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地区中青年戏曲演员武艺展示现场， 各剧种演

员都拿出自己的“看家戏”。 祖忠人摄

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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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二家房客”过上老房里的新生活
虹口区北外滩春阳里试点实现厨卫成套独用，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历史———

订制全套新家具， 在天井安装水池，为

厨房玻璃顶装上遮阳布……这一年，虹口区

北外滩东余杭路211弄24号的居民陈敏新特

别忙，忙着装饰住了37年的“新家”。

和陈敏新一样，46户春阳里石库门弄堂

的“房客”们，自从去年底搬回改造后的“新

家”， 一直幸福感满满地忙活着老房里的新

生活。眼下，春阳里二期改造工程已封顶，明

年1月，176户居民可回搬入住； 第三期改造

项目9月开始征询意见。 明年，三期还有8栋

楼……老房改造既延续城市建筑脉络肌理，

又承载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梦想。

老房子的味道，新房子的生机

春阳里是比较典型的石库门建筑，房龄

最少也有80多年 ， 属历史风貌保护街坊 。

2016年10月一期试点改造开始，春阳里外部

完全保留石库门历史建筑原风貌，内部在确

保房屋结构安全的前提下调整功能，厨卫成

套独用，让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生活。

“拿到钥匙打开房门那瞬间，我们都惊

呆了，没想到这么漂亮、敞亮，白天再也不用

开灯了。 ”至今陈敏新还很激动。 以前，她和

爱人、 儿子、92岁的婆婆三代四口人住在20

多平方米的房间里。 “屋里墙皮一摸就刷刷

往下掉，房子木质腐烂，设施老旧，白蚁、蟑

螂、老鼠特别多。 ”

如今，这些都已成往事。 改造后的新房

比原来多出十几平方米，阁楼腾出一个14平

方米、1.6米高的房间，她和爱人住；楼下辟出

两个各7平方米的房间， 给老人和儿子住。

“当时，我跟设计师说，希望楼上装个马桶和

洗手盆，都实现了。”她非常满意。“回迁后的

大年夜，我请亲戚来吃团圆饭，烧了一大桌

子菜。”陈敏新说，“以前居住条件差，都不敢

请亲戚朋友来家里。”这一年，还有不少邻居

和市民来参观，她都热情迎进来，详细介绍。

“以前天天盼着赶紧拆迁搬走，现在改

造得这么好，怎么舍得走。出门走10分钟，就

到北外滩滨江；如果头疼脑热的，走10分钟

就是市一医院。 ”陈敏新说，“老房有老房子

的味道和故事，改造后又有了新的生机。 ”

总体设计22稿修改，一户一方案

春阳里共2.2万平方米， 有1181户居民，

石库门房子多是二层， 部分带三层的阁楼。

2016年10月，在探索“留改拆”途径时，没有模

式可循。市区两级房管局牵头，春阳里所属的

虹房集团和北外滩街道共同启动“74街坊”计

划，整体改造内部结构。这也成为全市旧式里

弄区域首个内部整体更新改造试点项目。

全程负责春阳里一期试点工程的北外滩

街道相关负责人龚浩，用“留房又留人”一词

形容改造过程。 “改造实现六大功能：厨卫独

用、防虫防潮、楼梯便利、管线落地、结构加

固、防火功能提升。 ”他介绍，“七十二家房客”

