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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漆地板花格子窗
秋水山庄的老洋房很考究

“我印象里，从山庄大门出去，左手边有一个尼姑庵，在旁边还有一
座庙。平时我们在山庄里工作，山庄是北山街 38 号，但是我们不住在
里面，就住在边上的37号，当时是总工会的宿舍。”

朱爷爷说，当时的秋水山庄，格局还没有变，山庄里有个戏台，戏台
的边上是一口井，井水很深也很凉。

“井水怎么用都用不完，原来史量才先生和沈秋水女士夏天的时候
就是用这口井来冰西瓜、冰汽水，把西瓜、汽水放到井里面就行，那个水
啊，凉得不得了，院子里还有苹果树、葡萄藤、水蜜桃树、无花果树，听说
史先生很喜欢吃无花果。哦，对了，还有两个假山山洞，一个山洞走出
去，可以看到一座小房子，那个时候说起来这个小房子是密室，就是史
先生和沈女士住的。”

朱爷爷用上海话“老洋房”来称呼原来秋水山庄的房子，老洋房很
考究，红漆的木地板、红漆的木楼梯，楼上的窗户都是花格子窗，房间带
着阳台，走廊上还有一个大理石的圆桌子。

老洋房后来改造成了40个床位的休养所，朱爷爷和同事们还去买
了柜头箱（床头柜）、棉被和40个搪瓷脸盆。

这是为上海市的40位全国劳动模范准备的。
1951 年 5 月 1 日，劳动模范们住进秋水山庄（上海总工会工人休养

所），当时工人休养的时间为三天，这三天，工厂停止发薪水，总工会还
会代工厂发薪水给工人。

“那个时候领导还提前让我去熟悉杭州各个景点，方便给工人劳模
们做导游，他们来的时候，拿着工厂的介绍信，我把介绍信收过来，通知
我们的财务在第二天给他们发工资，他们可以买些杭州特产带回去
⋯⋯”

最早的秋水山庄是黑字黄框
围墙是青灰色的

之后，秋水山庄改造成了军队招待所，朱爷爷被安排在第二休养所
的厨房劳动。

改革开放后，秋水山庄又恢复了上海市总工会的工人休养所。
“我没记错的话，秋水山庄这个休养所，一共经历了十三任院长，后

来 90 年代的时候，总工会把山庄转让给了上海的一家公司，再后来就
归新新饭店了。归到新新饭店后我也从饭店的后门进去过，秋水山庄
里面我太熟了，都不需要人带，但是进去过几次之后，我发现很多格局
什么都变掉了，我去得也就少了，满打满算，我在秋水山庄待了有一年
吧，应该是最早一批接触秋水山庄的人了，跟我同一批的同事，很多都
去世了。”

朱爷爷说，秋水山庄的门面改过好多次，他印象中，最早的秋水山
庄是黑色字样，外面是淡黄色的框子，围墙是青灰色的，上面还写着“尚
贤妇孺医院”。

她还特别说：钱张生在山庄一直烧饭，
很多年了，现在年纪也大了，能用的话希望继续用他

我1951年来杭州办休养所时
见过沈秋水

记者 张超

4月2日8：23，朱爷爷来电：我1951年来杭州办休养所，就在秋水山庄，我曾经见过沈秋水本人。我是
20岁从上海总工会调过来办休养所的，我是历史见证人，这个门面改过好多次，原来秋水山庄是黑的字
样，外面是淡黄色的框子。围墙是青灰色的，上面还有字样写着尚贤妇孺医院。

史量才下葬时，沈秋水抚琴祭夫，这也是她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

朱爷爷全名朱德洪，1931年出生在上海，现在住在九溪旁的九溪新村。85岁的
朱爷爷头发全白了，出门喜欢戴帽子，背有些佝偻，但身体很好，步伐矫健，走起路来
不比年轻人慢。

1951年，朱爷爷接受组织安排，来秋水山庄筹备休养所（上海总工会工人休养所）。

当年曾经和沈秋水女士有一面之缘
到了杭州没多久，朱爷爷见到了沈秋水。
1951年12月19日左右，朱爷爷回忆，那天有个女子在山庄外敲门，山庄里负

责烧饭的厨子钱张生去开了门。
门开了，朱爷爷看到门外站着一个女子，带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
钱张生是山庄的老人了，在山庄里做事很多年，一开门见到那位女子，恭恭

敬敬叫了声“沈小姐”。
她就是沈秋水。
沈秋水一生堪称传奇，晚清时她是上海名妓，被皇室贝勒赎身带到北京，贝

勒病逝后，携产业回到上海，嫁给报业巨子史量才为二太太。1925 年，史量才仿
照《红楼梦》中怡红院的格局，在杭州为沈秋水建了一座山庄，名为“秋水山庄”。

沈秋水就是秋水山庄的女主人。
朱爷爷没有想到，传说中的女主人居然回来了，而且衣着打扮那么朴素。

“她身高大概1米65左右，头发微卷，长度留到肩膀，穿了一件蓝色底子的旗
袍，一双低跟的黑色皮鞋，旗袍的开衩不高，颜色低调，款式非常朴素简单。”

那个时候，沈秋水已经不做秋水山庄的主人很多年。
1934 年，史量才被暗杀，沈秋水万念俱灰，白衣素服，弹奏了一曲古琴曲，乐

曲将终时，将琴投入火中。史量才下葬后，她便将秋水山庄捐赠给了慈善机构，
改名“尚贤妇孺医院”。

她自己另觅居所，度过余生。
朱爷爷回忆，那天，沈秋水女士来了就说了几句话，她说“路过此地来怀念一

下”，她还特别说，钱张生在山庄一直烧饭，很多年了，现在年纪也大了，能用的话
希望继续用他。

“她非常有礼貌，很有教养的。”
之后，朱爷爷就再也没有见过沈秋水女士。
1956年，沈秋水在杭州去世。

如今，秋水山庄经过了历史的沉淀，以“名人史迹”的身份，被列为
杭州市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点。

沈秋水女士捐赠秋水山庄之后一直隐居杭州，直到 1956 年去世，
她后半生是怎么度过的，少有人提起。

现在的秋水山庄
记者 朱丹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