的上海市后方基
地管理局。为什么叫 229指挥部呢？徐有威说，
这里面还有个故事： 1965 年 5 月，时任上海市
人民委员会公用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罗白桦，率上
海后方建设选点小组到皖南选址，确定建设上海
后方。当时，为报国家计委以及文件来往之便，
必须对该项目定名，但为了保密又不对外启用上
海后方或上海小三线，就将罗白桦在上海的办公
室的房间号码 229室作为指挥部的名称。

上海 81家小三线企业，最终形成以反坦克
武器和生产高射武器为主的综合配套的上海后方
工业基地。在当年，这些是完全保密的。别说在
公开的媒体宣传中根本见不到，就是所有参与建
设的人们，起初也不允许向外界甚至亲属透露工
作性质、住址等一切有关信息。对外通信联络，
所有的单位一律通过编号信箱进行。

好人好马好刀枪

今年已经 81 岁的袁汉卿，从徐有威教授手
中接过《上海小三线建设研究论丛》时，颤巍巍
地用手帕擦一下眼角的泪水，语带哽咽地说：
“我是最早一批进旌德的小三线厂的，最晚一批
回上海，几十年过去了，还有人记得我们！”

袁汉卿告诉记者， 1968 年，上海仪表机修
厂包建旌德向阳小型轴承厂，代号是 8350厂，
他作为工厂筹建组成员，告别家人、只身来到皖
南，负责工厂生产前期准备工作。 1969 年工厂
正式生产以后，他在工厂主要负责质量检验工
作，是向阳厂第一任质检科科长。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青年人愿意背井离乡，来
到偏远的山区，奉献青春？袁汉卿告诉记者，
“光荣的使命感”“舍小家为大家”“让毛主席
能睡个安稳觉”，是他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
小三线人的心愿和理想。“好人、好马、好刀
枪”是小三线人再熟悉不过的动员口号。

首先是选人。小三线职工筛选的口号是：根
正苗红进三线，青春年华向党献。挑选进入小三
线企业的人不仅是上海工厂里的骨干力量，还都
必须通过严格的“政审”，家庭出身、政治表现
也要过硬，起码三代没有政治问题。

其次是将最好的设备用在小三线。上海的
“小三线”自 1965 年由上海工业、物资、建
材、交运、卫生、电力等 14个局所属 65个单位
包建，各包建单位从当时各自现有设备中，将比
较先进的部分成套无偿地调拨给小三线厂。对小
三线生产线安装中所缺的专用设备，各包建局组
织行业各单位大力协作，进行自制，形成了“一
厂包建，大家支援，厂厂有关，人人有份，为三
线建设出力”的局面。

“刚来时条件确实艰苦啊！”袁汉卿对筹建
时期艰苦的生活条件、恶劣的施工条件至今历历
在目。

路不通，施工设备、材料靠人力扛；水没
有，职工排成长队用碗、盆从远处打上来……初
在深山坳里安顿生活，住的是土墙房、茅草房，
晚上睡觉，老鼠会在蚊帐外上蹿下跳，甚至会从
你贴着蚊帐的手臂上走过。一到隆冬，刺骨寒风
不时透过缝隙吹进屋里，夜晚睡觉辗转反侧难以
入眠，早晨起床，发现毛巾、牙膏都结上了冰。
粮食供应刚开始的时候也颇为紧张，交通又不方
便，不得不时常吃“猪肝饭”(大米掺发黑的杂
粮)。

“从上海城里来到这边的山沟，夜晚伸手不
见五指，只有靠星星月亮，恍若与世隔绝。”袁
汉卿说，看到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有的人当时也
忍不住哭鼻子，坐在山顶上大哭。不过，那时候
的人们思想很单纯，哭鼻子归哭鼻子，脑子里还
是拧着那根筋——— “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
要往哪搬”，这深山沟就是国家最需要我们的地
方。

在那些日子里，小三线厂的职工几乎都没有
“八小时工作制”的概念，也似乎忘记了应该休
息的星期天。尽管没有一分钱的加班费，甚至没
有一顿免费的加餐，人们却都像着了魔似地干，
那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加拼命”，大家共同的心
愿是“让毛主席早日放心，拼命也要把小三线搞