居住的旧式里弄，空间格局大有讲究，改造通

过三种方式释放空间： 一是将相邻两单元的

楼梯间“合二为一”，可挤出近20平方米面积；

二是高效利用原有公用灶间和公用通道；三

是拉平三层阁楼的屋脊线， 在局部楼顶增加

第三层空间。考虑到安全及无违社区建设等，

改造的同时，里弄还在拆违建，这更加考验对

现有空间的利用能力。

其实，很多居民当初听到“改造”一词，

并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心情忐忑。 设计师

和居委会干部一趟趟跑到居民家交流，“做

功课”———记录居民家人口、居住喜好、楼层

数、家具布置、采光方向、通风条件等信息，

拍照留档，还询问每家每户的期望。“项目从

2016年10月启动准备， 至2017年3月发布公

告，整个方案设计论证过程持续近6个月，总

体设计方案历经22稿修改，‘一户一设计一

方案’，充分考虑家庭特殊需要，如残障人士

便利性、老年人适老设施等。”北外滩街道汉

阳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翠芳说。更新改造过

程中，难免遇到群众不理解、家庭有矛盾、邻

里有冲突等情况，街道群众工作组一一上门

宣传引导。如今，一期试点成了“样板房”，二

期三期推进顺利，越来越多的居民表示很期

待自己老房的改造。

■记者手记

左图：春阳里一期改造项目完全保留石库门历史

建筑的原风貌。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李静

■推进“留改拆”，改善群众居住条件

■本报记者 王翔

上海旅游节昨圆满落幕
1275万客流创历史新高
本报讯 （记者何易）昨晚， 2018年上海旅游节圆满落幕。

今年上海旅游节精心策划推出七大板块74项活动， 吸引了1275

万人次市民游客参与， 相比去年增长约5%， 再创历史新高。

作为最受市民游客欢迎的活动之一， 每年上海旅游节都会

推出为期一周的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 今年上海有75家景

区、 景点面向中外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 数量较去年增

加约10％。 其中， 深受欢迎的黄浦江游览和上海迪士尼乐园是

首次加入。

今年上海旅游节期间， 《关于促进本市乡村民宿发展的指

导意见》 《上海市工业旅游创新发展三年行动方案》 正式印

发， 推出了乡村民宿、 工业旅游、 漫步街区等体验活动， 发布

了首批50个市民休闲好去处、 五条工业旅游经典线路、 七条

“阅读上海” 微旅行线路、 五条达人游上海线路。 依托今年上

海旅游节， 本市进一步深化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发展， 成功举办

长三角旅游一体化高峰论坛、 长三角旅游合作座谈会， 揭牌成

立长三角生态旅游区联盟和长三角文旅联播平台等。

据介绍， 今年上海旅游节涉及范围广、 跨界领域多， 74项

活动覆盖全市各区， 让市民游客充分感受到 “周周有活动、 天

天有精彩” 的节日氛围。 作为上海的城市名片， 黄浦江游览实

现再升级， 评定推出了首批星级浦江游览船和售票点， 十六铺

3号游船码头全新启用， 黄浦江新游船全新启航， 并在 “十一”

长假期间迎来了客流大幅增长。

今年上海旅游节着力创新 ， 进一步推动 “上海人游上

海”。 创新推出的 “阅读上海、 乐游浦江” 国庆特别活动、 百

名旅游达人游上海、 E游上海旅游节等活动， 吸引了市民群众

广泛参与。

副市长陈群出席活动。

徜徉梧桐树下老洋房
体验海派生活新味道

欢乐祥和的国庆黄金周， 上海各大旅游景点 “人山人海”。

也有一批 “玩客” 不愿远行， 一头扎进老洋房街区， 身临其境

体验惬意雅致的海派生活。

“上午 10 点， 到安福路订一身西服； 中午 12 点， 去乌鲁

木齐中路吃一碗鳗鱼饭； 下午 2 点， 在愚园路品一杯黑咖啡；

晚上 9 点， 去长乐路喝一瓶啤酒。” 今年 48 岁的赵珂， 是一家

投资公司的顾问， 对于今年国庆黄金周， 他早就有了打算———

趁着大家都外出玩乐， 把平时人挤人的市中心好好逛一逛。

虽然平时公司的办公地就坐落在市中心梧桐掩映下的一条

弄堂里， 但周边老洋房街区满满都是网红新地标， 不排长队根

本进不去。 趁着国庆假期， 赵珂骑着自行车， 一天就 “打卡”

了老洋房街区内的五家店。

“英国的西服 、 日本的餐饮 、 法国的咖啡 、 德国的啤

酒———不用出国， 身边都有。” 赵珂说， 老洋房是上海城市历

史的活标本， 它的历史韵味本身就是一种独有的存在， 更别提

如今被商业附加后的价值， “如果有客户和朋友来上海， 我就

特别喜欢陪同他们去老洋房， 不仅请他们品尝各国美食， 也会

给他们讲述曾经发生在这些街区的故事和传奇———梧桐树下的

老洋房， 是这座城市海派文化的一种延续。”

