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1年
3月6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职
工
大
讲
堂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主讲人：邱崇禄 文/图

寻
访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邱崇禄： 中国水利摄影协会
会员 ， 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 ，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 中国古迹
遗址保护协会会员， 北京史地民
俗学会会员。

2009年 《胡同深处的公用电
话屋》 一文荣获北京广播电台举
办的 “六十年胡同传奇” 大型故
事征集活动一等奖 。 2020年 ， 荣
获 “大美永定， 锦上小康 ” 摄影
大赛纪念奖等， 先后在北京日报、
北京晚报等纸媒、 杂志发表关于
老北京民风民俗、 故人轶事 、 寺
庙 文 化 方 面 数 十 万 字 的 文 章 。
2019年4月著有 《宣南·根脉深深》
一书出版。

主讲人介绍：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人民公社
建立的进程中，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
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
议》， 提出了人民公社 “在城市中应当
继续试点”， 以配合全国农村普遍成立
的人民公社。

在这种形势下 ， 北京市的东城 、
西城、 崇文、 宣武这四个老城区在各
自的辖区内兴建 “人民公社大楼”。 从
1958年这几栋 “公社大楼” 的陆续开
工 ， 到1960年至1961年的相继建成 ，
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这
就包括东城区的北官厅 “公社大楼”，
西城区的福绥境 “公社大楼” 和崇文
区的安化寺 “公社大楼”。

在当年北京市一片灰色海洋的平
房群中， 这几栋 “公社大楼” 拔萃的
高度、 亮丽的色彩、 新颖的外形以鹤
立鸡群的姿态， 出现在老百姓的视野
中。 在当时的老百姓心目中， 大楼中
配备的公共食堂 、 幼儿园 、 俱乐部 、
放映室、 图书馆、 公共浴室等公共设
施， 无不体现着共产主义的生活模式
和理念， 是件引人向往、 憧憬、 遐想
和激动人心的大事。 多年后， 著名作
家史铁生写过一篇 《九层大楼》 的散
文， 以当年只有小学二年级学生的视
角， 对 “公社大楼” 的憧憬作过精彩
的描述。

在这四个老城区中， 东城、 西城、
崇文三个区内的三座 “公社大楼” 先
后拔地而起， 当时的媒体也纷纷跟进
报道。 唯独没见过宣武区 “公社大楼”
的建成和有关的报道。 难道当年的宣
武区真的没有建成 “公社大楼” 吗？

看 《宣南忆旧》 寻找答案

身为出生和成长在曾经宣武区的
人，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在孙兴亚老先生的遗作 《宣南
忆旧》 一书中找到了一些答案。 在这
本书中 ， 孙先生写到 ： “在 1958年
‘大跃进’ 的日子里， 市里为了再掀城
市人民公社的新高潮， 为四个城区即
东城 、 西城 、 崇文 、 宣武各建一所
‘公寓式’ 的样板楼。 所谓 ‘公寓式’
的居民楼， 从设计上看就是住房是单
元式的， 而厨房、 厕所是公用的， 意
味着这种楼房带着 ‘共产主义’ 因素。
所谓 ‘公用食堂’， 就是不用一家一户

的做饭了。 东城建在北新桥地区， 西
城建在福绥境地区， 崇文建在广渠门
内安化寺地区 。 唯有我区对 ‘样板
楼’， 经过再三考虑， 没有完全照搬。
而是 ‘一拆为三’ 即建了白纸坊公社
一号楼、 二号楼 （非公寓式）。 另在菜
园街北头建立了一幢五层公寓”。

孙兴亚先生文中描述位于菜园街
北头的一幢五层公寓楼， 是现在的菜
园街2号楼， 位于菜园街北口内路东。
我上中学的时代， 这幢楼的三个单元
里， 分别住着我的一女两男三个同学，
因而对该楼比较熟悉。 此楼结实墩厚，
房间高大， 一层虽是公共食堂， 但始
终没有派上用场， 后改为每层单设一
间公用厨房。 在那个年代， 这幢楼房
的质量属于上乘。 但从规模上看， 显
然比其它三个区的 “公社大楼” 要小
得多。 现在这幢楼房处于白纸坊棚户
区的改造地段 ， 据说是不打算拆除 ，
准备改作他用。