上去”。
资料显示，上海小三线在二十多年的历程

中，相继生产过火箭筒、火箭弹、高炮、高榴
弹，以及炸药、无后坐力炮、手榴弹、枪弹、炮
瞄雷达、光学测距机、数字指挥仪等军工产品。
这些军用产品，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年在上海小三线工作的 7万余名上海职工
而今都已过花甲之年，那 20 多年的蹉跎岁月
里，有许多艰苦奋斗的往事，也有回味无穷的趣
事，都牢牢地铭记在他们心中。

职工户口、副食品供应都是上海的

筹建阶段艰苦的日子很快过去，当生产逐渐
步入正轨的时候，职工的生活生活条件明显改
善，早餐供应面包、馒头、稀饭，中晚餐还有从
上海那边调配过来的淡水鱼和海产品，厂里还自
发购置了机器生产储存冷饮和汽水，让久居深山
的当地居民十分羡慕与向往。

皖南的三线厂除了工厂外，中小学校、医
院、供水和供电系统、食堂等也五脏俱全。但与
别的地区的三线厂不一样的是，皖南的三线厂属
上海的“后方”，行政管理上属于上海：厂内电
话的区号是上海的，职工的户口是上海的，治安
办案由上海公安负责，甚至连白糖、香烟、肥
皂、牙膏等副食品、生活用品都是从上海直接运
送过来。上海小三线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块“飞
地”。

“当时是计划供应，香烟、白糖、洗衣粉、肥皂，
都是凭票供应的，皖南当地基本很难买到，当地农
民就拿农副产品跟小三线工人去换。”19 岁就进
了建在东至县的小三线龙江水厂的蔡斌宜，至今
还记得当时东至县的农副产品很便宜，1 元钱买
4斤螃蟹，鸡蛋 1 毛钱买 2个。

“到了大热天，运输部门会用卡车从外地采
购西瓜，一个夏天，每个职工家庭只买 2 至 3
次。”蔡斌宜说，每次一个人可以买 100 多斤，
计划供应，买好之后就放在家里慢慢吃。当时工
人们把这种计划供应称作“全托”，意思是生活
后勤全部“托”给组织。

在那个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看露天电影是
一件让所有人能够兴奋几天的事情，睡不好觉，
掰着手指头，盼日出，急日落，焦灼地等待放映
队的到来。上海当时放什么片子，最迟不过 3
天，就会在“小三线”上映。

一提起当年看露天电影，蔡斌宜到现在还是
兴奋不已：“银幕挂在树梢，下了班，顾不得吃
饭，就冲回家拿凳子占最佳位置，耐心又急切地
等待着周围的一切暗淡沉寂下来，一束并不耀眼
的白光穿透黑暗投向银幕的时候，银幕下的‘阿
拉’们心房立刻温暖起来。许多中外经典老片
子，就这样伴着小三线职工度过二十多个寒冬和
仲夏。”

小三线的 24 个婚介所

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了，但青年职工的婚姻
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日益严重起来，尤其
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
首先是职工中的男女比例失衡情况日益暴

露，一些年龄在 25至 30 岁之间的单身男职工
找不到对象。小三线八五钢厂就曾发生许多光
棍组织起来到工厂党委请愿的事。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共青团上海市委和上
海市总工会等上级机关，以及小三线各企事业
单位的工会和团委工作人员纷纷开动脑筋，为
解决青年职工的个人问题而奔波忙碌。

《新民晚报》1982 年 2 月 1 日的一条消息：
位于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的工厂，由于男青年
多，他们的婚姻成了“老大难”问题。1980 年 11
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 24个婚姻
介绍所，并在上海《青年报》上刊登招收女职工
启事，把婚姻的大门向全国各地打开。

原八五钢厂团委书记史志定回忆当初的婚
介过程说：“招收女职工的广告刊出后，除了西藏
和台湾没有来信以外，其他省区市都有女青年来
信。女方先寄来一封信把情况讲讲，然后我们寄张
表格给她，请填写并附上照片回寄厂团委。我们把
收到的照片、表格初步看一下，看适不适合我厂青
年，然后向男青年推荐：我们帮你挑了一个，你自
己看看合适么，不合适的话桌上还有登记表和照
片，你自己去选。合适的话，男方就填张表，填好了
由团委寄给女方，表格上有基本情况和兴趣爱好
等。一来一去双方都满意的，我们就放手让他们自
己谈。要是成功了就跟我们说一下，做个登记。”

