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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印印印记记记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

1888年生于河北高阳县，童年入天
津隆庆和科班，初习武生，后改习老

生，倒嗓后复演武生。他继承了南派
武生创始人李春来的艺术风格，又

广泛吸取京剧与昆曲、地方戏中各
流派武生和其他行当表演艺术的长

处，用丰富的武打技术和人物形体

造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盖派”表
演艺术。他长期在上海、杭州一带演

出，擅演全部《武松》（包括《打虎》
《狮子楼》《十字坡》《快活林》等），有

“江南活武松”之誉。
1955年，盖叫天搬入东湖路 56

弄 22号。这幢二层砖木结构的花园

里弄住宅，一层为“骑楼”式样并辅

以巴洛克式的装修风格。一层入口

位于房屋北侧，入户后有小门厅，东
侧有厨房，南侧原为客厅和居室。通

过旋转楼梯上到二层，三间大卧室
朝南并排而立，推开百叶门，打通的

阳台连廊豁然显现。室内走道及房
间楼面基本为硬木长条地板。房前

的庭院原为 60余平方米的小花园，

是盖叫天最喜欢的练功地。
盖叫天的孙女张银珠的同学曾

经回忆，去盖叫天旧居复习功课时
的情景———那时的东湖路 56弄 22

号完全是中式风格，厅里的陈设古
色古香。有一次，他们还看到了盖叫

天摆兵器的厢房，里面都是舞台上
用的大刀、宝剑、红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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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叫天爱收藏古玩，常常从古

玩的纹饰中寻求灵感，并与京剧的
身段、舞姿相联系。据说，盖叫天东

湖路旧居内曾有两间大房间专门用
来放古玩，其中有一件瓷瓶备受宠

爱。盖叫天从瓷瓶上“两边垂下、很
匀称”的杨柳纹饰中获得启发，在

《夜奔》一戏中借鉴并设计了舞姿。
剧中，林冲双掌分开，由上而下，双

掌颤动着模拟树叶纷纷落下，视觉

艺术效果与瓷瓶上杨柳徐徐下垂、

柔和飘动的形态正好吻合。
在东湖路旧居，68岁的盖老还

曾献演过《夜奔》———1956年 11月
的一天下午，盖叫天家中宾客满堂，

北昆的名武生侯永奎专程拜访武生
宗师盖叫天，同行的还有上海京剧

界、昆剧界的同仁们。寒暄之后，侯

永奎向盖老请教《夜奔》的表演艺
术，宾客们力邀盖老现场示范。盛情
难却，盖老在

长衫上系上

大带，挂上宝
剑，一气呵成

地演了大半
出《夜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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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在旧居花园练功

从古玩中寻戏剧灵感

    金山吕巷镇随着“皇母”品牌蟠桃的提

升，带动了各类果蔬的种植和扶持。吕巷水
果公园占地 1万余亩，园内有 20多种特色

水果，如蟠桃、葡萄、蓝莓等，做到了季季有
特色，月月有瓜果香。

坐落在水果公园里的和平村，被誉为
“中国蟠桃之乡”。早在 1934年，和平村就

种植了 30亩桃树，1972 年开始大量引进
种植蟠桃。2003年，这里出产的桃子成功

注册了“皇母”商标。2010年“皇母”蟠桃成

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在近几年

举办的地产优质蟠桃比拼中获得不俗的成

绩。除了蟠桃，水果公园里还有葡萄、草莓、
樱桃、蓝莓、西瓜、哈密瓜、火龙果等 35种

特色水果。当下，水果公园里硕果累累，游

客不仅能品尝蟠桃的鲜美，还可以体验采
摘乐趣。

园区内除了有丰富的水果外，还有蝶
镜湖、上海市农耕健身基地、海棠花社等景

点，另外也可以品尝当地的特色农家乐美
食。 唐敏

吕巷水果公园月月瓜果香

练塘古镇
陈云故里    上海的练塘古镇有着一千余年的悠

久历史，地处青西地区，东临泖河，西与
浙江省嘉善县接壤，南近枫泾，北靠拦路

港，太浦河穿境而过。“茭白之乡”练塘有着

“高屋窄巷对街楼，小桥流水处人家”的独
特景观，还有陈云纪念馆、三里塘书屋、算

盘文化馆等值得一去的热门景点。

练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
家乡，古镇上的陈云纪念馆是全国唯一系

统展示陈云生平业绩的纪念馆，占地面积
65亩，由主馆、陈云文物馆、陈云故居及附

属设施组成，馆中收藏了大量有关陈云同

志的图文及实物资料，突出展示陈云同志
伟大、光荣的一生。从练塘流淌着的小河

间，不仅走出了像陈云同志那样伟大的人
物，同时还走出了共产党员高尔松、高尔

柏，17岁的农民革命军总指挥吴志喜，抗
战革命烈士方强，革命青年吴开先等一群

有理想、有抱负、有胆略、有雄心壮志的热

血男儿。 夏菁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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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如今新昌路（原梅白克路）99号的

一幢坐西朝东、砖混结构沿街三层石库门里
弄，曾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中央秘密印刷

厂的旧址。
1931年春，毛泽东之弟、时任中共中央

出版发行部经理的毛泽民与钱之光在齐物浦
路元兴里（周家嘴路 998弄 146-148号）筹建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同年 4月，中共中央负

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秘密
印刷厂面临暴露的危险。于是，转移到梅白克

路的一幢房子，底楼开设烟纸杂货铺，铺面紧
靠街道，可以时刻为楼上秘密印刷的工人提

供信息；二楼三个小房间作为钱之光等负责
人的住房；三楼则是印刷厂，排字、印刷、装订

等设备都隐蔽于此。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的主要领导者为毛

泽民，实际负责人是钱之光。为了安全起见，
钱之光化名徐之先，以烟纸店老板的身份作

掩护开展秘密印刷工作。据钱之光晚年回忆，
当时他领导的这个印刷厂，利用周边繁华闹

市区的掩护，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先后承印

了党的许多文件和刊物，在沉寂难耐的子夜，
给渴望光明的人们带来了一丝丝光亮。

这一时期，印刷厂秘密印制出版了来自
苏区的文件、文章，印制有关宣传形势、罢工

斗争情况的传单，同时还印刷《红旗周报》《布
尔塞维克》《实话》等革命刊物。在运送印刷品

时，为了掩人耳目，印刷厂的工人有时化装成

运送货物，有时把印刷品藏在藤箱、网篮内带
出。就是在这样周密的掩护下，秘密印刷厂在

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安然无恙。1932年夏，
为避免引起邻居怀疑，印刷厂搬至麦特赫斯

脱路（今泰兴路）。
新昌路 99号为公寓式建筑，清水红砖墙，

坐西朝东，三层砖混结构，建筑占地面积 139

平方米。底层是店面，二层有水泥阳台，三层是

外挑小阳台，二层入口上方开半圆券窗，其余
为方窗。三层上方设檐口线脚一圈，屋顶为平

顶。2014年 4月 4日，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

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沈琦华

这些地方曾印制

红色刊物
“武生泰斗”盖叫天在北方

学艺、南方成名，南方武生戏大
都宗法盖派。盖叫天曾在上海的
东湖路 56 弄 22 号居住过很长
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