全长 2775米， 聚集着 108幢老洋房的百年老街愚园路， 正

是当下上海最潮的网红地带。 古旧老洋房里新开出 20 家时尚小

店， 让这里古老和时髦并行， 吸引着无数游客慕名前来一探究

竟。 在这条 “永不拓宽的街道” 两旁， 重新装修的老字号富春

小笼店、 北京大学校友众筹建设的 1898咖啡馆、 以人文艺术图

书为特色的好久不读书店， 每天人头攒动， 仿佛成了热门的旅

游景点。

而在散发着浓郁古典气息的安福路上， 或是随意走进一家

咖啡馆， 点上一份饮料甜点， 闲适地坐上一个下午； 或是从街

角可爱的烘焙屋步入巷子深处低调的设计师店， 慢慢走、 细细

看———在这条以话剧闻名的海派老街， 这是文艺青年的经典生

活方式。

在长乐路一处老洋房经营服装定制的苏先生告诉记者， 每

每提起上海， 人们最先想到的也许是繁华的南京路、 淮海路，

而其实， 很多散布在中心城区的老洋房街区更能体现海派文化

和上海人的精致生活。 如今， 新的商业轮回给老洋房街区更新

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新活力， 店铺不仅是售卖商品， 更是借助

着历史韵味， “售卖” 着海派生活的味道， 格外吸引人。

上海“四大京剧舞台”的前世今生
上海素有“演艺大码头”之称。 早年

上海的 “四大京剧舞台 ”———三星大舞
台、文明大舞台 、天蟾舞台和共舞台 ，它
们所在的演艺核心区域就在今天的人民
广场周边。 这里曾吸引众多名伶。 今天，

它们仍然是许多戏迷心中最重要的演出
场所。

■ 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梨园界素有 “北有长安 ，南有天蟾 ”

之称。 剧场位于今福州路701号，原址为
“大新舞台”。 1930年，原位于九江路的
天蟾舞台（新新舞台）拆迁来此。 如今，戏

曲人不论剧种、不问行当，都要来天蟾会一
会戏迷。

剧场目前正在大修， 将于明年以全新
面貌与戏迷相约。

■ 上海中国大戏院
位于今牛庄路704号的中国大戏院原

名“三星舞台”。 原剧场建成于1930年，是
南北京剧名伶青睐的舞台， 厉慧良、 马连
良、李玉茹、盖叫天、周信芳、梅兰芳等都在
此登台。

剧场于今年修缮一新开门迎客， 致力
于成为世界名团名剧的中国首演地。

■ 共舞台ET聚场
位于今延安东路433号，原为大世界游

乐场的一部分。上世纪20年代，共舞台作为
独立剧场开幕， 曾是海派京剧连台本大戏
的主要演出地。

重新规划定位后，以“共舞台ET聚场”

的名字重新开幕， 引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
内最潮、最热的演出活动。

■ 上海人民大舞台
位于今九江路663号的上海人民大舞

台，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剧场之一，也是海
派京剧的发源地之一。

剧场原名文明大舞台 ， 始建于1909

年，最初三层观众席多达2000余座。 1914

年，梅兰芳与王凤卿南下在此登台。 经历百
年风雨， 剧场于2011年重新开门营业，令
这座蕴藏深厚人文气息的剧场焕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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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码头”升级，聚能戏曲新活力
国庆假期环人民广场舞台剧场好戏连台

国庆期间， 人民广场周边的舞台剧场

迎来演出高峰。 京剧坤生王珮瑜昨晚在中

国大戏院上演京昆合演《击鼓骂曹》，首度

尝试演绎昆曲；一天前，长江剧场重新开门

迎客， 首场演出是越剧青年演员李旭丹以

创新观演形式带来的沉浸式越剧专场。 这

边，上海京剧院在人民大舞台连演七天；那

边， 沪苏浙皖的武戏演员在上海大世界连

摆七天“擂台”。

上海市“十三五”文化发展规划和上海

“文创50条”明确提出，上海要打造亚洲演

艺之都， 重点支持 “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

区”等八个演艺集聚区建设。 眼下，依托传

统积淀， 人民广场周边一批老剧场以全新

面貌开门迎客，当年的“戏码头”正吸引着

来自全国各地， 尤其是沪苏浙皖的传统戏

曲，以不同形式、展示当代戏曲人的活力朝

气。 围绕人民广场的新老剧场正在为传统

戏曲搭建起更为时尚和丰富的平台。

沪苏浙皖“华山论艺”

