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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徽州，见惯了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在东黄

山谭家桥镇，却有成群的苏式建筑，以及大片城堡酒

店，宽阔洁净的柏油路面，高大葱翠的法国梧桐，像是

误入上海的某条街巷。

东黄山知青小镇位于黄山东麓谭家桥镇，这里原

来是安徽省公安厅于1955年建立的一个劳改农场，

始称安徽省地方国营黄山茶林场，于1965年10月份

正式移交给上海市经营，成立上海市黄山茶林场。

1965年12月，建立中共上海市黄山茶林党委会，是

上海知青的集中安置点。

这里的建筑风格迥异于徽州他处，很多二十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老厂房，留存了当年一代知青的青春记

忆，如今一部分已修缮如初，焕发了新的生机。

在那个物资贫乏、生活艰难的计划经济时代，

8000名上海知识青年来到这里，用智慧、勤劳、毅

力，挥洒青春与汗水，开疆拓土，改造了这一方山林。

茶林场以前主要是种植茶叶、林木为主，黄山毛峰尤

为出名。“十万亩大山，一万名知青”的黄山茶林场，

彼时被称作“安徽小上海”，处处喊着一口上海“阿

拉”话。

1968年和一批知青到此“上山下乡”的凤凰卫视

著名主持人曹景行，曾故地重游，回忆那段往事时说，

他在这里学会了喝酒御寒，学会了插秧烧窑，还为村

民们治疗冻疮、查看伤情。

曹景行撰文回忆:“常常买不到直达上海的‘三

线车’的票子，只能到场部或谭家桥的长途汽车站等

班车，前往芜湖、屯溪再转车……就算坐上‘三线车’，

也要十几个小时才能到上海，坐得腿脚发麻、肿胀。

早上五点钟开车，晚上六七点到达，中途如果抛锚那

就更晚。”

因为父母来到安徽的周淮英，如今在茶林场街

边开了一家“毛姐面馆”。出生于淮南，父母给她取了

“淮英”的名字。她已经把东黄山当成自己的家，只是

偶尔回上海和子女团聚，茶林场几十年的生活，让她

已经习惯了这里。

随着大批知青和农场职工陆续返回上海，茶林

场人去房空、土地荒芜、经济下滑，至1983年，仅剩下

千余人。当地曾向安徽省政府报告，要求“收回”黄山

茶林场。后经协商，1986年上海保留茶林场场部及

附近区域5000多亩土地，这一格局沿袭至今。

在黄山茶林场，犹如将上海的整个街道搬到安

徽。主干道两旁红砖木顶的海派建筑，门廊上写着

“同心里”“知心里”等字样，和上海里弄几乎一模一样。

茶林场主干道上有一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样

式的三层小楼，现在是东黄山国际青年旅舍，四十多

年前，这里是茶林场商业大楼，底层是购物商场，周

围村民想要购买“凤凰牌”自行车、“金星牌”电视机

等上海货，只能到这里才买得到。

岁月流逝，茶林场场部大楼如今已被修复如初。

2019年被挂牌“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是当时

上海市黄山茶林场革命委员会场部办公楼旧址。

场部大楼旁，是当年的招待所和篮球场，球场边

依稀可见“上海市黄山茶林场第二届职工家庭篮球

赛”字样。

而当年的茶厂，如今仍在使用中，在沿街的小铺

便能买到茶林场生产的各种茶叶。

东黄山度假区吸引很多游客前来的，除了原汁原

味的海派建筑以外，就是这里的城堡酒店了，成为很

多上海人度假的不二选择。

东黄山城堡酒店拥有银杏楼、玉兰楼、天竺楼、枫

香楼等加拿大木结构建筑群，被誉为“安徽的上海，黄

山的欧洲”。作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酒店周围古树

群簇拥环抱，风景宁静无瑕。酒店内部，上海石库门

里的“老虎窗”被安在这里，成了“望星空”阁楼上的

斜开天窗，与周围的山峦叠嶂和点缀其中的徽派建筑

并无违和感。

如今，黄山茶林场产业转型，属光明集团旗下，在

杭黄高铁开通和黄山东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大力发展

特色旅游业。依托国家4A级景区东黄山度假区，深

化知青文化内涵，规划建设夏家湖山林度假别墅酒

店、黄山东街、知 青文化保护纪念地、农耕文化体验

等项目，着力构建海派知青文化特色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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