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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一村： 从建成那
天起就已经“对外开放”

上海最早的工人新村， 就是始建于

1951 年的曹杨一村。 如果说石库门建筑

承载着老上海的回忆， 那么或许可以说

“工人新村” 承载着 1949 年后新上海的

历史记忆。 学者张闳曾经说：“以曹杨一

村为代表的工人新村其实比石库门更能

代表上海， 这里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

化精神， 影响了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基

本构架 。 ”———这种说法或许有人会争

议，但谁也不能否认“工人新村”留给上

海的深刻历史印记。
上世纪 50 年代 ， 为解决大量产业

工人居住问题， 由上海市政府建造了一

批新型市民住宅， 最早建成的曹杨一村

社区环境可以说是其中翘楚， 它从开始

规划时就引入 “邻里单位、 花园城市 ”
的设计理念， 新村内环境优美， 即使和

今天的商品房小区相比也不遑多让。 当

时一首描绘曹杨一村内景象的杨柳青歌

谣传唱全上海： “曹杨新村好风光哦 ，
白墙壁， 红屋顶， 石子路铺得平， 哎哟

走路真称心……”
曹杨一村建立后， 很快成为第一批

外事单位，承担起接待外宾的任务。 到改

革开放后，曹杨一村这种“对外开放”的

功能更加凸显。 1981 年 9 月 2 日，美国

前总统卡特偕夫人造访曹杨一村后评价

说：“我这次在上海的参观中， 最愉快的

事是在曹杨新村托儿所及在居民家里与

主人交谈。 ”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曹杨一村

接待外宾的参观项目已经有好几十档 ，
如做一天曹杨人、中国烹饪基础一日通、
家庭聚餐、逛农贸市场；还有“老妈妈合

唱团”的唱歌表演，教外国人打太极拳；
进行高雅艺术交流的绘画书法、 幼儿教

育；以保健为目的的中华养气功、曹杨之

春针灸医疗； 旅游观光的乡村一日行等

等。 许多外国人特意来曹杨一村吃上海

家常菜、住居民家，体验原汁原味的上海

人家生活。 据统计，60 多年来，曹杨一村

先后接待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宾客。 有

媒体采访到过这里的外宾，外国人评价：
“我们从曹杨新村的变迁，看到了上海乃

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 ”
不过， 从曹杨一村到曹杨八村都是

在上世纪 50 年代建成的老式小区，普遍

采用煤卫合用的方式，加之房龄长、缺乏

维护， 到改革开放后曹杨新村的居住条

件已经远远无法和新式商品房相比。 为

此， 普陀区政府也不断投入资金进行旧

房改造， 只有独具特色的曹杨一村成为

首个被列入历史保护名录的 1949 年以

后建造的建筑，保持了原貌。 与房龄一同

老去的还有房屋的主人， 曾经肩负起上

海乃至全国经济建设重任的工人们一批

批退休，曹杨新村面临着老龄化程度高、
外来人口多的新情况。

针对新情况新问题， 普陀区规土局

为曹杨新村区域制定了整体规划方案 。
曹杨新村在设计之初就有一条环浜，依

靠原有自然水系而建，长度大概有 2200
多米。 几年前，这条环浜已经被列入城市

更新项目。 计划围绕环浜，把当中一些断

头地方打通，建立更多的亲水平台，并配

备沿岸座椅、健身步道等公共设施。 新的

规划着力加强生态绿地、文化设施、堤岸

修缮、滨河空间贯通等环境建设，让曹杨

新村成为延续历史文脉、展示海派精致、
体现城市活力的地标。

沪西工人文化宫 ：从
小商品集市到普陀区新的
文化地标

与曹杨新村同样在上海产业升级中

经历着蜕变的，还有沪西工人文化宫。
上世纪 60 年代 ， 刚建成不久的西

宫 曾 是 上 海 面 积 最 大 的 园 林 式 工 人 文

化宫， 也是 1949 年后上海第一批重大

群众文化设施建设项目。 这里一度被誉

为“广大职工精神殿堂”，平日有很多展