拥有百年历史的大世界迎来武戏 “比

武大会”，京、昆、沪、越、绍、扬、瓯等13个剧

种百余位中青年戏曲演员在这里比武论

艺。消息一出，戏曲界沸腾，新老戏迷皆“闻

风而动”。 中国剧协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崔

伟表示：集结这么多剧种、涵盖四地的武戏

集中展示多年罕见。 而集结长三角青年演

员以互相比拼、学习、促进，配合专家点评、

直面观众反馈的动态模式， 也可以说是上

海的首创。 上海戏曲艺术中心总裁谷好好

激动地表示：“长三角的报名人数太多，原

本打算办三天，结果一个星期都演不完。 ”

始建于1917年的大世界向来都是多剧

种、多艺术样式的集聚地。推开大世界一间

间房间，好像窥见了演出的“万花筒”。 当

然，要想留住观众的视线，把板凳“坐热”，

没两样绝活、没几个拿手戏可不行。所以上

世纪80年代起， 这里更成为新人出道的试

炼场。大世界的舞台滚过百来回，才算真正

“出道”。谷好好告诉记者，此次在上海大世

界举办的“东方之韵·梨园武荟———长三角

地区中青年戏曲演员武艺展示活动”，是今

夏长三角地区戏剧梅花奖、 白玉兰奖艺术

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

余响。为切实推动“长三角文艺发展联盟”，

上海戏曲人广发“英雄帖”，召集沪苏浙皖

四地各大剧种的武戏演员。

参与展演的， 既有舞台经验老到的资

深演员，也有本科刚毕业的新秀。从前给老

生青衣“垫戏”扮绿叶的武生、武旦、武净、

武丑 、刀马旦 、花脸等行当 ，此次都凑齐

了 ，就连文戏演员也要 “以武艺论英雄 ”。

在现场，把子功、毯子功、扇子功、水袖功、

手绢功、髯口功、帽翅功、赋子板、耍牙、踩

跷……一系列兼具高难度技巧与观赏性的

武功技艺令人目不暇接。 京昆舞台上的经

典折子戏 《雷峰塔》《蜈蚣岭》《挡马》《铁公

鸡》片段让老戏迷过足戏瘾，地方戏《寇准

背靴》《九龙杯》《通天犀》 的精彩折子也一

窥江南绝技的风采。

百年剧场青春舞台

如果说上海是“演艺大码头”，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 如今的黄浦区就是码头中的

“戏码头”。 早年上海的“四大京剧舞台”三

星大舞台（中国大戏院）、文明大舞台（人民

大舞台）、天蟾舞台和共舞台都在这个半径

不过两公里的演艺核心区，吸引了周信芳、

梅兰芳、荀慧生、盖叫天、俞振飞等一批名

伶，奉上其演艺生涯值得铭刻的精彩瞬间。

迈入2010年， 这四个老牌剧场相继经

历大修。今年，中国大戏院和长江剧场更是

以“时尚”“先锋”的面貌与观众见面，以更

先进的舞台设施、 更贴近年轻人的演出策

划推广， 切实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

长江剧场的前身是1923年的卡尔登大

戏院。其在上海滩的亮相，就带有一定的创

新先锋色彩。抗战时期，周信芳组织的移风

剧社就曾在此上演《徽钦二帝》《文天祥》等

多部宣扬爱国主义的作品。 上世纪50年代更

名为长江剧场后上演的首个剧目， 即是袁雪

芬所在的华东越剧实验剧团演出 《西厢记》。

虽是一出传统戏， 可在剧本和演出上均重新

创作。

此番重新开门迎客， 长江剧场以 “红匣

子”和“黑匣子”两个小剧场示人。“红匣子”根

据演出样式不同，可容纳200到400人，依旧是

镜框式舞台，以演出小型戏曲表演为主。百人

规模的“黑匣子”则致力于成为小、微戏曲孵

化的“温床”———没有大幕拉开的传统戏“仪

式感”，取而代之的是四周落地投影幕布和全

息沉浸式音响设备。两相比较，青年越剧演员

李旭丹一眼选中了更具实验意义的 “黑匣

子”。 正如同 “王派” 创始人王文娟对她教

导的那样， 台上演出要 “复杂” 一些。 演出

