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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中共中央西南局选定重庆作为党、政、军
机关所在地。此刻正值百废待兴时，西南局在恢复经济、
建设崭新大西南的同时，为体现大区格局和需要，满足人
民期盼，掀起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高潮。

在此期间，重庆新建和改造了一批颇具影响的公共
服务设施，其中位于两路口地区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
宫堪称地标建筑，在山城百姓心中具有特殊的位置。

1 成为重庆标志性建筑
当时，在抓经济发展和建设的同时，为丰富人民精神

文化生活，重庆建成了人民大礼堂、大田湾体育场馆和劳
动人民文化宫等对重庆影响巨大的市政文化设施，这三
大建筑更成为当年重庆的标志性建筑。

1951年7月1日，占地124亩、投入130亿元(笫一套
人民币币值)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奠基动工，邓小平
为文化宫题名。1952年 8月5日，文化宫一期建成开
园。邓小平的金色题字，镶嵌在雄伟庄严的大门顶端，两
侧巨大喷泉成为珠联璧合的壮观一景。

为了把文化宫办成真正的学校和乐园，并成为开展
各种活动的阵地，重庆倾力投入：1954年6月，建成影剧
院、图书馆、灯光球场和游泳池；1956年后，陆续建起溜
冰场、露天剧场、儿童乐园、文体培训中心和动物园等设
施。从此，文化宫花团锦簇、亭台楼阁、水景喷泉、环境幽
雅、人流如织，成为山城市民极为喜欢的文化活动乐园。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宫“苏式”风格的影剧院设计超
前、宏阔大气，内部设施一流，承担了当年市里很多大型
重要会议和高规格演出活动。作为当时主城区最大的园
林和文化活动场所，文化宫内占地宽、容量大的露天电影
场，更是人们心心念念的热门场所。这儿的露天电影场
持之以恒五十年，年年春节、五一、国庆，都会举办盛大欢
乐的游园活动，丰富市民的文娱生活。

山城最早的大型灯会、菊展、节日焰火，以及各种交
谊舞会、太极拳教学、第一套广播体操普及等，就是从文
化宫最早发端和示范，在开展职工文体活动上创造了诸
多全市“第一”。几十年来，男女老少的欢声笑语响彻文
化宫大院，使几代人受惠。而今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红
星亭侧的“鸳鸯椅”，撮合了很多情侣在此牵手走向婚姻
殿堂。不少老人至今仍对童年时代在文化宫度过的游乐
嬉戏岁月，记忆尤深。

2 办过学校乐园足球场动物园
文化宫所在地块，可谓历史悠久。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等部门和机构曾入驻。

1930年，重庆最早的新式学堂川东师范迁来该地，后为
配合文化宫建设，川东师范于 1951 年迁至歌乐山。
1943年5月3日下午，在现文化宫影剧院前的大操场，时
任“保卫中国同盟”主席的宋庆龄，发起赈济河南灾民的

“国际足球义赛”。首场开赛，她不仅亲临致辞，还走进球
场向参赛的“沪星”“东平”足球队队员握手慰问、致谢，上
万球迷到场观赛，现场欢声雷动。义赛筹款折合大洋
12.5万元，全部用于赈济河南灾民。

1955年初夏，少先队队日活动，学校组织我们从南
岸龙门浩小学来到文化宫，参观搭建在大操场上的“美蒋
空投特务罪证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到文化宫。展览规模
空前，我依稀记得有近十个展馆，大量降落伞、通信工具、
伪造证件、特工装备、多种武器及微型高效爆炸实物，特

务被捉、被歼图片……当时，西南各省市地区都组团来渝
观展。

为了进一步把文化宫办成感染人、教育人、吸引人、
内容丰富的学校和乐园。1956年，市里决定将人民公园
的狮、虎、豹、蟒蛇等动物连同饲养这些动物的身高2米2
的巨人龚大汉，以及不足1米的侏儒叶矮人一并交给文
化宫。养狮虎的高大铁笼就在进中门的右侧，从中门至
光荣榜这一带，当年养了各种动物供市民参观。为了丰
富动物品种，文化宫方面还曾派人去云南西双版纳引进
大象，最终大象没请来，但带回来五只孔雀和八只鹦鹉。
后来，还派人去了一趟峨眉，带回来几只猴子。

1958年底，市里将文化宫移交给市园林局管理。不
久，园林局整合全市公园职能定位，将文化宫大型珍稀动
物，全部转到杨家坪桃花溪畔于1955年1月23日建成
的西区公园，坊间称西西公园。1960年11月1日，西区
公园正式更名为重庆动物园，巨人龚大汉、叶矮人也随同
调往。1976年后，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重新回归市总
工会建制。

