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轨道交通
地铁3号线、10号线、4号线、8号线

●公交
597 、47 、167、939 、962 、18 、

854 、52 、863
●停车场

东泰休闲广场路面停车场（ 10
元/小时）

甜爱支南面路停车场（ 人工收
费：首小时内10元，超过1小时后每30
分钟6元。咪表：0-15分钟3元，15-30
分钟3元，30-60分钟4元，超过1小时
后每30分钟6元）

金陵国际大厦路面和地下及升
降式车库（ 9元/小时，72元/天）

龙邸大厦地下车库（ 8元/小时，
64元/天）

福龙大厦路面和地下车库（ 10
元/次）

物华路北侧路面停车场（ 白天
首小时10元，之后6元/半小时，19:
30-7:30，8元/次）

旧居逛得累了，可以去逛溧阳路
上的小店。它们的门面不大，却各有
各的味道。

比如一处招牌大字掉了一半的
服装设计室，售货员阿姨染发、淡妆，
看上去50出头，十足却有62岁“ 高
龄”了，没生意时，她会放流行音乐，
然后和着音乐，一个人翩翩起舞。

比如1384号的立新油酱店，据说
是上海滩现存最老的油酱店，你可以
去见识一下老上海拷油的“ 油坦克”，
也可以带几块钱的年糕、切面，或是糟
卤回家，品一品老上海的味道。

再比如靠近四平路的家庭式咖
啡馆“ 溧园”，一点点大的门面，纵深
进去却别有洞天：木质秋千，慵懒的
猫咪蜷在咖啡桌上。静坐于此，似乎
可以听见时间缓缓流淌的声音。

“ 溧园”的老板娘表情淡淡的，眉

目间挂着上海女子特有的波澜不惊，直
到谈起猫咪，她的表情才变得生动起
来———据说咖啡桌上的三花猫“ 栗
子”爱吃布丁，爱吃意大利面，就是不
吃猫粮，据说它挨骂还会离家出走。老
板娘说：“ 它是猫的身体，却有人的
灵魂。”

主厨“ 妖妖”也有意思，会为刚
刚酿出的青核桃酒办一场Party，会做
提拉米苏“ 盆栽”送给要好的客人。
老板娘还直言不讳自己把饮料和蛋
糕的价格“ 定得有点高”，因为“ 不
愿接待太多人，嫌太喧闹”，这里能
做“ 火焰阿拉斯加”，但是必须提前
好几天预订。

溧阳路沿街小店，几乎每家都会
出售明信片，原来，位于溧阳路1338号
的四川北路街道办事处门卫室，就是
鼎鼎大名的“ 甜爱路爱心章”盖章处。

对周阿姨来说，溧阳路除了是名
人故居聚集地，更是她儿时的乐园。

“ 我小的时候，院子的围墙不像现在
这样是水泥造的，而是竹子扎的，上
海人叫它作‘ 羌篱笆’（ 或写为戗篱
笆、枪篱笆）。”不过，“ 羌篱笆”不够
结实，常常没多久就变得千疮百孔，

“ 篱笆破洞，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
心，钻进钻出，从这家跑到另一家去
玩⋯⋯”

“ 羌篱笆”掩映中的小洋楼，曾
是上海一道独特的街道景观，人们将
其称为“ 城中建筑中西合璧的最好
典范”。而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竹篱笆开始渐渐被水泥砖墙所取代，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再像竹
篱笆那样坚韧而柔软。

“ 以前我们常常夜不闭户的，”周
阿姨回忆，“ 也没必要闭户，楼下的
花园里成天坐着退休的老邻居，我们
家里的亲戚朋友他们都认得，要是看
见陌生面孔，马上就把他拦在门外。
哪像你今天这样直接就能走进来？在
那个时候绝对不可能。”

