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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回忆当初的故事
上海曾有人家住在神庙里

昨天，《百载重光 文化赋能——上
海天后宫·慎余里》专题纪录片首映式在
天后宫戏台前大草坪举行。作为当年最
早发现住在天后宫里的老百姓的媒体人，
郑宪章和老搭档——上海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史专家郑祖安等又
重回老建筑，讲述了这栋百年老建筑背后
不为人知的故事。

1997年回国后，上海画报首席摄影
记者郑宪章就专注于拍摄苏州河边的人
与建筑。有一年，他在苏州河畔踩点中，
无意中发现了天后宫。当时那里居住了
七十二家房客。他在实地勘察时觉得这
栋老建筑不简单，刊发了《住在神庙里的
百姓》的报道。

一位阿姨回忆说，郑宪章初来乍到就
提出了到她家里看看的请求，被她断然拒
绝了，没想到这位摄影师软磨硬泡了一个
礼拜，最后对方的诚意打动了她。她推开
杂物，揭开一块块板，露出了让人惊艳的
藻井。

彼时，藻井下方住着阿姨的女儿——
一名高中生。郑宪章将镜头对准了这位
住在天后宫里的小居民。去年，天后宫以
崭新面貌对外开放的时候，昔日的高中女
生又回老家看看，时过境迁，如今的她已
是一名二胎妈妈。

浙江电视台曾做过一个报道，说的是一
个人，一条河，一座城市，主角就是郑宪章。
长达两三年的时间，他穿梭在天后宫的七十
二家房客里，被里面的温情邻里故事打
动。“这栋老建筑里的故事非常有意思，那个
年代，因为居住条件简陋，酷暑天家家户户
不能同时开空调，否则要跳闸。因为邻里关
系和睦，最后居民们达成共识，轮流开空调。”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豫园门口有一
对石狮子，就是从天后宫搬去的。1980
年，天后宫的大殿也移至松江方塔公园
内。”谈起天后宫，对这栋历史保护建筑颇
有感情的郑宪章开始滔滔不绝起来。据
悉，上海天后宫始建于1884年，由出使俄
国大臣崇厚奏请清廷，并由苏州香山帮工
匠营造，是一座典型的江南殿堂式古建
筑。自落成后，天后宫一度成为上海历史

上规模最大、形制最全、规格最高的妈祖
庙。随着岁月更迭，逐渐断了香火的天后
宫，曾作为办公室、学校校舍、难民收容所
及居民楼等使用。2006年，为配合城市建
设，相关部门对其原址仅存构件进行落架
保护。2019年，天后宫保护工程正式启
动，异地修复了天后宫门楼、戏台和东西
看楼，以形成相对完整的四合院落，并将
原大殿的位置作为遗址展示。

还原昨天的形制
链接今天的文化和明天的历史

上海史专家郑祖安认为，上海是我国
航海陆运的枢纽，天后宫遗迹的恢复重建
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因为涉及城市建设，
原本天后宫遗迹的命运会悄无声息地被
一拆了之，但相关部门将其保留保护了下
来，如今成了苏州河畔的一处原汁原味的
名胜古迹。

天后宫修复项目设计团队负责人交
通大学教授曹永康则介绍说，天后宫的戏
台的设计十分巧妙，栏杆较低便于观众看
清表演者的动作，整个戏台设计让观众既
可以站着看戏，也可以坐着喝茶，这种生
活方式令人向往。

天后宫保护复建工程是近年来静安
区实施的唯一一个古建筑异地复建项
目。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静安区文物
局）对修缮团队实行全过程监管，坚持不
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秉持传统工艺的延续
和传承，运用原香山帮非遗的营造技艺，
复原了清代精美的门楼砖雕与各色斗
拱。尤其是戏台藻井，体现了传统与现代
修缮工艺的完美结合，堪称一绝。竣工验
收最终得到88.6分的优秀工程的高评分，
多位专家评价该工程较好地体现了“原形
制、原材料、原工艺”的文物保护原则。
2022年秋，经过全面保护和修缮，历经百
年风霜的天后宫在苏河湾绿地重新亮相。

为了将上海天后宫打造成为传统与
现代交融，高端与时尚汇聚的上海文旅新
地标，彰显沪上天后宫历史文化内涵，提
升天后宫知名度与美誉度，静安区文化和
旅游局（文物局）委托SMG纪录片专业摄
制团队，历时半年，几易其稿，拍摄了《百
载重光 文化赋能——上海天后宫·慎余

里》专题纪录片。该片围绕天后宫保护复
建工程展开，系统梳理并讲述了上海天后
宫一百多年来历史文化变迁。主要取景苏
州河沿线天后宫慎余里建筑、万象天地、松
江方塔天后宫等地，采访了曾经在天后宫
居住的老居民、老邻居，上世纪90年代就
拍摄天后宫居民生活的摄影家、长期研究
天后宫历史的老专家、建设单位华润置地、
天后宫和慎余里设计单位等各界人士。

