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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貌新颜，交错出海派烟火气

随着城市一起“更新”

记者在南昌路采访时，恰巧
遇到了正在进行citywalk而途经
南昌路的大学生陈霞柯，她告诉
记者，如果朋友问起上海城市徒
步中最推荐的路线，一定会是南
昌路。“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里新
旧交错，有一种在看上海时代变
迁缩影的感觉。这条路所展现
的上海和我印象中的上海好像
不太一样，更有烟火气。”陈霞柯
和朋友取景拍照之处，是进行城
市改造后的口袋公园。

区别于周边大型的复兴公
园，这种口袋公园距离居民楼更
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休息
椅、文化墙，还有配备的文艺范小
路灯，为夜归人照明。路过的居
民热心地为记者讲解其来源，口
袋公园的前身是曾经堆放木质材
料和简易健身器材的休闲空间，
吸引的人群并不多，“以前没什么
人到这里来锻炼身体，后来举行
了居民听证会改成了这种绿色开

放空间。我们会在口袋公园散步
锻炼，这里园艺做得很用心，我们
经常拍照发朋友圈分享。”

除了日常的锻炼散步，口袋
公园还成了邻里之间联络情谊
的宝藏空间。逢中秋、端午这样
的传统节日，居民们会在口袋公
园举办活动，聊聊日常琐碎和邻
里趣事。居民张大妈感慨道，

“感觉口袋公园让我们邻里之间
变得更熟络亲切了，喜欢这种充
满温情的生活。”

始终离不开“艺术”二字的
南昌路，其“美丽街区”更新项目
以“艺术唤醒”为设计理念，因地
制宜，治微激活，建设“小、灵、
活”嵌入式街区微更新。马颖介
绍，在心灯·画室可以欣赏到由
上海特殊关爱基金会策划展出
的特殊群体的艺术创作以及衍
生手工作品，去“设计·好物集”
参加非遗分享会，学习非遗技艺
体悟匠人精神，相聚人文会客厅

品读文学作品，来数媒充电站参
观新锐潮流艺术展，玩转虚拟社
交……城市点状更新过程中涌
现的艺术空间潜移默化地培养
着居民的艺术素养。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对
美的感知能力更强烈了，更愿意
发现美，成为美。”65岁居民孟庆
云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城市更新
给她的着装都带来了变化，为了
和生机勃勃的口袋公园合照、在
艺术空间拍出更上镜的照片，出
门前都会比以往花上更多时间
打扮自己。孟庆云向记者分享
当天穿戴的丝巾编法，正是不久
前在艺术空间里学到的。“城市
在更新，我们也不能停下，要与
之一起更新。”她笑盈盈地说道。

站在艺术微空间门口，她指
向对面的居民楼，介绍起这是她
一位老师的住所，她熟知里面的
一草一木，更让她熟记于心的是
还有围绕南昌路的井字形的几
条马路。她甚至记得兰心大戏
院的观众厅格局，小小年纪时不
断数着只有 19 排的观众座椅，

“妈妈是老师，在我小时候就经
常带着我接触艺术。艺术之芽
会慢慢长大，从小接触艺术对成
长是非常有益处的。”

除了艺术空间，转角音乐会
也深受居民喜爱——与三两好
友相约于周六下午的转角音乐
会，陶醉在这一方艺术天地里，
感受岁月悠悠，带不走的温情与
感动。路人、游人与美妙的曲调
不期而遇，于梧桐树荫下驻足欣
赏。在这里，不仅可以做听众，
也可以成为舞台的主角。转角
音乐会面向大众招募音乐爱好
者，专业人士参与演出。当不同
年代的歌曲在这条饱含历史与
文化的街区奏响，产生共鸣的不
只是音乐本身。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林
风眠故居、上海科学会堂坐落于
此，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巴
金、徐志摩、徐悲鸿、傅雷等众多
知名革命家和文人也曾在这个
街区留下过足迹。”杨曙辉的口
述胜似一部南昌路编年史，在他
对街区历史的滔滔不绝里展现
出了参天的梧桐、三层精致小洋
房、日复一日的雅致街道……南
昌路的海派文化底蕴伴随着中
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历史交
相辉映。2018年，南昌路开始了
居住环境提升、街区活力营造、
历史风貌保护等一系列点状城
市更新举措，系统性、整体性地
给居民的生活品质以及生活习
惯带来了巨大改变。尤其在空
间、文化、人气、漫步等四个切入
点着手，诠释南昌路文艺海派、
生活美学、家国情怀的街道语
言。