览和 活 动 ，规 模 和 影 响 力 很 大 ，曾 是 很

多 上 海 市 民 儿 时 最 爱 的 游 玩 文 化 娱 乐

地标之一。
改革开放后， 沪西工人文化宫紧跟

时代发展的步伐，新增 12 个景点，添置

激流勇进等大型游乐设施， 相继成立美

术、摄影、集邮、书法、影评、书评、钓鱼等

爱好者协会。
对家住沪西工人文化宫 附 近 的 70

后、80 后、90 后而言，这里曾经是放学后

的乐园，是休闲逛街、品尝美食的商业中

心，是购买花鸟宠物的贸易集市。 这里还

有诗歌、戏曲、棋类、表演活动，每逢重大

节日还有游园晚会。
不 过 ，改 革 开 放 后 ，上 海 曾 经 以 产

业 工 人 为 主 的 就 业 人 群 结 构 发 生 了 变

化。 “上世纪 50 年代，东宫、西宫的所在

地 ，产 业 工 人 集 中 ，比 如 上 海 的 纺 织 企

业，一度达到 50 万产业工人，现在则整

个纺织产业早已经历变迁，大规模的纺

织产业工人在上海几乎不存在了。 ”上

海老建筑研究专家娄承浩介绍，“那么，

当 年 的 工 人 文 化 宫 就 面 临 如 何 适 应 新

的社会环境的问题。 ”
上海的产业结构在 1999 年超过临

界点发生了质变———第 三 产 业 GDP 超

过了第二产业 GDP。 产业结构的调整带

来的是就业人口的结构调整， 根据上海

市统计局资料显示，2000 年前后高学历

人 才 在 第 二 产 业 中 就 业 快 速 下 降

13.3% ， 在 第 三 产 业 中 就 业 快 速 上 升

13.1%，上海高学历人才向第三产业聚集

的趋势明显。
也就从这个时期开始， 上海各处商

圈快速崛起，成为市民新的休闲购物、文

化娱乐中心；相比较之下，沪西工人文化

宫从外貌到活动内容都显得比较老旧 ，
对年轻的白领人群的吸引力不足。 并且，
随着商铺出租越来越多， 沪西工人文化

宫已经从曾经的沪西休闲文化地标 “慢

慢演变成小商品集市了”。
从 2015 年开始，普陀区规划和土地

管理局网站 公 示 了 对 沪 西 工 人 文 化 宫

城市更新的方案。 项目完成后，这里的

建筑面积超过 12 万平方米 ， 围绕综合

交通枢纽等设施整体开发，打造一个集

娱乐、休闲、文化、体育为一体的艺术交

流中心和文化展示中心。 今后这里会建

成上海市北部城区最大的拥有 1800 个

座位的剧院，会有更多文化展演满足不

同群体观众的艺术需求。 此外，新的西

宫 还 将 整 合 图 书 馆 、健 身 房 、多 功 能 厅

等多种文体设施。
同时， 在保留原来的水系和功能绿

地的基础上， 也将提升人文景观和绿化

环境的品质品位， 比原来的沪西工人文

化宫绿意更浓， 为普陀区乃至全市增添

一座新的文化地标。

建设之中的曹杨路 ：
从曾经的批发市场到文化
休闲带

如果在几年前，有人愿意把曹杨路从

头走到尾，再问问他（她）印象最深的是什

么，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批发市场多”。
普陀区被称为上海“西大堂 ”，交通

四通八达， 是连接内地与上海货运的重

要集散地。 普陀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内
联外引”的传统优势，使得普陀区在改革

开放后形成了多达 106 个批发市场。 作

为普陀区的主干道之一，区内规模最大、
名气最响的几个批发市场几乎都在曹杨

路： 曾经不少上海人吃海鲜会去铜川路

水产一条街， 买多肉植物会去曹家渡花

市，买水果去曹杨路水果批发市场……
但是这些批发市场在带给市民优惠

便宜的商品同时，也带来噪音扰民、环境

脏乱差、 火灾隐患等多方面弊端。 据统

计，曹杨水果批发市场关闭后，这里 110
的报警量同比下降了 30%， 每天产生的

垃圾也从 25 吨减少到一吨左右。 这些简

单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
应当说曹杨路上的批发市场在一定历

史时期内为繁荣经济、 方便市民生活发挥

了重大作用。但随着上海的高速发展，区域

性调整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课题 ：2015
年，曹杨路水果批发市场关闭，未来这里将

