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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曹家渡周到”
获取更多身边信息

记忆中的曹家渡是那个“五角场”
老居民生动还原 30年前的曹家渡，曾是热闹的商业中心

□记者 朱杰

对于在曹家渡生活了几十年的居民来
说，提到“曹家渡”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和故事。
前不久，记者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家
住长宁区北新泾的陈日旭老先生。他曾在曹
家渡生活了整整 44 年，对曹家渡的过去了如
指掌。曹家渡也是他前半生最熟悉的地方。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曾在曹家渡取景

1943 年陈日旭出生在曹家渡，到 1987
年搬离为止，他在这里生活了“半生”，是不
折不扣的老曹家渡人。陈日旭当时就住在沪
西电影院隔壁的弄堂里。当时这条弄堂被称
为“七十二家房客”，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从外
地来上海打拼的，有宁波人、绍兴人、苏北人
等等，五湖四海什么人都有。他的父母就是无
锡人，十几岁时就过来了，当时也住在这条弄
堂里。

整条弄堂大多是两层木制结构的老房
子，居住条件艰苦。陈日旭当时住的石库门单
元里就有将近 20多户人家。一个门牌号进去
后就能看到天井，左右两边是厢房，后面是厨
房。他们全家住二楼，陈日旭出生时的房间和
沪西电影院只有一墙之隔。到了夏天，电影院
墙上的大窗就会打开通风。因为离得近，有时
影片里的人物对话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晚上
还可以看到放映设备投射出的光束。

那时候沪西电影院在弄堂里还设有一道
边门，用于电影散场后分散人流。这道门就开
在陈日旭家旁，所以散场时即使遇上下雨也
不怕，出门拐个弯就来到家楼下的天井，都不
用带雨伞，十分方便。

在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最后，王心
刚饰演的特务头子带着一群国民党特务，冲
进弄堂准备逮捕正在房间里发电报的李侠
（孙道临饰演）。当年这组镜头的取景地就在
这条弄堂里。已经上了中学的陈日旭，有天放
学回家看到警察把路口拦了起来，车辆和人
员一律不得进出。他在向现场维持秩序的居
委干部求助后，才得以顺利回家。

弄堂口的路边停着好几辆卡车，上面装
的都是发电设备，地上还拖着长长的电线。
正式开拍前，拍摄现场管得比较松，陈日旭
就和其他小伙伴在旁边看，可只见剧组人员
忙里忙外，唯独不见主角现身，但看到了导
演王苹。在他的印象里，这位女导演打扮得
很时髦，胸口挂着码表和哨子，用于计时和
现场指挥。
天黑后，聚光灯将弄堂顿时照亮。弄堂里

的居民只能各自回家，而且每家人的窗帘都
要拉上，只能趴在窗边通过窗帘缝隙往外看。
陈日旭还记得，当时光特务冲进弄堂的镜头
就拍了好几次，直到导演满意为止。

至于为何选在这条弄堂，据说当年李侠
做地下党潜伏时，就住在这条弄堂里。解放
前，住在弄堂里的人都是三教九流，什么人都
有。李侠把这里作为潜伏据点，越乱越好以便
掩盖真实身份。电影在沪西电影院上映后，陈
日旭还邀请他的同学一起来看，至今让他记
忆犹新。

出门就是商业岛
吃喝玩乐样样有

曹家渡因地处静安、普陀、长宁三区交界
处，在当时被人们俗称为曹家渡“五角场”。
陈日旭说，原先在“五角场”的马路中央，有
一块近似圆形的商业岛，上面开着不少商铺，
吃喝玩乐什么都有。虽然离开曹家渡已经 31
年了，但他至今还能记起大部分商铺。

在新华书店的门口有一座大时钟，一面
朝向长宁路一面朝向长寿路。按顺时针走向，
陈日旭向记者介绍商业岛上的情况。书店旁是
明声电料行，是一家专门卖灯管、电线的商铺。
电料行的旁边是一家礼品店，里面卖锦旗、奖
状、折扇，平时这家店的人流很少冷冷清清的。
在礼品店的旁边是一家南北货商铺，卖香菇、
木耳、粉丝，每逢过年过节人气特别高。

南北货商铺的旁边是一家大新照相馆，
这家照相馆的一楼橱窗里放着大大小小的
相框，都是过去人们在这家店拍过的照片。
照相室在二楼，两边都有扶手楼梯供顾客上
下楼。照相馆旁就是恒泰昌绸布商店，这家
店的会计还是陈日旭高中时的同学。因为有
老同学的关系，有时候店铺进了一批好料
子，陈日旭就能及时得到消息，比其他人快
一步买到布匹。

