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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影城刚刚建成后 ， 还没对外

开放， 那时我就被调过去工作 。 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文化设施 ， 我记得影城

的位置原来是一家木材厂 。 新华路上

也还很冷清， 只有一家逢博酒家 ， 就

在影城斜对面的位置 ， 是女高音歌唱

家朱逢博开的， 很有名气。

1991 年 12 月， 上海影城举行开业

庆典 ， 这在全上海也是一个大事件 。

这是全国比较早的多厅电影院 ， 也是

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影院 。 里面一共

有五个厅， 设施都是当时最好的 。 很

多人慕名而来， 我接待了很多来参观

的人。 其实影城在筹备阶段 ， 名字最

初是叫 “上海电影艺术中心”， 到今天

影城的英文用的还是这个名字 。 中文

名后来改成了 “上海影城 ”， 用 “影

城” 来命名一家电影院 ， 这在当时是

比较早的， 因为那时的电影院多数只

有一个厅。 这也说明了影城规模之大。

正是有了上海影城 ， 所以谢晋 、

吴贻弓、 王丹凤 、 孙道临等一批上海

的艺术家提出 ， 要在上海

办国际电影节 。 很快 ， 这

个申请上报到国际电影制

片人协会 ， 当时的协会主

席别雷松 1993 年初来进行

考察 ， 参观了上海影城和

大光明 、 国泰等其他几家

影院， 确定这里的设施可以办电影节。

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就在这一年 10

月开办了 。 所以是先有了上海影城 ，

再有上海国际电影节。

我参与了第一届国际电影节的交

易市场工作。 那时候条件和经费有限，

交易市场还很简陋 ， 就在影城五楼的

会议室举办， 没有正式的展台 ， 只有

珠影、 北影、 上影等八家电影公司参

加， 不像现在有那么大的场地 ， 那么

多人参加。 但有了交易市场 ， 电影节

的雏形就有了。 第一届的评委阵容非

常强大， 谢晋任评委会主席 ， 评委有

徐克、 奥利弗·斯通、 大岛渚。 第一届

成功举办之后， 上海国际电影节就被

评为国际 A 类电影节。

印象深刻的是 ， 从第一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开始， 影城门口就出现了排

队买票的情形， 这在以往是看不到的。

之后每一届开票当天 ， 影迷在门口排

长队买票已经成了电影节的一种传统。

电影节培养了一批忠实影迷 。 有人从

第一届到今年第 21 届， 一直跟随着电

影节， 年年来看电影。

影城也带动了周边的人气 。 从以

前只有一家酒家 ， 到现在周边开出了

很多餐厅、 咖啡厅 ， 影城里面都开了

星巴克、 超市， 新华路上也越来越热

闹了。

新华路全长约 2.2 公里， 在延安路高架建造之前， 是连接虹桥机场和
市中心的重要干道。 道路始建于 1925 年， 最初名为 “安和寺路”， 之后曾
更名为 “察哈尔路” “法华路”， 新华路的路名则从 1965 年沿用至今。

走进新华路， 就仿佛一头扎进了旧时光。 路两侧的法式梧桐在头顶相
衔， 拢出一条长长的隧道， 隔绝了外面的车马喧嚣。 阳光透过树叶， 像岁
月的尘埃星星点点落在路面上 ， 令人恍惚觉得一个世纪的时间在这里凝
结， 不曾流走。

但这静止感又会旋即被打破———比如老洋房的挑空阳台上探出的一抹
新绿， 比如西餐厅半遮的窗帘后飘出的一丝奶油香气， 比如上海影城大门
的门沿上挂出的一幅新片海报， 比如上海民族乐团的院墙内飘出的一缕清
音。 它们提醒着路人， 变化一直在这里悄然发生。 岁月静好， 烟火流动，

既保留历史的古韵， 又激荡文化的新声， 这是新华路让人流连忘返的魅力。

如今人们提起新华路， 最先想起

的很可能不是外国弄堂等历史建筑 ，

而是电影、 音乐。 改革开放以来， 一

个个新的文化地标落址新华路， 为这

条绿树掩映的马路增添了浓郁的文化

气息。

新华路常年静谧， 但只要到了六

月， 这里就摇身一变， 成为影迷狂欢

的集聚地。 每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期

间， 位于新华路 160 号的上海影城总

是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开票日总

有许多热心的影迷在影城门口排起长

队， 虽然线上购票提供了便捷的选择，

他们更喜欢现场购票带来的 “仪式

感”； 与别处的咖啡店不同， 影城一楼

的星巴克里每天聚满了电影专业素养

大约是最高的一批观众， 兴致勃勃的

讨论声中常常飘出 “长镜头 ” “4K”