“ 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另一件事
情就是爬屋顶了。” 周阿姨指着身
边的老虎窗。探头出去，二楼橘红色
的瓦片屋顶近在眼前。“ 那时我们
的洋房是周围最高的建筑，爬上房
顶，我们可以一直望到外滩的上海
大厦。”

周阿姨告诉记者，那时每逢十月
一日，上海有两个地方会放焰火，一
处是人民广场，一处是外滩，“ 我们
这儿的小孩，那一天都会在屋顶上早
早坐好。入夜，两边的焰火同时在身
边绽放，别提有多漂亮啦！”然而现
在，周阿姨就算伸长头颈，再也看不
到外滩了，“ 周围的建筑都在长高，
只有我们，一直没变。”

遮挡周阿姨视线的还有院子里
几层楼高的水杉，“ 路边的法国梧桐
很早就有了，好像在我小时候，它们
就像现在那么高大。不过，院子里的
水杉是我看着从小树苗长起来的。那
时候院子里还有石榴、无花果、梨子
这样的果树，到了秋天，满园子都是
水果散发出来的香气。”

这一段594米的林荫道，是虹口文脉的缩影
溧阳路：一脚踏进名人的前尘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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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北路向南一转，转入一
条茵茵如盖的“ 小路”，路边尽是灰
砖红瓦的英式花园洋房，你就能知
道，溧阳路到了。如果是艳阳天，从
四川北路进来，得益于头顶法国梧
桐繁茂枝叶的遮蔽，你立马就能感
受到几分清凉。

溧阳路位于虹口区中部的鲁迅
公园板块，南起黄浦江畔虹口港，北
至四川北路。《 上海地名志》 称，此
路筑于1889! 1916年，以工部局总董
名命名为狄思威路 (Dixwell Road)。
1943年以江苏溧阳改今名。因开辟
较早，溧阳路两侧大多是旧式的里
弄和仓库堆栈。

这里是全上海花园洋房集聚密
度最高的马路之一，以48幢花园洋
房著名。

它的另一个出名之处是名人旧
居，这里有郭沫若故居、鲁迅存书
室、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总工会、曹聚
仁旧居、金仲华旧居等。人们因此将
溧阳路称作“ 虹口文脉的缩影”。

如果说这世上的大多数道路，
是一眼就能够望穿的，那么溧阳路
的味道，是沉淀在内里的。

就好比一锅由顶级厨师烹出的
海鲜汤，你要用一只大汤勺，使劲地
舀下去，搅动锅底，才能发现隐藏于
底部的许多活色生香。

又或者，你可以把它比作一杯
葡萄红酒，除非事先做了功课，了
解它的产地特色，它的前世今生，
你才能从舌尖，慢慢品出它独特的
味道。

春天，柳絮纷飞万物苏醒；夏末，合欢吐蕊告诉人们幸福的含义；秋风中，看梧桐树叶枯黄零落成泥；冬日里，香樟依然葱翠诉说生命无穷的张力。
上海的行道树，或如父辈的大手，撑起头顶一片绿荫为行人遮风挡雨，或妩媚多情宛若妙龄女子，抑或沧桑遒劲默默述说这座城市的百年兴衰。

从去年开始，上海绿化部门开始评选打造城市林荫道，在去年首次评选20条道路的基础上，今年又新增了53条。而让人欣喜的是，评选标准不仅包
涵了行道树需达标的技术标准，同时兼顾了道路的历史人文内涵。

从今天起，我们将带着您一起漫游上海的几处林荫道，让我们边走边看，爱上林荫道。

近日，本市公示了新创建的53条林荫道。其中，溧阳路（ 四平路至四川北路段）榜上有名。在这条路
的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上，绿荫覆盖率达95%以上，机动车道绿荫覆盖率约80%。在这条长约594米的林
荫路上，聚集着上海密度最高的花园洋房，同时，它也是名人故居聚集地，素有“ 虹口文脉缩影”之称。