历经百年的风霜
以崭新姿态融入城区未来发展

筹拍期间，摄制组在静安区文化和旅
游局（文物局）指导下，查阅了大量历史文
献资料，走访了多处历史建筑、机构等，切
实做好前期调研、材料搜集、文稿论证、拍
摄制作等多个环节。片中通过“画面、旁
白、访谈、字幕、配乐”等多种方式，建筑实
景与历史资料巧妙穿插，展现了天后宫在
静安区苏河湾发展历程中的百年沧桑，呈
现出富有时代气息、史料详实、节奏明快
的纪录片风格。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中
有诸多人物专访片段，成为该片高光片
段。如上世纪90年代拍摄天后宫居民生
活的摄影家郑宪章镜头中的天后宫；历史
学家郑祖安、天后宫修复项目设计团队负
责人交通大学教授曹永康、静安区文物保
护管理中心主任马幼炯论述天后宫复建
过程；苏州香山帮三位非遗工匠师傅讲述
当初修复戏台藻井的难点等；此外，还特
邀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陈宏局长畅谈天
后宫保护性利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据悉，这部纪录片是迄今为止，关于
上海天后宫资料最为详实，内容最为丰富
的一部纪录片。随着纪录片问世，尘封百
年的天后宫将以崭新姿态融入城区发展。

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会发挥文化引领示范作用，持续文
化赋能，将上海天后宫作为文物保护性利
用创新实践的典范，打造其成为可看、可游、
可听、可读的静安苏河湾新地标，讲好“静
安苏河湾故事”。同时，与运营商华润置地
公司充分沟通合作，发挥天后宫坐落于“万
象天地”商业综合体的区位和景观优势，高
效推动文商旅融合发展，使其成为新时代
带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文商旅合作平台。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一个优质读书
会的意义，除了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之
外，也是引领着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所
在的这座城市。作为上海市民文化节
的特别活动，行知读书会日前发布的一
份“行在大场，知其万象”文旅地图，引
发了读者“原来家门口有这么多好去
处”的感慨。

据悉，这份文旅地图分成Chang·游、
Chang·览、Chang·享、Chang·动四个板块，
整合宝山区大场镇相关资源，为市民生活
出游提供一手资料。其中，Chang·游以线
下文化微游、Citywalk等形式，一览10个
场所点位。Chang·览通过行知读书会开
展Citywalk城市考古，介绍山海工学团旧
址、行知育才学校旧址等 18 个文化点
位。Chang·享总共14个场所点位，既有
非遗美食，也有江南丝竹、花格榫卯等非
遗项目。Chang·动共有16个场所点位，
以群众体育多元化服务为理念，持续打造
特色品牌项目。

在Chang·览板块，青年报记者遇到
了陶行知纪念馆副馆长陶侃。陶侃介
绍，教育家陶行知是大场的一张名片。
陶行知纪念馆位于陶行知先生当时所创
办的山海工学团旧址附近，馆内有两件
镇馆之宝——陶行知先生出访28个国家
和地区时所使用的皮箱、题有“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
人民为老师”的扇子。其中，皮箱承载着
陶行知先生奔走四方所付出的艰辛努
力，见证了他人虽在国外，但心系国人的
情怀。

在Chang·享环节，上海木文化博物馆
馆长李洁旻为大家介绍了大场尊木汇的
藏品，比如有着千年树龄的“中华之根”，
吉尼斯纪录“世界满雕面积最大的红木家
具”——塔尖之作等，这些珍贵藏品所展
现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精妙绝伦的
技艺，令人赞叹。

今年是行知读书会成立五周年。自
2018年成立以来，这个以文教结合为特
色的读书会已成功举办 60 余场线下及
20余场线上活动，线上线下覆盖人群10
万人次，成了大场镇的一张文化名片。
今年2月11日，行知读书会重启线下活
动。全年计划活动分为4季，约40期，将
邀请上海文化艺术界嘉宾以讲座、赏艺、
现场导览、线上课程等形式与观众近距
离对话，内容设计涉及人文社科、中国传
统文化、美育大课堂、世界经典艺术和科
技最前沿几大板块，同时融入大场特色
人文、历史。

一张文旅地图在手
社区美好生活尽在掌握

2022年底，苏州河畔又多了一座人文遗产
——历经百年风霜的天后宫，在苏河湾绿地重
新亮相。建于1884年的天后宫，是上海历史上
规模最大、形制最全、规格最高的妈祖建筑，是
近代上海对外交流史上的一处重要之地，一度
游客如云。后来，因种种原因，天后宫部分部件
被移到别处，其余落架保留。去年，始建于1884
年的天后宫经过保护性修缮后又归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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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住城市的留住城市的记忆与温度记忆与温度
天后宫专题纪录片讲述百余年来历史文化变迁天后宫专题纪录片讲述百余年来历史文化变迁

修复后的天
后宫、慎余里均
位于去年底开放
的上海苏河湾万
象天地内，成为
保留上海城市记
忆的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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