24个婚姻介绍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
有 569 对青年领取了结婚证，还有 833 对男女
青年建立了恋爱关系。一位男青工和外省女青
年在领取结婚证时激动地表示：“好姻缘是党给
牵的，我们要努力工作，为建设后方做出贡献。”

开始于 1965 年，终止于 1988 年，历时 24
年。小三线企业在皖南当地虽然是独立、封闭的
“小社会”，但长期近距离接触和日常生活交往，
上海工人带来的都市文明，让久居深山的当地
农民在生活习惯上、在思想观念上悄悄地发生
着变化。徐有威等小三线研究专家认为，去掉
“左”的政策和形式以外，单是先进地区、发达地
区向贫穷落后地区提供技术上、物质上的支援
和人才上的支援这一项，小三线就是一种现代
化的播种工作。

打开皖南通往山外的一扇窗

从皖南贵池市主城区沿着齐石公路往东南
方向的梅街镇行驶，山势嵯峨，山道绵绵，车缓
缓地行，山缓缓地出。小三线八五钢厂的炼钢、

轧钢、化学分析、精加工、设备机修等车间分建
在梅街的每一个小山头、山谷里，一条条山间公
路连接每一个车间。住宅区、电影院、图书馆、厂
区医院以及中小学幼儿园等一排排灰色的建
筑，分散在厂区周围。数千名上海“小三线”建设
者的青春与热血曾在这片土地上闪光。

“三线厂建在我们这里，对我们这里好处非
常多。”梅街镇梅街村宋村组村民陈克智至今怀
念三线厂在梅街的那些日子。钢厂来之前，梅街
都是泥泞小路，一到下雨天，一脚踩下去全是泥
巴。白洋河上没有桥，一到下大雨，村民只能摸
着水过河。八五钢厂筹建的第一件事就是修路，
泥泞小路改建成五米宽的沙石路，白洋河上架
起“八五”大桥。

陈克智说：“路宽了桥通了，钢厂载重 15 吨
的大卡车每天在公路上跑，之前很少往山外去
的乡亲们，开始经常乘他们的车走出大山。只要
我们一招手，卡车司机都会捎我们一程。我家附
近还建了个车站，到今天都还在。那时车站有个
显示牌子上面写着：梅街——— 上海。汽车往返于
梅街和上海，一天一班。梅街这么个穷乡僻壤一
下子跟大都市上海连在一起了。我年轻的时候，
还乘坐他们的班车，去上海玩过好几趟。”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梅街镇的百姓照明靠
点煤油灯。钢厂来了，镇上才有电。晚上九点多，
厂里发信号，电灯闪三下，提醒你该睡觉了，一
到九点三刻，厂里就停电，老百姓的用电也一同
停。到了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再发电，厂里来电，
镇上的群众家里的电也通了。

钢厂还把水管连通到附近村庄的每家每
户，老百姓再也不用跑很远的地方挑水，开始用
上了非常干净的自来水。

“路通水通电通还能看电视，这在当时可是
大事！周围几个乡镇的人特别羡慕我们，都愿意
把自己家的女儿嫁到我们这地方来。”陈克智
说。

小三线的现代化播种

“我在 18 岁的时候被招工进了小三线的东
风机械厂。”旌德县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余春明告诉记者，是三线厂使他从“泥腿子”
快速蜕变成一个现代产业工人，掌握了基本的
机械操作技术和管理经验。

小三线企业投产后，部分企业考虑到落户
的自然村因土地被征用，出台招工政策，一般按
每户招录一名符合条件的青壮劳力到企业上
班。这些人多数从事炊事员、后勤等工作，少数
文化程度高的安排到生产车间工作，虽然不是
正式职工，但基本上同工同酬。

