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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手稿进驻武康大楼，

这家“新网红”竟有许多大牌粉丝

特色小店开进历史保护建筑，徐汇区精细化管理全面铺开后文化工程建设再迈新步伐
淮海中路上，有一间彻夜点亮的玻

璃橱窗， 常常让路人驻足屏息凝视：斯

卡拉歌剧院的穹顶映衬下，精雕细刻的

巴洛克古董桌上大开本的贝多芬第九

交响乐总谱手稿本，惊艳了时光……

这橱窗属于一家老牌新店———元

龙音乐书店，而它所处的位置，正是上

海地标性建筑———武康大楼。上海独一

无二的专业音乐书店与修葺一新的传

奇性历史建筑，同步亮相，是新生，也是

归来。

犹记得今年初，位于徐汇区衡复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中心地带的武康大

楼告别周身密布的架空线“蜘蛛网”，历

时近一年的架空线入地工程全方位展

示了上海精细化管理在徐汇的全面铺

开；5月，武康大楼周身围起支架，迎来

了近 10年来最大规模的修缮；9 月底，

大楼外立面脚手架悉数拆除，当舒朗的

天际线被打开，人们惊喜地发现，除了

熟悉的老麦咖啡馆和大隐书局，武康大

楼里又多了一家新网红。尚在试运营阶

段的元龙新店更激起音乐圈众多 “粉

丝”的热情，大提琴演奏家王健、钢琴演

奏家赵晓生纷纷挥毫寄语相贺；每天都

有读者在橱窗前或书店进门左侧的音

乐家历史长廊前自拍留影。

元龙音乐书店是街区深
处的鲜活记忆

2016年 7月， 本报率先报道了复

兴中路上知名音乐书店 “元龙书店”由

于相关市政规划被迫用水泥封墙关掉

前门、进店需从后门绕行的事情，引发

了社会各界关注。

在上海古典音乐圈，不论是活跃在

舞台上的、 还是音乐教学相关的音乐

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元龙书店。 原本坐

落在复兴中路的这家小书店，之所以在

音乐圈享誉盛名，更是因为专业。

书店老板汤元龙和夫人王务荆都

是学音乐出身，也在上海师范大学等校

做过音乐老师，王务荆退休之前还曾在

上海乐团工作。上世纪 90年代，两人用

音乐学院分配给他们的这间福利住房

开了这家书店，主要经营乐谱等和音乐

相关的书籍。相比市面上其他的音乐书

店，这里的乐谱类型最为齐全。 书店一

共有超过一万种图书、乐谱，全上海几

乎无处可寻的原版总谱在这里也可以

买到，因此，很多著名的音乐家都是这

里的常客。

中国著名作曲家、《英雄的诗篇》作

者朱践耳老师就住在书店后面的小区

里，从书店营业起，他三不五时就会过

来翻翻总谱，关心下现代音乐。 王务荆

回忆，直到先生去世前一年还来书店问

“最近出了什么新作品？ ”

另一位常客是著名钢琴演奏家赵

晓生老师。他在学生时代就跟汤元龙同

班，两人都是学钢琴专业的，他经常来

店里， 闲聊之余每次都买很多书回去。

赵晓生的作品《钢琴演奏之道》再版的

时候，书店还帮忙做了排版。

著名指挥曹鹏每当需要新作品时，

就会来元龙找总谱， 大多是一些有水准

又比较冷门的交响诗。 虽然曹鹏已是耄

耋之年，但每次坐着校车来书店，这么高

的台阶“噌”的一下就跳上去了。 这位总

不见老的音乐老人曾说：“偌大的上海非

常需要像元龙这样的音乐阵地，为音乐

家、音乐爱好者守着一方净土。 ”

