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旧厂房放光华，创意街区又上新
【文、图/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光华路是上海城市更新

的缩影，烟火气越来越

浓、打卡地越来越多，这

张文化创意产业名片也

会越擦越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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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路，最初由一条乡间小道发展起来，其中沪

闵路至中春路段有1.5公里，沿线两侧被称为颛桥镇

工业经济的发祥地。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光辉逐渐

暗淡，甚至一度成为了“脏、乱、差”的代名词。2016

年，光华路开启蝶变之旅，这些年来，一个个破旧冰冷

的工业厂区在渐进式的城市更新中成为了一座座时

髦有趣的文创园区，79意库、越界·光华酷、728忆空

间……串珠成链，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光华

创意街区CityWalk。

上个月，首届光华雅集在光华创意街区举行，其

中一个刚入驻光华创意街区不久的陶瓷品牌“白相

倌”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这些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的陶瓷作品仿佛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尤其受到年轻人

的喜爱。这次，记者来到了它位于79意库的大本营

一探究竟。

“白相倌”主理人小安是一个当了8年“景漂”的

80后上海小伙。据他介绍，品牌名在沪语里的意思

是玩具。小安告诉记者，自己大学主修的是珠宝鉴定

与设计，毕业后从事的也是相关工作，之所以决定改

行，源于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第一次跟着朋友去景

德镇的时候，我就被那些陶瓷作品所深深吸引，就决

定搬过去从头学起。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后，我决定

创立自己的品牌。第一步，就是找青年艺术家合作，

做联名瓷器手办。”

小安合作的第一个青年艺术家是毕业于景德镇

陶瓷大学研究生学院的昌贵，就是近年来在年轻人中

大受欢迎的陶瓷手办恶魔兔的作者。在展厅里，可以

看到多只形态各异的恶魔兔，相当过瘾。“一件瓷器有

72道工序，这些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对于初出茅庐

的年轻人来说相当高，我很乐意帮助90后、00后新

生代艺术家们实现梦想。这个系列的成功给了我极

大的信心，开始和越来越多的青年艺术家合作。”

六磊塘（沪闵路—繁安路）见证着颛桥镇的变迁，

南岸曾是颛桥老街，北岸毗邻光华路。近日，这里的

景观提升及环境整治工程正式完工并对外开放，增加

了一处开合有致、疏密结合、三时有花、四季有景的滨

河新空间。漫步在焕然一新的河道边，波光粼粼，微

风习习，是夏夜纳凉的好去处。入驻在光华创意街区

多年的上海新兮建筑设计事务所看准这个契机，在临

河处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共享空间——新兮空间，市民

可在其中的建筑师咖啡厅、河景露天艺术打卡区，喝

喝咖啡、看看河景，感受美好生活。

建筑师咖啡厅原本是79意库的食堂，位于园区

的一个角落，很不起眼，经过此次改造后摇身一变，前

来打卡的人络绎不绝。只见，一张8米长桌占据了整

个咖啡厅的C位，长桌的一侧是满满一墙的摆放着各

种创意设计类书籍的书架，长桌的另一侧则错落有致

地摆放着各类3D打印文创品、艺术家作品等，对于热

爱设计的人来说，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宝藏。

沿着河道继续一路向西，出品过无数大片的造梦

厂——不熬夜工作室坐落在越界·光华酷中。不熬夜

工作室由视觉艺术家陈墨墨创立，着眼于探索科技和

美学的边界，深耕平面影像，长于三维影像制作，如

今，又在AI的新赛道上不断创新。

一进门，一个硕大的吧台让记者一度以为跑错了

地方，监制龚云笑着说，虽然工作室名字叫不熬夜，但

其实因为工作性质关系，很多时候是不得不熬夜的，

所以这个吧台常常“早C晚A”。除此之外，这里还配

备了老式游戏机、健身房等，主打一个Chill。如果运

气好，可以在这里的摄影大棚里体验一把名模一般待

遇的人物肖像拍摄。

不知不觉，华灯初上。位于光华路1号的纳福音

乐餐吧热闹了起来，晚间的光华创意街区又呈现出另

外一番姿态，正可谓“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光华创意街区的故事当然不止于此，作为一个不

断自我迭代、自我升级的街区，这里处处是风景、处处

有传奇。据悉，新一轮的更新方案即将在不久后出

炉，期待它的另一次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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