“我的师傅们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自己操
作的机器。对待产品质量精益求精，每道生产工
序都一丝不苟，遇到难题勇于技术攻关。尤其是
他们国家至上、舍家忘我的思想品格，永久地植
入我的精神世界，影响了我一生。”余春明说，直
到现在，他还深深怀念那段学徒的日子，“每当
我当年的师傅来到皖南，我即使人在国外，也会
赶紧飞回来接待他们。”

在池州市委党史办主任吴少华看来，小三
线不仅仅是为皖南培养了一大批像余春明这样
的人才，对皖南地区教育、文化、卫生方面的促
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三线厂就地办的中小
学无论师资、设施都为当地起到示范作用；当年
县城还未上映的电影，三线厂附近的群众能够
先睹为快；过去山区严重缺医少药，小三线的 4
家医院办起来以后，不仅大大方便了就近的山
区群众就医。这 4家小三线医院医疗设备先进、
医术高明和优质的服务，辐射影响到整个皖南
地区。

上海小三线涉及冶金、轻工、机电、化工、通
讯、运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仪表和文教卫
生等十多个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
和规模。这些企业和医、教单位 1988 年全部
移交当地后，奠定了皖南地区的现代工业的基
础，对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起
到很重要的作用。徐有威说，小三线孕育了我
国最早的“城镇化”建设的雏形。

“ 上海小三线涉及冶金、

轻工、机电、化工、通讯、运

输、汽车制造、电力、建材、

仪表和文教卫生等十多个

行业，并都已具备一定的生

产能力和规模。有关专家

说，小三线孕育了我国最早

的“城镇化”建设的雏形

上海小三线八五钢厂筹建期间
技术人员在审核图纸。

吴昌富提供

杨杨原原

近来电视剧《延禧攻略》在网络上热播，在社
会中又掀起了一波清宫历史的热潮，剧中的情节
和一些生活细节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较之以往的很多清宫戏，这部剧在还原历史方面
已经有了很多改观，比如一改过去只要是清宫戏
就用的，其实只有晚清时期才有的“大拉翅”发式，
比如应该挂在衣服大襟上的十八子手串，再比如
亲王见皇帝也要自称“奴才”，凡此种种，可以看出
剧组人员下了很大的功夫。不过，以一个史学工作
者挑剔的目光来看，有一类问题还是值得商榷的。

例如后妃。剧中的高贵妃是个飞扬跋扈的人，
屡屡有着不可一世的夸张行为，为了表现她的这
种跋扈，在给皇帝皇后行请安礼时，应该缓速深蹲
的行礼，往往双腿微微一弯便敷衍了事。清代旗人
极重礼仪，宫廷当中更为凸显，作为后妃，行礼的
潦草，是非常有失身份的表现，非但不能表现跋
扈，而只能显得粗野，在当代人眼中可能是傲慢的
表现，但按照清代人的思维逻辑，地位越高的人，
礼数应当越周全，所谓“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
之礼”，如此行礼只是一种丢脸的行为。

剧中另一处情节是晚间在长春宫内，皇后在
众宫女的怂恿下，穿上洛神的衣服，并歌舞了一
段，不仅宫女们不断赞美，还吸引了皇帝的目光。

这一段的处理就过于现代，歌舞艺人在古代身份
卑微，技艺再精湛，亦属玩物，特别是主人在奴仆
面前表演，是极为有伤品格的表现。朱家溍先生在

《故宫退食录》中曾有一段与清宫老太监耿进喜的
访谈，说到清代皇帝票戏的往事，耿进喜曾说同治
皇帝曾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给慈禧太后唱过戏，
同时也谈到这是亲儿子才敢如此“上脸”。皇帝只
会给太后表演，但依然属于“皮一下”的表现，而皇
后在众宫女围观的情况下歌舞，实则会被人耻笑
太不端庄，皇后的身份感也就荡然无存了。

再如亲王。剧中的弘昼是个性格不羁的亲王，
也为了表现这种不羁的性格，导演或是演员也为
他在举止的细节上进行了一些小的设计。其一，用
扇子时把扇面全部展开，舞动如飞，这种动作在旧
时属于极为不雅的举动。古人的行为举止最重要
的要求就是稳重，老话说“坐如钟立如松”，行动坐
卧的幅度都不可太大，士大夫阶层如此，皇家则更
为讲究。老电视剧《大宅门》对此曾有过表达，青年
白景琦被安排到衙门里当差，有个官员就因为天
热自顾自地大扇特扇，被白七爷戏弄了一通，按他
的话说“这哪儿是扇凉儿呢，这是孙猴子过火焰山
呢”，虽说时代、身份都有一些错位，但对于清朝人
用扇子的举止，也可见一斑了。而以一个亲王的身
份，又是在皇帝面前，是绝不可能这样失仪的。