不仅如此， 已故著名歌唱家周小

燕、歌唱家廖昌永，以及著名指挥汤沐

海等等，都是元龙的常客。

比起一家书店， 对很多人来说元

龙更像是一个音乐、美学的启蒙地。曾

经，元龙书店旁边的复兴中路 1340 弄

里，住着不少钢琴老师。 有圈内人回

忆说 ，小时候每次上完课 ，就会顺道

去元龙买书。大夏天的，汤元龙穿着背

心，手里揣着个烟斗，一手拎着一瓶力

波牌冰啤酒， 在采光不怎么好的小房

间里教琴———这个场景刻进无数学子

的童年里， 成为所在街区深处的鲜活

记忆。

政府牵头，让元龙音乐书
店开到了武康大楼

近年来徐汇区全面铺开精细化管理

和文化工程建设，衡复风貌保护区这片最

有故事的老街区是“智慧之治”的试验田。

有很多名人都曾经住在这里，其境内有巴

金故居、柯灵旧居、张乐平故居等名人旧

居 84处。今年 5月，作为对历史建筑全天

候、全时段、全覆盖的精细化管理落实第

一步，徐汇区启动对武康大楼沿街外立面

的修缮工程。主要针对存在已久的房屋老

化问题、修复损坏的钢窗、割裂的砖墙进

行修复。 整个工程历时不到五个月，可以

看到，焕然一新的大楼从外立面的色泽到

纹理都遵循了邬达克的设计进行做旧。

同时，精细化管理也显现在街区特色

小店的谋篇布局中。据统计，上海有 67条

特色商业街区和 64 条永不拓宽的马路，

而这 64条永不拓宽的小资马路， 半数都

在徐汇区。如今坐落在武康大楼里的老麦

咖啡馆、大隐书局在内，加上新入驻的元

龙音乐书店，分布在全上海各个街区和马

路上的 9400多家特色小店， 交织出这座

城市的最温暖的记忆和最柔软的情怀。

“多亏了徐汇区领导的关心，由政府

牵头，元龙（书店）得到了相关企业的大力

扶持，才能以全新的面貌跟读者见面”，站

在武康大楼新店里，汤元龙先生的女儿汤苑

青由衷地说。

记者看到，在武康大楼底层的元龙新店

入口有一面音乐史的纪念墙， 装饰着 36位

中外音乐家的肖像。 维瓦尔第、巴赫、海顿、

莫扎特、贝多芬……尤为显眼的是，十位中

国音乐家赫然在列：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

所专业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肖友梅；中

国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中国近代民族音

乐宗师、二胡鼻祖刘天华；当代著名音乐家

贺绿汀； 中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近

代著名音乐家、《黄河大合唱》 作者冼星海；

《长征交响曲》作者丁善德；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作曲家、

小提琴家与音乐教育家马思聪； 作曲家、创

作了《英雄的诗篇》《黔岭素描》的朱践耳。

店中书架上，有莫扎特《安魂曲》、勃拉

姆斯《德意志安魂曲》原版手稿，也有朱践耳

作品集。德国亨乐出版社手工制版的线装乐

谱堪称镇店之宝，这家出版社至今采用活字

印刷，手工排版，也是国际赛事的制定乐谱

供应商。铅印的符头，规整的乐谱，一百年不

破损的纸张，“能对每一个音符负责” 的匠

心，无不令人折服。

从 1993年在复兴中路开出元龙书店至

今，“开了 26年，没有一天觉得辛苦，因为音

乐就是我的生活”，77 岁的王务荆站在新店

里，和她珍贵的乐谱、唱片，与武康大楼一

起，交织出这座城市最美好的街角风景。

昔日化工区变身，将吸引超过500亿元投资总量
宝山区南大地区由综合整治向开发建设转段，形成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和“互联网+?高新技术产业高地