中， 她挑战的不只是以全新器乐编配串联多

个越剧剧目的经典唱段， 配合三面环绕的音

响变换， 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更有趣的

是， 她剧目中角色的服饰转换也化为台上的

表演， 举手投足间令在场观众充分感受到越

剧之美。

连续多年举办“余脉相传”传统骨子老戏

展演的王珮瑜， 这一次把场地选在了中国大

戏院。别看台上是一板一眼地传承老戏、复刻

经典，可首唱昆曲《骂曹》，首尝演出前以动画

导赏，首次完成高清LIVE戏曲现场录制……

她为推广京剧、 完成个人艺术道路精进所做

的每一件事，都是探索突破、都是创新。

青年观众是戏曲向前发展的源头活水。

这两座拥有近百年历史的传统戏曲剧场，因

为演员的探索创新与剧场的自我更新， 吸引

不少青年观众踏足。一个区域、一个剧种的演

艺活力或将由此得以激活、迸发。

相关链接

■本报记者 黄启哲

申城迎来长假返程高峰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李静）“十一”长假接近尾声，不少市

民昨天选择避开高峰，错峰返沪。 但由于车流量较大，G15朱桥

收费站入口、G40陈海收费站还是出现了拥堵情况，其他路段均

保持平稳通畅。 截至昨天15时，入沪汽车总流量达到12.07万辆

次，出沪总流量达到12.49万辆次，相较于往年总体情况并未有

大的改变。

为应对即将到来的返程高峰， 上海各大交通枢纽已做好准

备。 机场方面，昨天起，上海两大机场迎来客运返程高峰。 其中，

浦东机场今天或迎来返程旅客峰值， 日均进出港旅客量将突破

22万人次，返程高峰将持续至10月8日。 虹桥机场返程高峰到来

的更早，从10月5日起，返程旅客逐渐增多，近三天的日均旅客吞

吐量可达13万人次。 两大机场推出多项暖心服务， 延伸服务半

径，从细微处出发，为旅客提供便利；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增班、调

换大机型等，增加运力，提升服务质量，助力旅客顺利返程。

根据铁路上海站统计预测， 昨天上海地区发送旅客33.6万

人次，到达42.42万人次。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63万人次，预计到

达43.1万人次。 昨天上海三大火车站总计加开列车49趟，主要集

中在安徽、中原、沪宁、沪杭、湖南、徐州、浙赣、甬台温方向，其中

上海站加开14趟，上海南站加开5趟，上海虹桥站加开30趟。今天

计划增开53趟。

昨天，上海轨道交通路网1、2、7、8、9、10号线延时运营。昨晚

和今晚，2号线浦东国际机场站在原有常态末班车运营结束后，

加开三班往人民广场方向的定点大站车。

国庆长假期间， 豫园商城核心区域以九曲桥为中心， 周边

所有出入口都精心规划， 使游客在游览过程中单向通行， 确保

安全。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春阳里居民陈敏新在老房改造过程中，坚持每周
回来察看建设进度，七八个月间拍了几千张照片。 工
程完工回迁后，她精心筛选出几十张，制作了一个照片
秀，记录房子从老到新的蜕变。 这份对美好的期盼和
坚守在春阳里的朋友圈传颂，感动了不少人。 陈敏新
的期待没有落空，“改造后的房子真灵，很满意”。

记者看到，在坚持“留改拆”并举、深化城市有机更
新的过程中，本市相关部门的工作越做越细，扎在社
区，认真倾听，积极回应市民呼声，充分考虑个性化居
住需求；从实际出发，一户一策，数次打磨设计方案。

因为充分沟通，相互理解，设身处地帮忙解决困难，旧
住房修缮改造工程红利尽显，彻底改善了居民的居住
条件，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