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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记忆

育育婴婴堂堂路路与与市市井井生生活活

编者按：2020 年 5 月 9 日，上海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举行。 市委书记、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强主持会议并指出，开
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是市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健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长效机制的
重要部署。

结合全市正在开展的“四史”学习教育，本报推出《芷江记忆》栏目，带你走进芷江西历史建筑、文化名片和社区景点，聆听芷江西的历史故事，记
录芷江人共同走过的集体记忆。

本期，我们聚焦光华坊居民区，让长期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居民，讲述他们记忆中的那些路、那些建筑和那些不经意间就在脑海中定格成永恒的
历史瞬间。

□记者 张翠玲 摄影报道

育婴堂路， 是一条看起来并不起
眼的小马路，长约五六百米，南起新马
路，北至中华新路。

天气晴好的一个下午， 记者以育
婴堂路永兴路为起点向北走了走，沿
路有一座优秀历史建筑，几家维修店、
宠物店、 小卖部， 一所育婴堂路幼儿
园，一座天主堂……两侧为住宅区。

记者曾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育婴堂
路的历史资料，未果。 最终，在光华坊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的帮助下， 寻找到
从小就在光华坊一带长大的多位居
民， 请他们帮忙讲述这一带的生活变
迁和历史故事。

家住光华坊小区的蒋振国爷爷回
忆，1947 年，当时他才 19 岁，居住在
上海杨树浦路鸿德坊亲戚家。 当时因
无业，他在亲友的帮助下，办了个“小
私塾”，一面教学，一面作画出售，以
之谋生。提起育婴堂路，蒋振国爷爷兴
致很高。他说这条路很早就有了。育婴
堂路 160 号为原南京国民政府交通
部直属上海电话局大楼， 早前电话局
的大门面向育婴堂路开。 大楼里的人
上下班都从育婴堂路走进走出， 十分
热闹。

该大楼于 1928 年竣工， 砖混结
构。 装饰艺术派风格。 平面总体方正，
转角作弧线处理，平屋顶，外墙为清水
砖墙，局部用灰色水刷石。 2015 年被
上海市人民政府评定为优秀历史建
筑。

如今，大楼墙面砖石斑驳，外面有
些墙面“蜕皮”脱落，屋顶和墙体缝隙
之间长出了一些野草。“在我们年轻的
时候，大楼是这一带最气派的建筑，附
近的居民到户外拍照， 外景大都会以
大楼作为背景。 ”记者看到，蒋振国爷
爷家泛黄的家庭相册里面， 确实有好
几张家庭大合影都是在这座大楼前拍
摄的。

蒋振国爷爷回忆道， 天主堂以前
并不漂亮的，经过翻修后，才变得现在

这么漂亮了。 他的大儿子小时候曾就
读过的家门口的小学———育婴堂路小
学， 如今迁址到共和新路了。 解放初
期，育婴堂路（虬江路 - 永兴路）段曾
是一个菜场，上街沿搭了顶棚，菜场两
头门楣的铁皮上挂牌“新路菜场”。 该
路段由于被菜场摊位给挤占， 曾一度
机动车不通了，仅容三轮车、自行车等
非机动车通过， 小轿车是没有办法通
行的， 人们过马路就是从菜场内穿过
去。 那时候，卖菜吆喝的、买菜讨价还
价的、熟人见面打招呼的、说笑的……
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如今这条小马路
僻静、人稀，由沿街的便民杂货铺支撑
着人间烟火气。

家住光华坊居民区的吕文莺给记
者讲述了过去生活用水的经历。 以前
芷江西这一带为棚户区， 家家户户搭
草棚顶，扎竹篱笆。 吃水就取河浜里的
水，人们经常因为吃水不卫生而生病。
后来，政府给居民配了给水站，接通了
干净卫生的水源， 吃水问题才得以初
步解决。 吕文莺记得，离她家最近的给
水站在育婴堂路永兴路路口转角附
近，远看是一座小房子，门楣上有白底
红字的招牌。 招牌是有编号的，由阿拉

伯数字和“给水站”几个字组成。
“我们这一个给水站就要供应

200多户家庭用水。 ”她回忆道，给水
站有 4 个大龙头，虽然水龙头的“喉
咙”很粗，水流很大，但是耐不住人多，
碰到用水高峰时期还要排长队的。 印
象中，有一只水龙头分接出两根管道，
水便分流进两口大缸里。 积满水的两
口大缸因为是露天放置，会有扬尘、落
叶等飞入， 所以缸里的水接满后一般
也不用来吃， 而是用来汰洗被单、洗
菜、淘米等。“一天下来，淘米缸里的水
浑厚、米白，有郊区的农人认为浓浓的
淘米水有营养，特地运回去养猪。 ”

居民们手拎铅桶来接水， 直接从
水龙头里放水。 给水站由一位老奶奶
负责日常管理， 接水时需要付给老奶
奶筹子，通常给一个大筹子，老奶奶还
会找回几个小筹子。 按照既定的规则，
十个小筹子可以换一个大筹子。

在光华坊居委会工作了近 20 年
的吴春美， 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光华
坊居民。房子小，兄弟姐妹多，住不下，
只能搭阁楼。“父亲是铁路工人，经常
上夜班。他上夜班了，我们睡得就宽松
些。家里没有电扇，为了让父亲白天在

家能睡个好觉，作为回报，我们兄弟姐妹
轮流给父亲打扇。 ”1981 年， 她嫁到离
光华坊不远的南山居民区， 依然在光华
坊居委会工作， 大部分时光仍在光华坊
度过，见证了从给水站接水吃，到水龙头
接到弄堂内， 再到自来水接进厨房间的
一步步改变， 每一步都加深了她的幸福
感。

今年 88 岁的夏宝领阿姨，则感受到
住房条件的极大改善。 自 1952 年起，她
跟做木匠的爱人来到上海打拼， 借住在
光华坊，后来拥有了自己的小窝，在此扎
下根来。 房子越住越宽敞，从 10 多平方
米，换成 50 多平方米，家中的四代人以
这里为起点，从这里出发，走向更广阔的
天地，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夏宝领阿
姨选择留在这里居家养老。 白天，她基本
把自己“托”在老年活动室里，这里有志
愿者帮忙测量血压，有电视可以看，还有
一群老姐们可以聊天。 到了饭点，她前往
社区食堂就餐，她说：“社区有送餐服务，
但我还走得动路就自己去了， 走路还能
锻炼身体。 ”

走在育婴堂路上， 历史与现实不经
意间重逢，回忆与市井生活奇妙交织，呈
现出别样的人情味道。

育育婴婴堂堂路路

夏宝领（左二）和老姐妹一起在社区看电视娱乐
吕吕文文莺莺和和吴吴春春美美

在在光光华华坊坊小小区区大大门门口口合合影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