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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新天地让 “屋里厢” 成为时髦

“怎么去浦东园区最快？” “去马当路换
13 号线。” 2010 年 5 月 1 日， 上海世博会正
式开园 。 马当路站 、 卢浦大桥站 、 世博大道
站， 这条当时仅设三站的 13 号 “地铁世博专
线” 在共计 180 天的 “世博时间” 中， 成为
了浦西居民和外来游客的首选交通工具。 地理
位置优越的马当路站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世
博会地铁大门”。 进了站， 六分钟就可以踏进
世博园区， 芬兰馆就在百米开外， 欧洲广场、

葡萄牙馆等都在步行范围之内。 坐过专线的人
都说： “到了马当路站， 就等于进了世博园。”

而如今， 已经贯通的 13 号线把马当路和
世博会的缘分延续了下去。 列车在马当路站停
留后， 便在蒙自路下疾驰， 前往下一站———世
博会博物馆站。 2017 年 5 月 1 日， 值上海世
博会开幕七周年纪念日， 由上海市政府和国际
展览局经过三年多建设的世博会博物馆正式对
外开放， 这也是国际展览局在全球唯一的官方
博物馆和文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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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陵东路为起点， 沿着马当路一直走， K11、 新天地
南北里、 新天地时尚、 沿路边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和跳蚤集
市， 都使这条不足 2000 米的马路够行人流连一整天。

每个天气晴好的周末， 这条路因为游人如织而充满活
力和生机， 突然一个不经意的拐弯， 误入附近居民的传统
里弄住宅， 似乎又能窥见一番 20 世纪中期石库门人家人
间烟火的模样。 穿过徐家汇路， 蒙自路则承接马当路一路
通到黄浦江北岸， 抵达位于上海世博会浦西园区的世博会
博物馆、 乒乓球博物馆。 就这样， 20 世纪与 21 世纪无缝
连接了起来。