这些术语； 在放映厅、 电梯间、 走道

中， 不期然就会偶遇来参加活动的全

球影坛大腕 ， 影城楼上的 “老克勒 ”

餐厅老板每年都要往墙上添几张明星

合影……到今年已经走过了 21 届的上

海国际电影节， 已是亚太地区最具规

模 、 最有影响力的电影节之一 ， 是

“上海文化” 走向世界的一张金名片。

而对于电影爱好者来说， 作为上海国

际电影节主会场的上海影城， 更是不

容错过的经典地标。

上海影城在 1991 年落成的时候，

就已经拥有五个电影厅， 被人们称为

“电影宫殿”。 在当年全国基本上还是

清一色 “礼堂式 ” 单厅影院的时代 ，

这座沪上首家五星级电影院开创了中

国多厅影院的先河。 正是因为有了这

样一座多厅影院， 才有了举办国际电

影节的基础， 1993 年开始举办的上海

国际电影节就是在这里诞生。 随着放

映技术的发展， 上海影城也在不断更

新和完善硬件设备， 始终保持全国顶

尖水平 。 2014 年 ， 影城一厅升级为

“东方巨幕厅”， 是全球首家采用高亮

度多基色激光光源进行电影放映的影

厅。两年前李安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

场战事》上映，全球只有 5 家电影院能

够播放 120 帧/4K/3D 版本， 上海影城

是其中之一。 今年，长宁区计划积极推

动上海影城改建项目，将影城打造为代

表上海特色文化的“电影综合体”。

除了电影之外， 新华路上还常年

萦绕着 “音乐之声”。 挂着新华路 336

号门牌的院子， 在 1982 年搬进了中国

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型民族乐团———上

海民族乐团， 悠扬的丝竹之声从此便

与院内翠竹日日相伴。 1986 年， 中国

第一个轻音乐团———上海轻音乐团也

在这里成立。 看似不起眼的院落， 成

了众多杰出音乐家的孵化地， 两个乐

团在这里不断发展壮大， 无数美妙的

旋律从这里出发， 传遍大江南北， 飞

向世界各地。 近年来， 新华路上这个

小院发生的巨大变化， 恰恰是上海持

续深入推进文艺院团改革、 激发文艺

院团创新创造活力的缩影 ： 2015 年 ，

上海轻音乐团迁址浦东， 成为入驻浦

东的首家国有市级文艺院团， 揭开了

沪上 “文化东进 ” 的序幕 ； 2017 年 ，

上海民族乐团开启了修缮项目， 依托

现有历史留存建筑和新华路历史文化

风貌， 通过统筹布局和合理设计， 对

房屋结构、 外立面、 舞台、 建筑声学、

建筑设备等进行优化加固和大修改造。

今年 5 月， 民乐团已经回到先期修缮

完毕 、 焕然一新的排练厅进行排练 ，

而整个修缮工程预计将于 2019 年年底

基本完工。

这些文化新地标凝聚起来的 “人

气磁场”， 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商家汇集

于此。 30 年前只有几家小卖部散落于

工厂和住宅之间的新华路， 已经变成

了 “网红店 ” 云集的文化生活长廊 。

入选 “米其林指南” 的餐厅就有两家，

分别是法餐厅 Villa Le Bec 和中餐厅

鹿园。 此外， 还有吸引众多文艺青年

蜂拥而至的 M2F 的咖啡， 老牌西点房

马哥孛罗的面包， 24 小时营业被称为

“深夜食堂” 的六樘门的川味面条……

在浓郁的艺术氛围中， 新华路也因为

这些新元素， 而增添了丰富多元的生

活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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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在新华路上的文化记忆