其二，中国的盖碗出现于清代康熙雍正时期，

不过当年的盖碗不是现在“三才碗”的形制，只有
茶碗与碗盖，而没有碗托，且不言剧中使用的“三
才碗”是否正确，就晚清民国时期士大夫阶层使用
盖碗的规矩，剧中的表演便值得商榷。旧时出于诗
书之家的人用盖碗，无论是否有碗托，都是用手拿
住盖碗，让碗盖与茶碗之间露出一定的缝隙，用手
指按住碗盖，把盖碗从碗托上拿起送到嘴边去喝，
绝不能把碗盖完全掀开，甚至用碗盖去拨茶碗里
飘起的茶叶，剧中的和亲王喝茶的举止就比较现
代，大概是为了表现其不羁的性格，但如此处理，
按清代的礼法，却早已丢了亲王应有的教养，性格
不羁也不是这么个不羁法。

还如宫女。剧中宫女随意多嘴、随便插话的情
节很多，而且与皇帝、后妃说话的时候，也经常直
勾勾地看着他们，频频做着眼神上的交流。在旧
时，幼见长，男女相见，懂些礼法的人都有一套行
为举止，有问才可答，不可随意打断别人，看人的
时候，更要“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方显得为人有
规矩，皇宫这种格外突出尊卑的地方则更甚，如果
宫女屡屡犯禁，不仅其主人会被人嘲笑调教无方，
自己更会受到责罚。

无论后妃、亲王，还是宫女，其实这一类问
题都是关于对角色身份的认知问题，对于历史的
还原做了再多的努力，但这种身份的古今错位
感，总是让古装剧留下莫大的遗憾。戏剧的故事

情节其实大可以天马行空地编排，但身份感的
丢失，则很容易就让人感到这个故事换什么时
代的衣服其实都一样。当然，这一点不能随意
苛责我们的演员，毕竟现实生活与古代的差距
实在太大了，几代人都生活在人人平等的社会
里，当代人对过去那些封建礼教早已极为陌
生，这是今人理解古人很大的一道难关，这其
实需要导演与编剧做出更多更细腻的准备工
作，对古装剧的历史背景有更深刻的把握，帮
助演员体会那个时代符合身份的行为举止规
范，整体格调才更像是演绎历史故事。就像我
们的传统戏曲，各行当对人物身份的把握是第
一要务，故事虽说大多来源于民间传说，与真
实的历史无关，但身份演到位，历史的味道自
然也就呈现了。

戏剧毕竟是一种娱乐，不应过分指责它的
细节，但古装剧毕竟反映的是我们的历史，我
们如此恢宏的文化恰恰正是这一个一个小细节
积累起来的大厦，尤其古代不同身份人群的行
为细节，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举止，做
着什么样的事，什么值得传承，什么需要扬
弃，这是我们把握传统文化时极为有力的工
具，如果我们总是以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那
么我们的文化也会随着娱乐被潜移默化地渐渐
蚕食掉。

《延禧攻略》投射古人身份认知难
捉错园

秦殿杰

(580)
“豆包里面无庶糖”，
“庶”字写错不像样；
不含甘蔗之糖分，

正写应是“无蔗糖”。*
*甘蔗之“蔗”，有“草字头”，不应

错为“庶”，如庶民。

(581)
“邮件寄往株州市”，
“株州”之“州”是错字；

该市属于湖南省，
正写应是“株洲市”。*

*“株洲”之“洲”不可没有“三点
水”。地名写错属事实性差错。

(582)
“记恶如仇恨在心”，
“记”是错字成语毁；
痛恨丑恶坏事情，

正写是“疾恶如仇”。*
*恨坏人坏事像痛恨仇敌一样；

是“疾恶”，不是“记住”的“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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