绸布店再隔壁就是三民浴室，陈日旭说
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父亲才会带着他们兄
弟四个来浴室，舒舒服服地洗把澡。普通百姓
都选择一楼，在大池里泡一泡再在淋浴头下
冲一冲，二楼的收费较贵，但水质更干净，还
有躺椅可以休息。商业岛上有两家理发店也
非常有意思。国泰理发店是专门给女宾理发
的，逢年过节的时候队伍都排到了店门外。另
一家华森理发店是专门给男宾理发的。以前
理发店还提供报纸、杂志，供顾客翻阅打发等
待时间。

商业岛上的沪西状元楼，是当时远近闻
名的酒楼。一楼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菜品，
晚上灯光一打，看得直让人流口水。有一次，
陈日旭和全家人来酒楼吃喜酒，那时候他人

还小，早早吃过两口菜后就趴在窗台上看
16 路电车。当时 16 路电车曹家渡终点站设
在长宁路上，回程时车子总要先绕过商业岛
再回到长寿路上。有时车子在转弯时，电车
的两条电线与天线接头会摩擦出火花，小孩
子就爱看这个。陈日旭记得，他们家去这家
酒楼最多就是买买黄豆汤，一碗 1 角 2 分
钱，每次去时总要带上家里的铝锅，一买就
是一大锅。

酒楼旁边就是曹家渡邮政局，邮局门口
还有人代笔书信，一位穿长衫的人摆了一张台
子就坐在那边，有人来了提供服务。陈日旭说，
他小时候作业写完了，就经常来商业岛上逛
逛。有时候他还和其他小伙伴比赛跑步，从新
华书店门口出发，绕一圈看看谁的速度快。那
时候商业岛可是曹家渡的“招牌”，附近的居
民都爱来这里买东西。后来，商业岛附近的几
条弄堂悉数拆除，商业岛也于1990年后拆除。

以棋会友
乐享晚年生活

现在陈日旭是上海老年象棋协会成员，
还拥有国家一级象棋裁判资格。退休后的他
曾被推荐到宋庆龄幼儿园担任过象棋老师，
还是 2011 年全国象棋赛冠军孙勇征的启蒙
老师。说起与象棋结缘的故事，陈日旭最早是
在他姑父那里拜师的。

那时候，弄堂里还有一处是电镀厂的工
人宿舍，下午放学后陈日旭就经常去看两个
上夜班的工人下棋。上了中学后，忻康里旁的
棋室是陈日旭经常去的地方。他回忆，那时棋
室里摆着一张长的木板，上面摆着许多张棋
盘，两人对弈输者掏钱，两分钱一盘棋，平局
两人平摊。再后来，棋室附近的豆腐店老板儿
子，每天下午也会经常设摊下棋。就这样，陈
日旭时常到那里转悠，看到有人下棋两只脚
就像灌了铅一样挪不开步。

陈日旭记得，那时候有一位老师傅经常
来忻康里棋室下棋，后来才知道是附近国毛
一厂的机修师傅，大家都叫他“老陈爷叔”。
这位爷叔平时总爱戴着一顶凉帽，说着一口

宁波话，下棋风格蛮凶的，喜欢和对手正面交
锋。陈日旭向这位老陈爷叔学到了不少。在当
时，还有一个人也经常光顾棋室，因为这人有
中耳炎，所以大家都叫他“烂耳朵”，这人的
棋也下得好。

1961 年 8 月，陈日旭走上了参军的道
路。那时候部队每月发 6块津贴费，陈日旭每
月存 5块放在部队信用社，剩下 1块钱就买
买生活用品和信封信纸。部队生活很枯燥，写
信成了他在星期天的休息方式。

从部队复员回沪后，陈日旭接受组织分
配工作，先后在上海一纺机厂技校和厂工会
做过宣传工作和技校老师。在单位工作期间，
他组织过不少象棋比赛并担任裁判，后来又
通过体委考试拿到了国家级裁判证书。
让陈日旭印象最深的就是胡荣华的记忆

力，有一次胡荣华受邀在长宁区工人俱乐部
表演盲棋。胡荣华面向观众坐在台上，背后是
十张大棋盘，每张棋盘对手走一步就由工作
人员报一步棋，胡荣华就这样全凭记忆和临
场应变，和十位高手过招。十盘棋下到最后赢
了七八盘，剩下的两三盘大多也是和棋。
陈日旭说，因为象棋结识了不少志同道

合的朋友。退休后的陈日旭更是把精力放在
了象棋教育事业上，先后编撰出版了八九本象
棋书籍，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参加地方组织的象
棋比赛，担任嘉宾和裁判，参与评棋讨论。

如今，陈日旭的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惬
意。在他看来，如今的曹家渡变化太大了，和
过去不一样了，但在他心里永远有一座“五角
场”，那是他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

陈日旭在单位时的工作照

陈日旭和战友合影（（后排左二））

陈日旭和胡荣华（（坐者））在全国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