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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住进家，村民心定了
嘉定区徐行镇和桥村村民张才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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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区徐行镇和桥村村民，1940
年出生。1980年任嘉定曹王电镀
厂副厂长，1984年任嘉定曹王化工
厂厂长。
在农村生活的他，亲历了上海

解放，也见证了沪郊农村的发展
变迁。

   张才昌

出生于1944年，现居住在宝山十
村，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退休前在宝
钢从事工程技术管理工作，后到一
家合资公司担任厂长。
他对宝山文化、历史等有浓厚

兴趣，平时还会发短视频，写作，记
录自己的生活点滴。

   郭汉声

忆“借被还毯”赞今朝喜乐
宝山区宝山十村的耄耋老人郭汉声

■ 张才昌 徐程 摄

在上海这座现代与历史交

织的城市里，一砖一瓦都承载

着故事，每一位老上海人的记

忆都是这座城市变迁的生动注

脚。宝山区宝山十村的这位耄

耋老人郭汉声，每每到楼下的

碉堡和历史纪念碑附近散步，

都会回忆起往昔，跟大家讲述

起过去的故事。

旧日生活
战火纷飞下藏坚韧
“那时的上海，是另一个世

界。”郭老先生的话语缓慢而深

沉，仿佛一瞬间拉开了时间的

帷幕。

那时郭汉声还是个孩童，

在他的记忆里，上海解放前的

日子是灰色的，天空总是蒙着

一层战争的阴霾。“1949年前，

上海的物价飞涨，米面粮油都

要凭票供应，普通百姓的生活

极其艰难。”他说，每天清晨，街

头巷尾总能看到排着长队的人

们，只为换取一点点维持生计

的粮食。

郭老先生回忆起，当时最

让自己难忘的是夜晚响起的防

空警报声。“每当警报响起，我

们就得立刻躲进防空洞，外面

炮火连天，我们在黑暗中紧紧

相拥，战战兢兢。”

峥嵘岁月
一条有故事的毯子
虽然心里紧张，但当时大

家对解放军有着必胜的信念和

无条件的信任。郭老先生还给

大家讲述了一段宝林六村流传

的故事——

1949年5月14日，解放上

海战役激烈进行时，龚品生一

家被困于月浦战场。敌军炮火

无情，一枚榴弹击中其兄长龚

弟郎。绝望之际，门外出现了

解放军的身影。解放军战士不

仅救助了龚弟郎，控制住了家

中火势，还在紧急情况下征用

了龚家的旧被子，并承诺第二

天归还。次日，解放军如约而

至，用一条新军用毯子替换被

血渍污染的旧被，坚持履行“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铁的

纪律与对百姓的尊重。此举深

深触动了龚父，他主动帮助解

放军熟悉地形。

此后，龚品生常以“借被还

毯”之事，向邻里传颂解放军的

高尚品德。这条承载历史的军

毯，在龚家传承了多年，成为家

族记忆的见证。龚品生逝世

后，其女龚宝珍继续保存此毯，

即便多次搬家也未曾舍弃。最

终，在宝林六村社区的帮助下，

这条有着72年历史的军毯被

捐赠给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成为了那段峥嵘岁月的宝

贵物证。

转折时刻
解放的曙光到来
随着解放的曙光越来越

近，形势也越来越紧张。郭老

先生说，解放前一天，国民党军

队以要据守为由占据了郭老先

生的家，将他们一家赶出门。

后来，国民党见形势不妙，很快

撤退。

谈到上海解放的那一天，

郭老先生的眼中闪烁着光芒。

他说，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没有

想象中的混乱，反而井然有

序。“他们纪律严明，对老百姓

非常和气，还帮着我们恢复秩

序，发放粮食。那一刻，我感觉

整个上海都松了一口气。”

