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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城区档案馆里，存有一份1 963年春节期间厂甸

市场(即厂甸庙会)筹备情况简报的档案。档案中明确记载

了1963年春节的厂甸市场共10天，从1月25日至2月3

日，出售的商品主要是食品、小吃类，还有手工艺品、文化艺

术品和花木之类。市场内共设摊位744个，其中，食品230

户、小吃100户、文化艺术品70户、手工艺品52户、花木40

户、风车50户等。厂甸庙会京味浓郁，当年不仅深受广大

民众的喜爱，还曾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1963年春节期

间的厂甸庙会，就曾迎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的视

察。

1963年大年初三这天中午，在中南海刘少奇同志

的家里，一家人正围坐在圆桌旁吃午饭。这是经过困

难时期后迎来的第一个春节，国家主席的餐桌上也和

普通百姓一样，比往年丰盛了一些。然而，刘少奇发

现，孩子们的兴趣显然不在这顿丰盛的年饭上，而是不

约而同地讨论着一个话题——厂甸庙会。

原来，这天上午，孩子们去了离中南海不远的和平

门，参观了正在那里举办的新春厂甸庙会。说起厂甸

庙会，京城的大人小孩儿没有不知道的，也没有不向往

的。因为庙会上不仅有大家喜爱的书籍、碑帖、字画等

文房用品，还有古玩、玉器、砚台等各种收藏。孩子们

最喜欢的则是一米多长的大冰糖葫芦，还有那“哗——

哗一一”作响的大风车和散落在街头巷尾的各色小吃、

零食。这些东西对于平时较少出门，对社会充满好奇

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孩子们的议论也感染了刘少奇。记得20世纪30

年代，刘少奇同志作为中共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经常

来往于北平，有时还会待上很长时间。但是由于地下

工作的特殊性，他不能去厂甸闲逛。后来作为国家主

席，他居住的中南海虽然离厂甸很近，但因政务繁忙，

也从未有机会亲自去体验。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了，而且经过十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北京的

城市风貌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尽管经历了三年自然

灾害，使人民生活受到较大影响，但困难已逐渐克服，

国民经济在迅速恢复，全国人民满怀希望地迎来了新

的一年。国家形势在好转，刘少奇同志的心情也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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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悦。眼下又听孩子们在议论厂甸庙 Q鲨1
会，不由得令他很好奇，现在市场供应 彝 征
情况怎么样，人民生活改善得如何，群 器
众的购买力高不高，还有哪些需求⋯⋯ 签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刘少奇的脑海中反

复出现，他需要切实地做一些调查，掌握新情况。

于是，刘少奇决定去厂甸庙会上转一转，做一次实

地考察。当他把这一决定告诉孩子们时，饭桌上一下

子热闹起来了，孩子们为即将由大人带着去厂甸庙会，

能吃到更多好吃的，买到更多好玩儿的而欢呼雀跃、高

兴不已。

午饭后稍作休息，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就带上孩

子，坐车前往厂甸参观。在离和平门不远处，刘少奇让

汽车停下，他和夫人牵着孩子们的手，有说有笑地朝厂

甸庙会走去。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建议刘少奇同

志戴上一个大口罩，再戴上一副墨边老花镜和厚厚的

皮帽子，这样一装扮，刘少奇同志看上去就像一位上了

年纪的老教授，谁也不会想到是国家主席到厂甸庙会

来了。

那年的厂甸庙会格外热闹，庙会里的摊位交叉设

置，目的是利于人们购买和疏散人流。摊位摆放的范

围主要是从南新华街向北到桥头，向南到梁家园路口

这一段。摊位中广受欢迎的地方风味小吃主要摆在南

新华街以南，那里供应的庙会小吃不下20个品种，如艾

窝窝、元宵、小豆粥、灌肠及各种年糕，还有糕点、糖果、

罐头、酒类等。此外，文化用品中仅年画就有15万种，

可见政府为繁荣春节市场尽了很大努力。

关于刘少奇同志视察1963年厂甸庙会的记忆，散

落于家人、工作人员的零散回忆中，难以形成系统地记

载，特别是对他在厂甸庙会上的视察细节缺少记录，但

1963年厂甸庙会的热闹场面，市场供应明显改善的大

好形势，刘少奇同志已然了解，并为党和政府工作所取

得的成绩而高兴。据家人回忆，那天下午，刘少奇和夫

人领着孩子们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看看这儿，摸摸那

儿，和百姓融合在一起，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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