多年前负责过菜市口大街拆迁工
作、 我的同学郑康 （他是居住过此楼
一女两男同学中的一位男生） 告诉我，
此楼一门五层居住过京剧四小名旦之
一张君秋的琴师何顺信。 大高个的何
大叔和蔼可亲的性格， 令老邻居们至
今难忘。 二门二层居住过至今活跃在
杂坛的艺术家秦明晓。 出生在杂技世
家的老大秦明晓， 每天清晨带领五个
弟弟在父亲的督导下， 在楼下空地上
练功不缀。 此楼一门还居住过著名京
剧演员郭新生 、 李世英 ， 一个武生 ，
一个青衣。 1976年唐山地震波及北京
的时候， 夫妻俩的女儿也在此出生。

白广路41号和45号楼

那么， 孙先生文中提到的另两座
“公社大楼” 的地点， 在曾经的宣武区
什么地方呢？ 根据孙先生文中所说那
两幢楼叫 “白纸坊公社一号楼、 二号
楼”， 我在白纸坊地区展开了查找。 同
学郑康再次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这两幢楼有可能在白广路南侧路西的
一片楼群中。

也许自小成长在这一带的原因 ，
对这一带楼群的肌理并不陌生， 没太
费劲就找到了这片楼群 。 可 “模样 ”
差不多的这片老楼群中， 哪两座究竟
是当年的 “白纸坊公社一号楼、 二号

楼” 呢？ 世事沧桑， 轮回已变。 过往
的匆匆路人和居住在楼群里的市民 ，
对我的问题连连摇头， 有的还以审视
的目光打量着我。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我寻找的过
程中， 巧遇白广路43号楼前一群正在
聊天的老人 。 看着他们熟悉的程度 ，
不仅是几十年的老邻居， 楼前空地也
是他们经常聚会的 “据点儿”。

对于我的问题， 其中头戴白帽年
愈八十五岁高龄的回族老人张大伯
（bai）， 以不容争辩的口气斜向一指 ：
白广路 41号楼 、 45号楼就是当年的
“白纸坊公社一号楼、 二号楼”， 也就
是你要找的 “公社大楼”。 我顺着老人
手指的方向看去， 这是一座四层高的
楼房， 从外表看不出与周围的楼房有
什么不同。 我问张大伯为何如此清楚，
曾在市政设计院下属测绘部门工作一
辈子的老人说， 我是看着这两栋楼盖
起来的。 当时的 “白纸坊公社一号楼”
准备建六个单元门， 但旁边的一个小
教堂不肯搬迁， 只好砍掉计划中的两
个单元门 ， 成为今天的四个单元门 。
我问张大伯： 这两座楼为什么叫 “白
纸坊公社一号楼、 二号楼” 呢？ 张大
伯说： 1954年成立白纸坊街道， 1960
年改称白纸坊公社， 而这两栋楼是在
1961年建成， 就被命名为了 “白纸坊
公社一号楼、 二号楼”。 后来白广路两
侧建立的居民楼多了， 重新编排了顺
序号码， 这两座楼就被编成了白广路
41号楼和45号楼。

依然健在的 “公社大楼”

如果细看白广路41号和45号这两
幢 “公社大楼”， 与其它居民楼最明显
的不同是： 因为首层没有阳台， 二层
阳台两外角底部被从地面砌起的两根
红砖柱子支撑， 以防止二层阳台下沉。
二层、 三层的阳台也是红砖柱子衔接
支撑， 直至四层阳台外角的底部。

说起这两栋楼的典故，老人们七嘴
八舌来了精神。京剧四小名旦之一的张
君秋住过41号楼3单元， 当时在中华全
国青年联合会任职的李瑞环同志，常到
41号楼的张家串门品茗下棋，欣赏张派
的名剧名段， 两家开始几十年的交往。
居住在45号楼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娄振
奎，是金（少山）派传人，中国京剧院主

要净行演员，早年与谭富英、杨宝森、李
少春、李和曾、叶盛兰等合作演出，在京
剧样板戏《沙家浜》中是饰演胡传魁一
角的B角演员。

现在这几座当年建成的 “公社大
楼”， 除了北官厅 “公社大楼” 前些年
被拆除外， 福绥境 “公社大楼” （据
说居民迁出后 ， 改造他用 ） 和安化
“公社大楼”、 菜园街2号楼、 白纸坊公
社一号楼、 二号楼依然健在。 看着这
些大楼如今布满沧桑的身影， 可以想
象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 它们身影中
留下了一段共和国的历史， 也留下了
一段值得我们记住的回忆。

“公社大楼”
当年宣武区的

白广路41号楼 （原宣武区 “公社大楼”）

菜园街2号楼 （原宣武区 “公社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