上午 10 点， 步履匆匆的上班族， 太阳伞下

的一杯手冲咖啡、 三三两两摆造型拍照的游客，

新晋 “网红” 咖啡店门外已经悄然排起的长队，

属于新天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在不少人心里， 今日的马当路几乎可以与

新天地之间画上一个约等号， 这片留下了当年

青石里弄、 砖墙屋瓦的石库门建筑群为这条路

乃至这座城带来了一张崭新的名片。

“转化原有的居住功能， 赋予新的商业价

值， 把百年的石库门旧城区， 改造成一片充满

生命力的 ‘新天地’。” 这是 1997 年提出的对彼

时太平桥地区石库门建筑群的改造理念。 改革

开放之后， 旧城区改造成为城市建设中关键的

一环。 当时的太平桥地区因为拥挤凌乱、 卫生

条件不佳被提上了改造日程。

六个月 、 32 次 、 1000 小时 ， 这是为改造

担任总设计的本杰明·伍德 ， 为了前期调查第

一次来上海时， 在上海逗留并研究石库门上所

花费的时间。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 在他的脑

海中构造出了一个象征时空和文化交融的艺术

品。 “旧的建筑， 新的生命”， 按照这个方案，

改造工程启动了。

北部地块大部分石库门建筑得到了保留 ，

南部地块则以新建筑为主， 一条步行街串起两

片区域。 斑驳的深红色墙面， 褪色的圆顶回廊，

“重生的” 石库门建筑乍一看与此前并无二致，

但 “修旧如旧” 恰恰是最费时费力的工程。 从

空调水电到光纤电缆， 建筑工人们甚至为一砖

一瓦都注射进了防潮药水。 2001 年 6 月 30 日，

新天地如期竣工。

从一开始要用 “八抬轿子” 请进店铺入驻，

到今天， 入驻新天地就意味着源源不断的人流

和销售额。 传统和国际， 怀旧和现代， 新天地

将这些属性近乎完美地内化在了一起， 成为上

海名副其实的地标性景点， 吸引着申城入时男

女和慕名而来的各方游客。

如今， 北里多是高级餐厅和时装店， 南里

的各种概念商店则更富朝气， 将两者分隔开来

的正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兴业路。 当初改建

时， 为了与保护区内的建筑风格相统一， 所有

的建筑都没有超过四层。

从 1952 年仅仅 90 平方米的展厅 ， 到如今

展厅扩容到 900 平方米的纪念馆， 一大会址纪

念馆与时代共同发展， 目睹了周遭环境翻天覆

地的改变， 也见证了上海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

的变迁。

从 “狼山路 ” “白来尼蒙马浪路 ” 再到

“马当路”， 这条路自存在起， 名字变化过好几

次 ， 现在也不乏老一辈人唤它 “马浪路 ”。 从

1898 年始建 ， 马当路到今年正好走过了 120

年， 两甲子留下的， 是几代人的记忆和值得被

记住的往事。

今天走在马当路上， 已经难觅马当路 25 号

的踪影， 这里曾有着上海滩四大书场之一的大

华书场。 大华书场前身为维纳斯舞厅， 1941 年

改名大华舞厅， 日演评弹， 夜设舞会。 1954 年

正式命名大华书场 ， 上海评弹团编演的中篇

《冲山之围》 《麒麟带》 《杨八姐游春》 《急浪

丹心》 等皆首演于此， 最火爆的时候， 长排翻

板椅有 812 席 ， 场场爆满 。 1939 年 11 月 ， 上

海第一个京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校也正

是在大华书场内成立。 该校为上海戏剧舞台培

养了一批正字辈京剧演艺人才， 梅兰芳、 张君

秋、 谭富英、 马连良、 萧长华、 黄桂秋等都特

约在此讲课授艺。

曾经宠辱不惊的马当路， 在过去承载它岁

月痕迹的， 便是这条路上默默伫立着的老房子。

无论是正在改造中的尚贤坊， 还是依然有迹可

循的西成里、 普庆里， 又或是已经消失的宝康

里、 崇一里， 文人雅士留下的故事探寻一番竟

也有许多。

“东方之笔” 张大千一直将上海视为他的

第二故乡 ， 而这个真正的 “家 ” 位于马当路

278 弄西成里内。 当时 ， 张大千与兄长张善孖

相邻居住在 16、 17 号 。 16、 17 号都是典型的

老式石库门弄堂房子 ， 坐北朝南 ， 二上二下 。

兄弟俩把两个天井和客堂打通， 17 号楼下的客

堂间作为画室， 取名

大风堂。 传言善于画

虎的张善孖， 为了观

察老虎的情态， 还在

院子里养过一只小老

虎。 除此之外， 画家

黄宾虹， 音乐家周巍

峙等都在西成里有过

停留。

而目前正在进行

全 封 闭 式 整 修 的 尚

贤 坊 被 认 为 将 成 为

下 一 个 新 天 地 。 东

侧 马 当 路 ， 西 侧 淡

水路 ， 尚贤坊 1924

年 建 成 ， 若 俯 瞰 ，

总 弄 和 支 弄 间 形 成

“丰 ” 字 ， 总弄沿街

是 过 街 楼 ， 弄 口 屋

檐 水 泥 压 顶 ， 立 面

上 装 饰 着 巴 洛 克 线

条 和 花 饰 。 而 要 成

为 上 海 历 史 文 化 记

忆 的 又 一 处 标 本 ，

尚 贤 坊 不 是 没 有 底

气 ： 陈 云 化 名 “李

介 尘 ” 为 中 央 特 科

工 作 的 传 奇 经 历 ，

郁达夫和王映霞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都在这

里上演 。 有了新天地的珠玉在前 ， 尚贤坊璀

璨的未来计日可期 。

在马当路老居民的脑海里依稀都还有着对

于 “南北马当路” 的印象。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合肥路与建国东路之间的马当路由于当时棚户

区的扩张导致被拦腰切断， 两侧的马路互不贯

穿。 久而久之， 以合肥路为界， 便有了 “南马

当路” 和 “北马当路” 之分。 不熟悉的人到了

附近， 一定会摸不着头脑， 门楣上即使有清晰

的门牌号， 但还是得从两旁的黄陂南路或者淡

水路绕行后才能进入。

1986 年， 这片棚户简屋得到改造清理， 马

当路得以贯通， “南北马当路” 便也不复存在。

随之代替的是由数幢高层组成的马当小区， 而

现在小区对面的复兴苑则是当时被一起拆除的

煤球厂和上海墨水厂。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上海城市基础设施仍

然相对落后 ， 每逢八九月碰上台风 、 暴雨 ，

“交通难” “行车难” 等问题让市民叫苦不迭。

1984 年，第一家专业从事市政工程建设管理的单

位———上海市市政工程开发公司成立了 。 1988

年， 公司进驻合肥路与建国东路之间的马当路

430 号。 地区排水系统、城市道路桥梁、公共交通

建设……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市政工程公司切实

地改善了旧城区市民居住环境和交通出行，而“马

当路 430号”随之成为市政建设的代名词。

进入 21 世纪后， 马当路 430 号的市政建设

者相继承建了外滩交通综合改造、 铁路上海南

站 、 轨道交通 9 号线等一大批市政工程项目 ，

不仅便利了市民的日常出行， 也为上海城市的

形象建设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这幢毫不起眼的

办公楼凝聚了城市建设者的智慧和才能， 也成

为上海城市建设者的共同名片。

在一个又一个春秋的交替中， 马当路的人、

马当路的景随着城市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 在

光芒中沉淀， 于无声处绽放。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记忆： 两甲子， 弄堂里还记着光阴的故事