建设成为一个绿色生态商务园区； 而铜川

路水产市场也于次年 10 月关闭，今后此处

会建成名为“明日光谷”的生态绿地。 2017
年 12 月，曹家渡花鸟市场关闭，未来这里

将被整体打造成文化休闲区。
曹 杨 路 上 的 批 发 市 场 一 家 家 关 闭

了，提升了曹杨路的街道景观美感，减少

了对附近居民的生活影响， 却没有降低

居民的生活便捷程度。 上海经济快速转

型，拥抱创新与互联网+，原先批发市场

的功能被移动互联网取代。 需要新鲜水

果、水产品、鲜花、宠物饲料时，简单在提

供本地服务的购物 App 上按几下， 各种

需要的商品就能送货上门。 一些原先在

曹家渡花鸟市场经营的商贩， 一个个地

开起了微信公众号，自己做起了电商。
40 年过去了，曹杨路的变化映射着

上海的产业升级的过程。 如今的曹杨路

规 划 正 着 力 于 改 善 区 域 面 貌 和 环 境 品

质， 努力建设生态文化休闲带和文化公

园； 有机整合曹杨新村和西宫这样的历

史建筑，留住城市记忆，建设独具魅力的

文化艺术及商业街区。 “建筑是可阅读

的，街道是可漫步的”，日新月异的曹杨

路正飞速向这个目标前进。

曹杨新村

上海普陀区曹杨新村 ，
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第一个

工人新村”， 首批入住的居

民几乎全是劳动模范和先进

工人， “劳模村” 的美誉也

因 此 传 扬 开 来 。 1953 年 ，
曹杨新村街道成为国家首批

外 事 接 待 单 位 ， 1992 年 被

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旅游观

光 14 条专线之一。
曹 杨 一 村 在 规 划 图 上

就 给 绿 地 建 设 留 出 了 充 沛

的 空 间 ， 建 成 以 后 ， 这 里

成 了 一 个 公 园 般 的 工 人 新

村 ， 红 瓦 白 墙 的 小 楼 掩 映

在 绿 树 丛 中 ， 房 前 屋 后 到

处 是 鲜 花 盛 开 。 这 里 的 绿

化覆盖超过了 30%。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起，

一大批多层和高层住宅拔地

而起， 曹杨新村大变样了 。
如今的曹杨新村已成为一个

现 代 化 适 宜 居 住 的 大 型 社

区， 曹杨一村则成为上海的

历史保护建筑。
交通指南：

轨 道 交 通 ： 4 号 线 、 3
号线、 11 号线、 13 号线。

公交： 94 路、 44 路、
63 路、 858 路 、 876 路 、
143 路 、 837 路等。

沪西工人文化宫

沪 西 工 人 文 化 宫 始 建

于 1959 年 ， 曾是本 市 面 积

最大的园林式工人文化宫 。
在 很 多 上 海 人 的 记 忆 里 ，
这 里 曾 是 儿 时 最 爱 逛 的 游

玩 场 所 之 一 ， 其 简 称 “西

宫 ” 更 是 家 喻 户 晓 。 随 着

时 代 变 迁 ， “西 宫 ” 的 一

部 分 成 了 以 服 饰 、 礼 品 、
鞋 帽 经 营 等 小 店 铺 组 成 的

市 场 ， 但 这 里 仍 是 周 边 居

民休闲娱乐的去处。
不 过 ， 由 于 功 能 定 位

逐 渐 落 后 及 部 分 建 筑 存 在

安 全 隐 患 等 原 因 ， 市 委 主

要 领 导 决 议 ， 市 工 人 文 化

宫将搬迁至此 ， 原 “西宫 ”
的 相 关 功 能 定 位 和 文 化 设

施 需 重 新 定 位 规 划 改 造 。
根 据 普 陀 区 最 新 的 规 划 公

示 ， “西 宫 ” 与 巴 士 电 车

公 司 武 宁 停 车 场 地 块 及 周

边 将 大 部 分 拆 除 ， 新 建 市

工 人 文 化 宫 ， 其 中 包 含 1
万平方米以上的集中绿地 ，
保 留 小 部 分 现 状 建 筑 。 同

时 在 曹 杨 路 地 铁 站 5 号 口