解放后的上海，逐渐从战

乱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老百姓

的生活有了实质性改善。“学校

重新开放，我有机会继续学

业。街面上，店铺一家接一家

地重新开张，人们脸上的笑容

多了起来。”郭老先生感慨道，

那是一个希望重生的年代，每

个人都满怀激情地投入到建设

新上海的洪流中。

时代巨变
生活有了诗和远方
随着访谈的深入，郭老先

生分享了更多关于上海如何一

步步从废墟中站起来，发展成

如今国际化大都市的故事。“后

来的几十年里，上海经历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高楼大厦拔地

而起。”他感叹，从自行车王国

到汽车遍地，从粮票布票到移

动支付，上海的变化超乎想

象。“我年轻时想都不敢想，自

己会从一个普通的钢铁厂技术

工人，成长为一厂之长。自己

家里的房子换了3次，越住越

宽敞。如今儿孙满堂，满满的

幸福感。”他笑言，自己虽然已

是耄耋之年，但仍然对这个日

新月异的世界保持着好奇和热

情，平时还喜欢在视频号上发

布自己拍的小视频。

他指着已被列为宝山区文

物保护点的碉堡告诉记者，这

些碉堡是当时国民党军队“海

陆空立体防御体系”的一部分，

旨在抵御外侵和内部冲突中的

军事攻击。如今这些作为历史

遗迹，成了讲述过去故事的“活

教材”。它们的存在鼓励着后

人反思历史，珍惜眼前的和平

生活。 本报记者 郭剑烽

■ 郭汉声 郭剑烽 摄

“上海解放时，解放军住过

我家。”采访当天，张才昌老人

胸前工整地佩戴着党员徽章，

坐姿笔挺。多年前上海解放的

场景，他仍历历在目。

张才昌带着记者来到他家

的房子前，小院里有一口井，旁

边还保留着解放时就有的两间

小屋，那是1938年建造的。老

人说，当时一间为厨房，另一间

为小客堂，旁边还有三间大屋

子，那是他的老宅。上海解放

时，20多名解放军战士在这里

住过，还有一名肖姓连长。

尘封的木门，斑驳的白墙，

记录下岁月沧桑。随着他的讲

述，过往的故事徐徐铺展。

门板与稻草
张才昌1940年出生。上

海解放时，他还不到十岁。但

解放军的光辉形象与优良作

风，已经在懵懂稚子的心头，留

下了深深的烙印。

张才昌说：“解放军来前，

大家都很害怕打仗。国民党也

曾到村里来抓壮丁，一部分年

轻人逃往上海和外地了。”后来

听村里老人家说，要解放了！

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怖阴霾渐

渐散去，向往已久的和平与安

定终于到来。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上海外

围发起进攻，于5月13日凌晨解

放嘉定县城。5月14日，解放军

第26军解放了黄渡、南翔、马陆

地区。

老人清楚地记得，那是一

个阴雨天，有支部队来到村里

驻扎。当时的解放军官兵穿着

朴素，戴的头盔、帽子也式样不

一，但精神饱满，只是浑身上下

全湿透了，除了雨水，更多的是

长途跋涉的汗水。

那年春季多雨，道路泥

泞。村民们见状，主动请部队

进屋，并打开稻草垛，拿出原本

是供烧土灶用的稻草，供战士

铺在地上，既能保暖又能防

潮。“因为解放军来了，社会安

定了，没有人偷，没有人抢。村

民们自愿将木门板卸下，借给

部队当床板用。”张才昌说，“那

时已是春末，气温比较高。许

多屋子都没了大门，连房门都

没有了。但大家都不害怕，因

为有解放军在。”

圆子与塌饼
“人挺好”，是年幼的张才

昌对解放军的印象。有两件小

事让他记忆犹新。

一是用水。那时村里没有

自来水，解放军战士主动帮老

百姓打水、挑水。

二是吃饭。春夏时分，村

里有包圆子、做塌饼的传统习

俗。于是，大家主动送上圆子、

塌饼等点心，但战士们都摆摆

手，亲切但坚定地拒绝了。“解放

军只吃他们自己带来的干粮，也

不要我们送的吃的。”

张才昌家的客堂间曾睡过

20多名解放军战士。屋里虽

然挤得满满当当，但他们纪律

严明，没有一人跨越房间一

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张才

昌写道：“没有了门窗的遮拦，

外面的风带着雨天的湿气直吹

屋内，但疲惫的战士却很快进

入了梦乡。”

短暂休整以后，部队奔赴

新的战场。临走前，驻军部队

的一名司务长带领一个班的战

士，帮助清理归还所借用的门

板稻草，无一差错。他们走的

时候，村里的门板已经全部复

原。“有借有还不坑人，来到村

里不扰民，这就是子弟兵的优

良作风。”张才昌说。

据史料记载，嘉定解放有

力支援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当

时上海正在激战，嘉定县成立

支前委员会，调集民船数百条，

征借粮食150多万公斤、柴草

15万担，支援解放军南下。

“田岸”与新路
上海解放75年来，沪郊农

村地区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在和桥村住了一辈子的张

才昌，就是亲历者与见证者。

他说，上世纪50年代的农

村一片烂泥地，农村的路不叫

路，大家都称之为“田岸”。“就是

小来一眼眼（小得一点点），尺把

宽、两面坍，小囡跑跑跌跟斗，大

人走像摇山板，挑担更加难上

难。”张才昌写过一段方言快板，

生动地讲述了“田岸”的简陋。

张才昌一一细数农村路的

变化：“田岸”在上世纪60年代

变成1米宽的大路，但还是烂泥

路。上世纪70年代，烂泥路更

成了农用拖拉机的“拦路虎”，

“一边轮胎路上跑，一边轮胎田

里走，歪歪斜斜朝里开”。上世

纪80年代、90年代，城乡差距

开始缩小，村里先后有了石子

路、水泥路，马路修到家门口，村

民也能买起小轿车了。进入新时

代，村镇道路四通八达，沪崇高

速从村里过，高铁还将设徐行

站，张才昌大赞已是“路路通”。

农村的路，也是振兴之路，

是时代变迁的生动缩影。

本报记者 杨洁

亲 历

■ 上海解放时，江海关大
楼（现上海海关）升起黄浦
江畔第一面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