让杨曙辉印象深刻的是瑞金
二路街道开展的“拆除违章、房屋
大修、小区微更新、适老化改造、
平安建设、自治共治”一体化模
式，因为居民楼的公用厨房和卫
生间长期存在老旧脏乱现象，而
随着居民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房屋居家养老需求已经跟不上，
诸如此类都亟待解决。他还记得
南昌路的马路地砖由于投入使用
年份已久，有的开始松动，有的高
低不平，一到下雨天，大家都担心
踩到松动的地砖而被泥水溅到身
上，因此宁愿踏上马路。经过改
造后的地砖更加平整紧密，周边
电缆也重新规划路线，下雨天的
担忧也一去无踪。

眼前南昌路的美观有序实
则有着细致的准备工作，比如在
2019年，“环复—南昌路跨界自
治会”经过一年的调查协商，开
创性地推出了一个《南昌路店招

店牌导则》。作为自治会一员，
当年正读研三的同济大学社会
学系学生郝孟琪参与到了导师
的项目中，制定导则并帮助街区
确定了新的色调。项目组用科
学方法研究南昌路的街区色彩，
形 成 一 份《店 招 店 牌 色 彩 指
南》。项目组在前期调研时发
现，南昌路以米黄和米灰色调为
主，从基调色到点缀色，色彩越
来越丰富。这说明南昌路是一
个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基调、但也
不失多样性的街区。

南昌路 zola 咖啡店店主陈
颖介绍，近四年来南昌路的环境
变化巨大，吸引了一批咖啡从业
者来此选址开店。雅致的周边
环境对于咖啡店的经营来说犹
如锦上添花，紧密的联盟更是为
咖啡店的运营增添了一把火。
2021年12月31日，瑞金二路街
道打造的服务功能型咖啡商户
自洽平台“金咖联盟”上线服务，
致力于品牌推广，顾客引流，商
铺业态升级。通过“咖啡+文
化”“咖啡+科学”“咖啡+怪咖”
等模式塑造独属于南昌路的咖
啡文化，助力百年街道海派文化
的传播。

南昌路街区共运计划项目
的负责人马颖介绍，目前南昌路
沿街植入了6个共享艺术空间，
引入了设计、艺术、数媒、文化等
艺术团队共同打造艺术社区。
这里同时是公益爱心的舞台，是
上海特殊关爱基金会、瑞金二路
街道共同打造的为智障人士提
供一个展示艺术才能的窗口，同
时也把他们心中想法与故事以
画作手工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艺术家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引
起社会共鸣，以吸引更多人关注
到这群特殊群体，以自己的力量
给予帮助。

“城市在更新，我们也要跟上步伐”

在南昌路生活了66年后，这条小马路上
的变化很少能逃过杨曙辉的眼睛：哪里的路
面修整了，哪里的老房子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哪里又多了个艺术空间……南昌路成了杨曙
辉生命的延伸，即便近两年城市更新带来的
巨大变化，也丝毫没有让他产生时光的断裂
感，不同时代缔造的街区温度仿佛记忆深处
的回响。城市更新对于更新地周边的居民来
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人说是体验，有的
人说是感知，有的人则认为是随着城市更新
一同潜移默化地成长。孟庆云65岁了，她在
城市更新中发现了“美”，并且更愿意成为
美。用她的话来说，如今出门都愿意花上更
多时间打扮自己。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实习生 赵冉

城市更新带动着周边居民的生活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65岁的孟庆云越来越乐于寻找生活中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