处 新 建 曹 杨 路 公 交 枢 纽 ，
包含一座 140 米高的商业办

公楼。
目前， 沪西工人文化宫

改造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施

工中。
交通指南：

地址： 曹杨路 520 号或

武宁路 225 号

轨 道 交 通 ： 3 号 线 、 4
号线。

公 交 ： 740 路 、 717
路、 44 路、 923 路、 876
路 、 63 路等。

沪西革命史陈列馆

沪西是上海较早建立近

代工业， 产业工人较为集中

的地 区 之 一 ,也 是 中 国 工 人

运动发源地之一。 沪西革命

史 陈 列 馆 陈 列 展 品 为 1919
年至 1949 年在沪西 地 区 所

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共产

党 人 的 战 斗 史 照 、 革 命 文

物， 计有 150 余张照片、 一

万多字历史资料和 10 多件

实物展品， 再现了沪西革命

斗争的悲壮场面。
交通指南：

地址： 曹杨路 520 号或

武 宁 路 225 号 沪 西 工 人 文

化宫内

开 放 时 间 是 周 一 至 周

五， 上午 9 时-11 时， 下午

2 时-4 时。
(交通同沪西工人文化宫)

在在上上海海普普陀陀区区有有条条南南
北北向向的的马马路路，， 从从市市区区向向外外
的的方方向向起起于于曹曹家家渡渡 ，， 止止于于
杨杨家家桥桥，， 由由此此而而得得名名 ““曹曹
杨杨路路 ””。。 改改革革开开放放 4400 年年 ，，
上上海海从从全全国国最最大大的的轻轻工工业业
城城 市市 ，， 逐逐 步步 实实 现现 产产 业业 升升
级级，， 转转向向以以高高端端服服务务业业引引
领领 ，， ““先先 进进 制制 造造 业业 ”” 和和
““现现代代服服务务业业 ”” 并并重重的的产产
业业结结构构。。 漫漫步步在在曾曾经经是是产产
业业 工工 人人 聚聚 集集 地地 的的 曹曹 杨杨 路路
上上，， 回回望望转转型型期期的的点点点点滴滴
滴滴，， 也也见见证证着着城城市市的的进进化化
与与蜕蜕变变。。

曹杨路： 映射上海产业升级
从单一“工人新村”到多功能文化群落

本报记者 卫中

▲2005 年， 曹杨一村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保

护重点以及要求是维持单体原外貌和规划空间格局。
荨始建于 1951 年的曹杨新村， 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全国第一个

工人新村。 因选址位于当时的商业集中地 ， 又有一条曹杨路 ， 故得名

“曹杨”。 （资料图片）

茛1999 年， 普陀区利用兰溪路曹

杨路间一废弃铁路轨道搭简棚办起了

曹杨铁路市场。 当时它与长宁区泰安

市场、 南市区豫园菜场、 卢湾区淡水

菜场等多种形式的室内市场， 成为一

代人的记忆。 图为青年作家钱佳楠绘

画的曹杨铁路市场。 （钱佳楠 提供）

▲到 2021 年 ， 真如副中心将全面完成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建

设， 总部经济和体验型商务文化活动中心功能凸显。 基础设施基本

建成， 构建联系真如城市副中心腹地的畅达交通网络， 上海西站、
轨道交通网络基本形成， 地面道路改扩建工程全面完工。 图为西站

南广场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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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地标有哪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