在新华路上随意敲开一扇门， 便

很可能是近 “百岁” 的优秀历史建筑。

这里被誉为 “上海第一花园马路”，

百余栋风格各异的花园别墅， 是新华路

上独特的风景。 其中最有名的当属 “外

国弄堂”， 也叫新华别墅， 由新华路 211

弄和 329 弄两条弄堂呈马蹄形相连而

成。 这里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居住了

多国外侨， 是上海西郊 “哥伦比亚生活

圈” 的精华部分。 数十栋别墅由著名建

筑师邬达克依照英国、 荷兰、 意大利、

西班牙等不同国家的房屋风格、 式样

建造， 走在弄堂中如同移步换景， 往

往刚刚经过一栋英国乡村风格别墅的

米字嵌墙， 隔壁西班牙风格的红砖拱

门、 洛可可式的铁质花纹又映入眼帘。

最新颖的是一栋双层圆形花园别墅 ，

形似一只双层蛋糕， 因而被称为 “蛋

糕房子”， 原为西班牙公使馆使用。

曾有人说， 不出上海便能徜徉欧

洲乡村， 讲的便是这里了。 在浦东机

场和延安路高架建造以前， 新华路还

有着 “国宾道” 的称号， 中外领导人

到访上海， 通常都会从虹桥机场经这

里前往市中心。 那时起， 新华路就是

象征上海优雅与格调的一张名片。

不过， 很多人并不知道， 这样一

条 “高大上” 的马路， 也曾有过 “脏

乱差” 的 “黑历史”。 根据报纸记载，

1980 年 ， 一名女子骑车经过新华路

时， 路面突然下坍。 民警赶到后， 发

现道路坍塌处有一个面积约 20 平方

米、 深约 1.5 米的大窟窿 ， 这个窟窿

竟是路边延安油脂厂二车间排出的废

酸液腐蚀形成的 。 该车间每天排出

120 吨废酸水 ， 将地下排污管腐蚀掉

以后， 又在马路下面溶出了一个大洞。

新华路的污染问题， 还远不止于

此。 一份 1986 年的统计显示， 当时整

个新华路地区 2.2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不仅生活着七万居民 ， 还有工厂 111

家， 涉及化工、 冶金、 机电、 医药等

十多个行业。 红旗力车厂、 延安油脂

厂、 上海钛白粉厂等企业， 个个都是

污染大户。 附近居民反映， 开窗会闻

到刺鼻气味， 名贵花草也不敢养； 家

电和餐具用不了多久就会腐蚀生锈 ；

学校的学生上课， 哪怕天再热也要关

窗……在政府的督促下， 新华路地区

从 1980 年代初开始治理污染， 将污染

严重的企业尽数迁离， 对其余企业进

行就地治理、 产业结构调整， 消除污

染源。 1994 年， 新华路地区终于正式

摘掉了重点污染地区的帽子， 恢复了

鸟语花香、 天朗气清的环境。

2004 年， 新华路被列为上海市历

史文化风貌区。 外国弄堂、 梅泉别墅

等优秀历史建筑不仅得到了更好的保

护， 而且跟附近的邬达克纪念馆、 孙

科旧居、 哥伦比亚总会等地标串联在

一起， 历史的回声在这一栋栋花园别

墅中流动、 鲜活起来， 构筑起一个独

具韵味的文化空间。 如今， 每天都有

人拿着手绘地图， 循着旅行线路来这

里寻踪。 手捧单反的青年背包客与骑

着共享单车买菜归来的爷叔擦肩而过，

是这路上再寻常不过的风景。 就在这

一次次安静的擦肩中 ， 百年历史的

“上海第一花园马路”， 正在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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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地标， 围绕电影、 音乐等元素构筑起文化生活的长廊