带着好奇与神往，记者探访了这处“ 最美林荫路”，然后，一不小心，便一脚踏入了这里充满摩登
与怀旧气息的百姓生活，同时，也踏进了名人们那些罕为人知的前尘往事中⋯⋯ 本报记者 张梦麒

溧阳路1269号，大名鼎鼎的郭
沫若故居。不过，记者来访时，这里
大门紧锁，透过门缝朝里张望，正好
看到入门花园里，一只竹编的鸟笼
在树枝上微微摇晃。敲不开郭老的
门，隔壁1267的大门却正好开着。在
这里，记者邂逅了另外的惊喜。

沿着旧式洋房陡直的木楼梯朝
上走，脚下的木板因为高龄和潮湿，
生出种诡异的柔软，木质的楼梯扶
手，光滑得没有一丝木刺，摸上去，
厚实而且凝重。沿着黑暗的楼梯往
上攀登，会有误入时光隧道的感觉，
仿佛一个踏步，就能迈进泛黄的老
照片中。

居住于三楼的人家没有锁门，
52岁的周阿姨正在照顾病中的妈
妈，“ 我从出生就住在这间老洋房
里，” 周阿姨说，“ 这里曾是贺子珍
的旧居。忘了去年还是前年了，毛主
席的女儿李敏，她有个女儿，还曾经
到我们家来‘ 寻根’。”说起与名人
后代的邂逅，周阿姨70多岁的母亲，
声音里带着兴奋。

溧阳路是充满文化气息的路，特
别的是，它的文脉是与“ 民脉”盘根
错节，交织于一体的，从前的名人故
居，现在住进了普通老百姓，旧居门
口大多没有铭牌，更没有被文物保护
单位“ 圈养起来”。能不能被主人家
允许进入参观，要看一个“ 缘”字。

“ 旧居缘”，始于一家小小的杂
货铺———敞开大门的院子，白色的
木头围墙，进门花园里几把木椅子，
一把白色的遮阳伞，铺子里都是些
琐碎时尚充满情调的小东西，手工
咖啡研磨机，自制香氛精油，玻璃醒
酒器⋯⋯没有专门的归类，似乎货
物随着老板思路的游走而被摆上架
子。

老板娘三十出头，好客健谈，和
客人聊健身、聊减肥，聊得开心了还
请人喝意大利咖啡。等顾客主动提
出买点什么的时候，老板娘不会推
荐100块一条的浴巾，却推荐10块钱
一包的香料。如果不买，她会笑着问
你：“ 身上的牛仔裤在哪儿买的？真
漂亮。”绝不会给半点脸色。

就是这样一位“ 不靠谱”的老
板娘，聊天到一半，突然若无其事地
提了一句“ 我们楼上是鲁迅存书
室”呢！不过，据老板娘说，现在那里
早已没了鲁迅的旧物，“ 而且住在里
面的多数是老年人，进出不方便，也
不大给人参观。”

不过，老板娘仍旧非常庆幸，自
己能够找到溧阳路这样一块地方：

“ 住在名人住过的房子里，周围全是
文化气息，月租还只要七千。”

48幢花园洋房
一脚踏入
活色生香的名人往事

文脉与民脉交错
杂货铺楼上
就是“ 鲁迅存书室”

不为人知的故居
一不小心闯进

“ 贺子珍的家”

》当地居民

那时的洋房是周围最高的建筑
爬上房顶可以一直望到外滩

》有意思的小店

》逛街指南

开篇

★最好找的停车场：四川北路
溧阳路交界处的东泰休闲广场
停车场（ 10元/小时）
★最便宜的停车场：福龙大厦
路面和地下车库（ 10元/次）

小
贴

士

在这一段林荫道上浓缩了48幢花园洋房的回忆。 本版摄影 记者 贺佳颖

与郭沫若故居比邻的，竟是不
大为人知的“ 贺子珍的旧居”。

家庭咖啡馆里有只“ 上辈子是人”的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