民生： 马当路 430 号曾是市政建设的代名词

马当路站，

曾经的 “世博会地铁大门”

兜马当路，

别错过这些地方
屋里厢-石库门博物馆
“屋里厢”， 即上海话中的 “家”， 沪语中把

用一种东西包套或收束另外的东西讲作 “箍”，

于是这种用石条 “箍” 门的建筑被叫作 “石箍
门”， 后传作 “石库门”。 位于新天地里的屋里
厢博物馆是一幢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石库门
住宅， 充满老上海风情。 客堂间、 书房、 主人
房、 灶披间、 亭子间等重现了当年上海一个石
库门家庭的故事， 展示了独特的石库门建筑文
化。 博物馆内的老式缝纫机、 琉璃台灯、 雕花
床架、 老唱机、 水烟壶等都是旧时实物。

Vera Wang

婚纱女王,华裔设计师王薇薇将自己的婚
纱品牌 Vera Wang 亚洲旗舰店选在了新天地
闹中取静的马当路 245 号。 2013 年正式开幕
的旗舰店， 设计沿袭了品牌一贯的低调优雅风
格， 在超大白色磨砂玻璃幕墙的包围下， 两层
楼的独立店铺宛如头纱遮盖下的美丽新娘， 楚
楚动人。 在 850 平米的店内有当季和经典的
婚纱款式、 晚礼服、 婚纱配饰等等， 提供与纽
约店 ， 同步的婚纱系列及造型别致的头纱配
饰。 最多仅需五个月， 上海的新娘们就可以拥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高定婚纱。

野兽派概念商店 Little B

诞生于微博的野兽派如今已从花店成长为
艺术生活品牌， 第一家概念商店今年在新天地
翻新重新迎客。 跳脱的霓虹灯光、 恰到好处的
黄铜元素点缀、 花卉艺术家打造的花床展览，

这家小店被称作 “可以看展的便利店”。 不再局
限于鲜花和永生花， 概念店的产品从进口零食，

小众香水到轻奢化妆品一应俱全。 文艺青年们
逛完商店还可以在店内的咖啡馆喝上一杯特调
咖啡。

LINE FRIENDS CAFE & STORE

国内首家 Line （连我 ） 咖啡馆兼商店
2015 年正式进驻马当路复兴 SOHO 广场， 自
开业以来， 这家 “最萌咖啡馆” 就 “谋杀” 了
无数男女的菲林， 开业最初在门口时常排起的
长队也为复兴广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不等走进
店门， 门外的人偶和窗户上的贴纸就让人忍不
住掏出手机自拍。 除了店内的各类装饰外， 咖
啡店也是相当吸睛， 从装咖啡的马克杯、 餐巾
纸印花到甜点外形无不充斥着卡通元素。 除了
本地的顾客外， 这里也成为不少年轻观光客的
打卡地之一。

KUMA Cafe

2017 年开年， 风靡全球的日本旅游吉祥
物熊本熊在马当路 188 号开设了海外第二家
官方授权咖啡店， 它与 Line Cafe 让马当路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网红街”。 从外部看， 整
个门店外观装修由熊本的招牌色红白黑组成，

在二层， 一个大型熊本部长形象坐在窗户外，

十分醒目。 一楼是周边售卖区域， 二楼则是主
题咖啡馆， 店内有着各式各样的熊本元素， 不
经意一抬头就能看到熊本在注视着你， 每个光
顾过商店的顾客， 还能获得一个纪念章。

荨 “旧的建筑 ， 新

的生命”， 按照这个设计

理念修建的 “新天地 ”，

将传统和国际 ， 怀旧和

现代近乎完美地内化在

了一起 ， 成为上海名副

其实的地标性景点

马当路：
青石里弄，一片新天地

▲在过去承载它岁月痕迹的， 便是这马当路上默默伫立着的老房子。 无论是正在改造中的尚贤坊， 还是依然有迹可循

的西成里， 青石里弄间的故事值得探寻一番 （本版图片除注明外均由本报记者袁婧拍摄）

荨新天地改建时， 石库

门建筑其特色被保留了下来

（陆杰 拍摄）

荩 “重生的” 石库门建筑乍一看与

此前并无二致， 但 “修旧如旧” 恰恰是最

费时费力的工程

▲北部地块大部分石库

门建筑得到了保留， 南部地

块则以新建筑为主， 一条步

行街串起两片区域

▲新天地成为艺术演出的舞台。 这

个巨大的露天剧场， 上演的节目类型涵

盖了装置巡游、 多媒体浸没式舞蹈 、 形

体偶剧等。 京剧、 昆剧、 梨园戏等传统

艺术也在其中占有重要一席 （图 CF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