治理重污染， 恢复历史风貌， 一栋栋花园别墅重新鲜活起来

新华路的美 ， 是有不同层次的 。

改革开放以来 ， 上海民族乐团 、 上海

轻音乐团、 上海影城的相继落址 ， 为

新华路增添了斑斓的艺术色彩 ， 也见

证了上海文化事业的发展 。 记者专门

采访了几位长期在新华路上的文艺工

作者， 从他们不同维度的文化记忆中，

我们可以多少窥见这二三十年来 ， 新

华路的变与不变 ， 上海文化事业的风

景与风采。

讲述者： 王佳彦 上海国际电影节展映片排片负责人

前上海影城副总经理

先有了上海影城， 才诞生了上海国际电影节●

上海轻音乐团是 1986

年成立的， 我从 1985年年

底筹建阶段就去了。 那时

起就在新华路上， 一直到

2015 年搬去浦东， 我在这

条路上工作了整整 30年。

我很喜欢这条路的环

境。 每年秋天， 梧桐树的叶子落下来，

一地金黄 ， 特别漂亮 。 天热的时候 ，

两边树长得很密 ， 树荫把阳光遮住 ，

人走在路上也很舒服 。 新华路以前是

国宾道， 出了名的优雅 、 幽静 。 两边

都是小洋房 ， 我们下班后也经常逛 。

很多文艺界的名人就住在附近 ， 所以

马路上还经常能碰到 。 比如碰到过京

剧演员童祥苓， 他以前还在旁边法华

镇路上开过面馆 ； 还碰到过沪剧演员

马莉莉。

最早去的时候， 周边是没有商业气

息的， 都是以居民住宅为主。 我是一点

点看着上海影城造起来的， 也看着周围

好多饭店、 咖啡厅 、 酒吧一家家开出

来， 现在新华路上已经很热闹了。 我们

吃饭休息时， 经常会去附近咖啡厅坐一

坐， 下班后去隔壁影城看场电影。

轻音乐团的变化也很大 。 刚成立

的时候， 我们是跟上海民族乐团在一

起办公的， 只租了一间办公室 。 大家

排练就在外面租场地 ， 交响乐团也去

过， 学校也去过， 像 “打游击” 一样。

尤其是乐队演奏员 ， 他们就坐在道具

箱上面， 一排练就是半天 ， 还是比较

艰苦的。 后来我们在民乐团后面造了

一栋两层楼， 终于有了自己的排练厅。

记得当时整栋楼装修好以后 ， 排练厅

的墙上还用心地挂了很多画 ， 我们大

家都特别高兴。

2015 年我们搬去了浦东， 条件就

更好了， 有全新的整整一栋楼， 地方很

大， 环境相当不错。 排练厅特别宽敞，

设施也很先进。 不过对于新华路上的旧

址， 还是有一种特殊的怀旧的情感。 现

在每次经过新华路附近， 我还是会特意

到老地方去绕一圈， 看一眼。

讲述者： 钱慧萍 女高音歌唱家， 国家一级演员

上海轻音乐团办公室主任

30年， 经历了从一间办公室到一整栋楼的变化●

我第一次去新华路上的上海民族

乐团， 是在 1990 年代。 那时候我还是

一名上音学生， 去上海民族乐团向大

师们学习。 记得那时的路边 ， 梧桐茂

密， 绿树成荫， 整条路十分宁静 ， 令

人惬意。 同一个院子里还有上海轻音

乐团， 马路上不远就是上海影城 ， 让

人感受到非常浓郁的文化气息。 当然，

对于我这个民乐系的学生来说 ， 更重

要的是上海民族乐团里 ， 有我敬仰的

二胡演奏家闵惠芬老师 、 首席指挥瞿

春泉老师等等。 因此 ， 新华路就更加

的与众不同。

或许命运当中真有一股力量 ， 最

终将我带了过来， 让我在 2000 年加入

了上海民族乐团， 成为这里的一分子。

我还记得有场演出跟闵惠芬老师一起

排练二重奏 《黄梅小调-打猪草》， 乐

团在隔壁大厅排练 ， 我俩在另一间小

的休息室里对谱 。 那场演出也成为我

最后一次与大师闵惠芬的合作演出 ，

至今难忘。

如今距离最初来到新华路 ， 已经

20 多年了， 这里依然绿树如荫， 依然

安静， 只是每年举办上海国际电影节

的时候才偶尔打破一向的优雅低调 ，

变得璀璨夺目。 但我已从一个年轻的

学生 ， 慢慢成为中青年二胡演奏者 ，

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 ， 沿着前辈的足

迹， 一步步走向成熟 ， 最初那种学生

的仰慕心情， 也变成了身为这里一分

子的熟悉感和亲切感。

从去年开始， 民乐团进行了修缮，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 。 乐团演奏员已经

回到新华路上进行排练 ， 大家都很期

待乐团的整体完工 ， 让代表上海的声

音依然缭绕新华路 ， 让海派的音韵从

新华路传递到全世界。

讲述者： 段皑皑 二胡演奏家， 国家一级演员

上海民族乐团二胡独奏

大师的足迹， 让这里变得与众不同●

▲俯瞰新华路。 （视觉中国）

荨作为上海市政府实事工程之一

的上海影城于 1991 年落成。 这是摄于

1992 年的照片， 当时上海影城前面还

有喷泉。

（本报资料图片）

茛隐藏在新华路弄堂深处的

欧式半圆形阳台。

（本报记者 袁婧 摄）

▲闻名遐迩的 “外国弄堂” 有数十栋花园别墅散

落其中。 图为位于新华路 211 弄 1 号的一幢西班牙式

花园洋房。 （本报记者 袁婧 摄）

▲道路两侧高大的法式
梧桐仿佛拢出一条绿色隧道。

（本报记者 袁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