本报讯 （记者邵珍） 市级五大重点

整体转型区域之一的南大地区近日传

来好消息———南大首发项目临港南大

智慧城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这片热土

驶上全面开发建设的快车道。 去年下半

年以来， 已有近 50 家企业落户或确定

在南大地区的投资意向；大量头部企业

和极具创新性、 成长性企业优先布局，

预计将形成超过 500 亿元的投资总量，

引领超过 300 家上下游产业链企业相

继入驻，使南大地区在短时间内迅速形

成人工智能、芯片设计和“互联网+”高

新技术产业高地，未来南大地区将承载

总部型企业约 500 家。

首发项目临港南大智慧城地处南

大地区核心， 位于轨道交通 15 号线南

大路站上盖，占地约 2.2 万平方米，地上

地下建筑体量约 12 万平方米， 为商业

办公综合体 ，是南大地区未来的 “城市

门户”。 两幢百米塔楼与一幢多层独栋

组成的办公区域，以智慧楼宇、LEED 建

筑为特色，吸引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智

能制造研发 、3D 打印 、车联网 、物联网

等产业，以产业基金为引领的高端金融

服务业，引领南大地区产业发展 、激发

产业创新活力； 裙房形成的商业区域 ，

以沉浸式 、体验式为特色 ，以产业聚

集为主要依托 ， 构建社交 、 休闲 、运

动 、创新空间 ，打造人工智能赋能的

高端体验性商业中心 。 项目计划于

2022 年竣工投入使用 。

南大地区地处上海中心城区西北

角， 位于宝山区大场镇， 占地约 6.3 平

方公里 。 该地区曾经是本市重要的皮

革化工和日用化工生产基地。 2009 年，

上海将南大地区列入环保三年行动计

划 ， 全面启动对该区域的综合整治 ；

截至去年底 ， 共关停高风险 、 高污染

企业 50 多家， 调整产业结构企业 121

家、 关停租赁型企业 3000 多家， 有效

收储土地达 8000 余亩， 综合整治工作

全面进入收尾阶段, 呈现蓄势待发的勃

勃生机 。 如今的南大地区 ， 犹如中心

城区 “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衣料子”， 等

待着一流大师将其缝制成美丽 、 时尚

的新衣。

随着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不断升级，

南大地区的整体定位也经历了从 “环

境整治” 到 “生态先行”， 再到 “产城

融合 ” 的转变 ， 正按照 “城市建设新

标杆 、 产业发展新高地 、 产城融合新

示范 ” 的总体要求 ， 全面由综合整治

向开发建设转段 。 去年 5 月宝山区与

上海临港集团签订合作协议 ， 区企合

作 、 强强联手 ， 共同落实南大地区整

体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发展。

按照上海市产业总体布局以及五

大重点转型区产业规划 ， 结合宝山区

产业地图， 南大地区产业定位锁定为：

超前布局未来前沿产业 ， 加快培育战

略性新兴产业 ， 以人工智能产业为标

志， 打造以车联网为特色、 人工智能、

芯片设计、 “互联网+” 高新技术产业

集聚区。

今后 ， 南大地区将聚焦 “一部五

中心 ” 产业业态 ， 通过 “切入头部 、

嵌入链上 、 植入根系 ” 特色产业链方

式 ， 推动产业集聚 、 人才集聚 、 企业

加速 、 经济高质量发展 ， 使南大地区

成为拉动宝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

擎， 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 和新时期、

新时代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实

践区 。 同时 ， 宝山区也正研究导入文

化 、 体育 、 教育 、 休闲等公共服务类

产业 ， 通过具有全国乃至世界影响力

的项目， 既丰富城市功能， 积聚人气，

也更好地构建产城融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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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最初去采访汤元龙、 王
务荆老师， 是因为元龙开在复兴中
路上的门被水泥封死 ， 事件在微
信朋友圈里发酵 ， 甚至有身在海
外的古典乐相关从业的朋友为之
奔走疾呼 。

至今还清楚记得， 穿过小弄堂，

走进那间光照不进的小书店里 ， 大
白天开着明晃晃的日光灯 ， 堆满书
的房间狭小逼仄， 忙碌着几个身影，

一转身就能撞到在偌大的上海滩独
一无二的精装版勃拉姆斯 《德意志
安魂曲》 手稿本……听汤元龙 、 王
务荆老师娓娓道来， 才知道这家小
店之所以牵动着海内外许多音乐人
的心， 因为它已经不仅仅是一家书
店， 二十几年的用心经营 ， 让它和
这条路融合在一起， 成为古典音乐
圈一个符号， 成为曾在这条路上求
学的琴童、 生活工作过的人们心中
的情怀和羁绊。

这几年 ， 尽管被封住了前门 ，

但元龙书店依然风雨无阻每天开

张。 不熟悉道路的读者七拐八弯走
进边门 ， 常常被门口煤气灶吓一
跳， 将信将疑之间转身欲离开 ， 却
看见转角隔板上的一尊贝多芬像 ，

定下心来。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 的作
者简·雅各布斯曾这样描绘她心目
中的城市 ： “早上 ， 杂货店的店
主打开窗户……中午 ， 裁缝打开
窗给花草浇水 ， 爱尔兰人在白马
威士忌酒馆里晃荡……城市里到
处是短的 、 七拐八扭的街道 ， 人
们能享受到拐弯的空间感乐趣 。 ”

各式各样的特色小店 ， 是一座城
市的魅力所在 。 在地球的另一边 ，

也有两家书店的命运曾牵动无数
人的心弦 。

半个世纪以来 ， 塞纳河左岸那
家黄招牌、 绿橱窗的莎士比亚书店
一直是巴黎的文化地标 ， 也是作家
们的精神家园。 正是这家书店为乔
伊斯出版了 《尤利西斯》， 也让海明
威在日后不断留恋……让这家狭小

拥挤毫不起眼的书店名噪一时的主
要原因， 跟元龙相似 ， 也是因为巨
星们的反复光顾———一战后 ， 画家
毕加索、 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 、 作
家乔伊斯、 舞蹈家邓肯等人将书店
作为据点， 美国作家海明威 、 菲茨
杰拉德、 庞德以及喊出 “迷惘的一
代” 的女作家葛楚·史坦、 英国作家

D.H.劳伦斯等人都曾是书店的座上
客。 艺术家们聚在这里， 高谈阔论、

发表新作。

在另一座欧洲城市伦敦 ， 也有
一家对于全世界书迷来说 ， 有着不
可替代的地标意义的书店———查令
十字街 84 号， 但它的命运远不如莎
士比亚书店这么顺遂 。 发端于维多
利亚女王盛期的查令十字书店街 ，

如今书店寥寥， 唯有在 84 号的墙上
挂着一块铜质的标牌 ， 供无数爱书
人前往追思遣怀。

可以说 ， 元龙之于上海 ， 堪比
莎士比亚书店之于巴黎、 查令街 84

号之于伦敦。 这家承载着近 30 年上
海音乐圈记忆的小书店 ， 在武康大
楼重新开业， 让这栋 95 岁高龄 “上
海名片” 平添一分新的光彩。

记者手记

▲今年初，徐汇区衡复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中心地带的武康大楼告别周身密布的架空线，历

时近一年的架空线入地工程全方位展示了上海

精细化管理在徐汇的全面铺开。 图为武康大楼

告别空中“蜘蛛网”后，舒朗天际线跃然眼前。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荨元龙音乐书店橱窗中展示的贝多芬第九

交响乐总谱手稿本。 除署名外均汤苑青摄

▲书店入口有一面音乐史的纪念墙，装饰

着数十位中外音乐家的肖像。

茛钢琴演奏家赵晓生也是书店的常客。

图为书店出售的赵晓生作品。

视点

特色小店是一座城市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