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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路第三小学、科学会堂：张爱玲和科学家
《半生缘》《建国大业》

逛了半天复兴公园，如果想出来，可以按原

路返回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的转角。如果没能在

转角遇见爱，不妨沿着复兴中路走走。记得赵

薇在《老房有喜》说过一句话：“这条路呢，是

以前张爱玲最爱散步的地方。”

这倒不仅仅是句台词，任何一位张迷都

会告诉你，张爱玲出生于淮海路，曾住在常德

路，离复兴中路、南京西路都不远。而这片区

域，就是《半生缘》等小说的背景。1996年许

鞍华执导的电影《半生缘》开拍，邀黎明、吴

倩莲、梅艳芳等人主演。为了还原1930年代的

上海，摄制组特意到复兴中路取景，155号被挑

中，作为女主人公曼桢的家。

这里现在是卢湾区退休教师协会，原为

复兴中路第三小学的校舍。据说房子结构没

变，只是经过了粉刷，而当年拍摄时，充斥着孩

子嘈杂噪音的“破落的窄长楼梯”还在，底楼的

客厅也在，整幢房子显出典型的石库门风格。看

着画面，好像亲临张爱玲所描绘的世界。

电影《半生缘》上映后，香港资深影评人

石琪认为，此片算不上有创新，其成功之处是

拍出了生活感，“工厂上班、小店吃饭、下班搭巴

士、树林拍照、湖中荡舟，以及小巷旧楼，而至

洋房别墅、郊野景色，人物与环境很自然地融

合起来，镜头调度显出功力，拍出趣味。”而这

一切，自然离不开复兴中路所留存的老上海味

道。难怪影片公映之际，被舆论赞誉为“回归上

海”之作。

如果你脚力好，大可沿街向西而行，走到

1363号的克莱门公寓。它建于1929年，由5幢

四五层高的楼房组成，有着张爱玲一再提及的

“清水红砖”。因此，也多次被纳入各类电影、纪

录片的镜头。

当然，如果你走不了那么长的路，或者，不

想回到喧嚣的高架下，那就换一个出口。从复

兴公园北门踱步而出，就是雁荡路步行街。饿

了，可以去味香斋要一碗麻酱拌面；累了，往南

去Parkside小憩，点一杯拿铁；隔壁就是著名的

卖碟小店，有时间的话驻足细细挑选，是颇能淘

到些文艺片的。

继续南行，到雁荡路南昌路口，就是科学

会堂了。它建于1918年，是一座法国古典式的两

层花园楼房，曾叫做“法国夜总会”，于闹中取

静，堪称老上海时期的顶级会所，出入者皆为上

流阶层。1958年改建，作为上海市科协的活动地

点，“科学会堂”四字由陈毅题写。在后来的数

十年里，苏步青、李政道、杨振宁等科学家都来

此做过报告。

有趣的是，2009年上映的《建国大业》也

曾来取景。究其原因，当然是因为科学会堂还保

持浓郁的老派风味——镶着金边的法式拱形

门窗、鲜艳的彩色玻璃、咖啡色的木地板和楼

梯、黄铜色楼梯把手、碧草如洗的法式花园……

可惜，科学会堂正在整修，被脚手架密密

地围拢起来。不过，它旁边的上海科技发展展

示馆也值得一看。斜对面则是“上海别墅”，穿

行其间，童年关于弄堂的回忆顿时扑面而来。而

它的另一头，正连接着思南路上的公馆们。

王家码头路：回味老城厢的曲里拐弯
《碟中谍3》

不过，真的要想重温老城厢，特别是原汁原味的弄堂生活，还是离

开复兴中路吧，一路朝东南方向，抵达原南市区的董家渡王家码头路。有

趣的是，它北面有竹行码头街、新码头街，往南有万豫码头街、公义码头

街、赖义码头街、会馆码头街、丰记码头街、油车码头街。

顾名思义，这里原来是码头荟萃之地，为上海的“水门”，人来船

往，熙熙攘攘。久而久之，沿岸有人住了下来，形成弄堂。往昔的码头多数

已烟消云散，弄堂，也消失了许多，王家码头路是例外。动迁了好些年，但

大体上仍保留着原貌。

王家码头路很狭窄，有些段落只容得下两个人并肩而过，却够长，从

靠黄浦江的那头走到小南门，慢的话需要半个小时。但这半小时是值得

花掉的。什么是老城厢，什么是老弄堂，走一遍就知道了。

弄堂曾是上海的血管，流淌着寻常人家生生不息的喜怒哀乐。如今

有把小区大门习惯性地称为“弄堂口”的，其实不确切。小区的路由高楼

和绿化盘出，干净却少变化，水泥地也总让人觉得隔着什么。王家码头

路则不同，早晚各有风景。日出时开门七件事如火如荼，扫荡着郁积整夜

的混浊，擦身而过逼仄的通道，迎面是熟悉的脸庞熟悉的动作熟悉的寒

暄，在豆浆油条的香味中，一天的行程开始。

傍晚时分，户户冒出油烟，张家姆妈、李家阿婆忙碌不忘讲闲话，家

长里短伴着锅碗瓢盆的交响烹炸煎炒得不亦乐乎。此时谁拎了些东西回

来，询问即刻纷至沓来，这是一种邻里的关切，能抚慰疲惫的。

对孩子来讲，弄堂的曲里拐弯，常常能折腾两三个钟头。那时的学

生，对从家到学校的所有弄堂的所有“花花肠子”皆了如指掌，一到放

学，警察抓小偷的游戏便风风火火蔓延起来。咯咯的笑声每每如同精

灵，挠痒痒似的推搡着石库门，越过门缝自由荡漾……

难怪《碟中谍3》选这条路作为外景地。它的弄堂仿佛迷宫，穿梭其

间就是谜上加谜。但又不必害怕，哪怕一时迷了路，无需慌张，因为我们

知道，总能通往柳暗花明处。这是弄堂的善意。走在复兴中路重庆南路的转角处，老房子的格局鲜有变化。那儿的老上海味道是永远也挥之不去的。

中山南路一代有许多诸如王家码头路这样的小马路，很多年过去了，这里还是保留了老上海的弄堂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