3 为重庆拿回不少冠军争得荣誉
七十多年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凸显学校、乐园

使命担当，十分注重人才培养。受市总工会委托，承办全
市职工理论培训、举行文艺调演、创办职工文艺刊物、开
展书画展赛、职工运动会以及引领基层文体活动的开展。

文化宫曾组团参加全国和四川省的各种调演、汇演、
比赛、展览，为重庆拿回不少冠军和大奖，从而跻身全国
先进文化宫行列并常年保持这一荣誉称号。这些成绩的
取得，和当年在文化宫执教的商德伦、雷祖华、陈执、柳
青、唐泽民等各具特长的专家、名师精心辅导和策划有密

切关系。
文化宫还非常重视引进优质资源，提高培训质量，出

成果、出人才。聘请的外协名师有被全国总工会授予“故
事大王”的渝中区绿化办肖化、重钢工会俱乐部文艺组组
长彭明羹、人交公司俱乐部手风琴王汝林、财贸职工俱乐
部文艺干事刘云华、文联翘楚杨山、余薇野、傅天琳等，他
们都是影响力大、享誉全国的专家、名人。文化宫建成以
来，向社会及机关企业、文艺院团、大专院校和报刊推荐
和输送了不少青年才俊，许多人成为文学艺术、新闻出
版、广播影视领域的佼佼者和领军人物。

1959年初夏，中央财经委领导姚依林来渝考察，发
现重庆市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表现优异。回京后他以
国务院财办名义，邀请重庆市财贸职工业余文工团赴
京，三进怀仁堂汇报演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林仰莲、
曲庆瑚、马远蔷、刘莉科，女声独唱夏克惠，男声四重唱
候邦平、赵同声、杨戈、李四敏等都是常年在文化宫和
财贸职工俱乐部参加培训和活动的骨干。总政文工团
转业到文化宫的歌唱家罗乐，演绎《真是乐死人》诙谐
风趣，以及享誉全国的著名歌唱家张迈、张礼惠等，都
与文化宫有着不解之缘。

4 数十年来多次进行升级改造
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宫为服务企业，抽调傅学明创立

职工技术交流站，组织能工巧匠参与企业技术革新效果
显著，深受好评，从而发展成为重庆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
会。为加强技协力量，市总工会分工会副主席、全国劳动
模范黄荣昌分管，调劳动模范、刀具大王曾松柏领衔，为
企业攻关克难、产品提档升级，作出了积极贡献。

高考恢复后，为让被耽误了学习知识的年轻职工有
进高校学习深造的机会，文化宫科技组办起文化补习
班。在此基础上，1981年初重庆市总工会决定成立职工
大学，吸纳大批在职青工走进文化宫，通过半工半读，拿
到大学文凭，成为各行业急需的知识型人才。后来，不少
职工大学毕业的学生成为单位骨干。

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著名表演艺术家、谐剧大师
凌宗魁曾在文化宫拜四川谐剧创始人、号称谐剧“教父”
的王永梭为师。文化宫的话剧培训班更是一个出人才的
艺术高地，不少人成为影视领域的中坚和干才。

从文化宫话剧培训班走出的刘刚，他当制片人拍摄
的电视连续剧《街坊邻居》火遍山城。著名作家、重庆市
作协原副主席王雨编剧、刘刚当制片人拍摄的电影《产
房》，上映后深获好评。

从文化宫走出，成就卓越的美术家也不胜枚举。郭选
昌曾留学德国卡塞尔大学研究雕塑、美国加州大学任教，
归国后曾任重庆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他创作的洪崖洞
《吊脚楼》等上百件雕塑，成为山城记忆；曾任四川油画学
会会长、在多所名校执教的高小华，创作的《赶火车》，人物
众多、震撼力强，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他与雷祖华为三
峡博物馆合作完成的高10米、宽30米巨制油画《重庆大
轰炸》，成为艺术创作典范。从文化宫走出的，还有成就卓
越的雕塑家冯宜贵、油画家徐星火、国画家张正勋等。

数十年来，文化宫进行了多次升级，2009年更进行
了一次全面改造，改造后的文化宫有五大特色区，建筑面
积增加到5万多平方米，绿化率达65%，服务功能和环境
面貌得到很大提升与改善，成为大型绿色休闲公园，成为
一个功能齐备、具有现代气息的大型文化休闲乐园。

（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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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壮观气派苏式风格的大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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