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06.25

读
城

1476

13

2013.
06.25

读
城

1476

12
Details of Shanghai

上海细节

梅花表情结
梅花表是老上海人的一种情结。梅花表不便宜，但

也不很贵，稍微有一点钱的人就可以买来戴，那时
候，大家都喜欢戴梅花表。即便现在，也有人在网上买
卖梅花表，为的就是心中那一种难舍的情怀。摄影者乔
茗星的这张照片取景于上海斯沃琪手表店及和平饭店
艺术中心，他在自己拍摄的照片中添加了喷墨版画元
素，用喷墨的颗粒感去展现人们当年对梅花表的一种
热爱，亦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

温故 Review

乔茗星   摄于南京路

哈同花园
哈同花园，也叫爱俪园，旧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主人哈同是英籍犹太人，十足的“冒险

家”，他在上海滩独自开办了自己的银行，并成为上海近代史上名声显赫的“地产大王”。

这座园子原本建在静安寺路上，占地20公顷，山石池水、舸舫亭阁，可谓一座“海上大观

园”，沧海桑田，如今坐落在这里的是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非但今天我们难以

想象这是怎样的一座迷宫，即便是在旧上海，关于爱俪园的传说或流于小市民茶余饭后的谈

资。它的迷人处在于，一个消失的大观园却集合了很多的历史闪光点。

在哈同花园有各色面向贫寒子第的义务学堂，还特别设有女校和僧校，这里有王国维、章

太炎这样学识卓著的老师，有徐悲鸿、孙恩霖这样优秀的学子。国父孙中山旅欧回国，就住在

这里，并命名其住所为“仙药窝”，意为：这里是孙逸仙救国救民之药的藏身窝。据说当时黄宗

仰还亲笔题写了一副对联：“此地为蓬莱瀛洲方壶圆峤；其人读三文五典八索九邱”。除他之

外，蔡锷将军也曾一度深居在爱俪园养病，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哈同花

园成就了与汤国梨女士的一段良缘，并在此举行婚礼，蔡元培、孙中山、陈其美等人也亲至祝

贺。所以说，昔日的哈同花园是不少政界要人的集会、活动场所。

上海，曾是远东第一大都市，哈同花园又是彼时“海上大观园”。时过境迁，拾取这一块历

史残片，拼凑的不单是追念的繁荣景致，更是曾有的那一段风涌的人事。

每一年，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和活动多达50多个。但你可知

道，看起来富丽堂皇的展览中心曾是旧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

艾在地下铁，传统文化的惊艳转身
——端午邂逅六神艾叶专列

没有粽子的端午是不完整的，但只

有粽子的端午又如何呢？当传统端午只

存在于人们舌尖，当曾经丰富的节日日渐

苍白，上海滩的一列绿色专列鲜活了2013

年的端午佳节，也惊艳了有缘邂逅的乘客

的目光——头顶，是满满铺开的“端午必

备”艾叶，令人叹为观止；脚下、把手上，是

生动的习俗插画，让端午瞬间丰满；身

边，穿着“艾在地下铁”主题衫的工作人

员道破了玄机：原来这是上海家化“六

神”品牌与上海地铁共同打造的“端午民

俗文化专列”，号召人们珍视、继承优秀的

传统文化。

如今的端午节，没有丰富多彩的外

衣，也失去了发人深省的内涵，已然变成

了多数人眼中那个“放假的理由”。而被称

为“魔都”的上海，无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向世人展现了她

的独特魔力——将现代的、西方的地铁与传统的、东方的端

午巧妙糅合，打造出1+1大于2的影响。这不禁令人联想到了

这座城市的代表性气质——海派文化。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上海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呈现出

开放的姿态，懂得灵活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敢于打破

陈规、广采博纳。本次文化专列的原创设计者——上海家

化六神品牌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访问时说道，“作为生于斯

长于斯的地道‘上海人’，我们自然也继承了上海海派文化的

优秀基因。六神虽是立足于本土的老牌国货，却始终乐于接

受新鲜文化因子。本次活动，我们便希望将传统文化用现代

创意装饰艺术进行全新演绎，以符合现代都市人精神气质

的方式，让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得以传承与发展。”上海这座

城市，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敢于锐意革新，有自己的创意

能力；她也根植于传统文化，乐于饮水思源，有着鲜明的东

方个性；她更懂得利用现代的创意能力，将东方个性诠释得

更为淋漓尽致、更为生动活泼。正因如此，这趟独具创

意、将东方传统佳节与源于西方的现代工具完美融合的

专列，首先在上海出现，便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追本溯源，坚守自我。作为中国城市中洋气摩登的代

表，“传统”这类字眼似乎与上海滩毫无干系。但其实，上

海历来最为人推崇的文化代表如石库门建筑、老电影、旗

袍等，一直与传统文化戚戚相关。在全球化的浪潮里，本

土文化没有失落只有获取。她虽然拥抱着现代化，但也有

着鲁迅所代表的左翼的反思现代性，因而从未摒弃传统

的根基，而是懂得利用外来之物丰富自身内涵。“艾在地

下铁”告诉我们，原来传统民俗可以做得如此精彩。与春

节、清明、中秋不同，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端午节习

俗众多，但现代人对它的丰富内涵却知之甚少，留下来的

也许只是吃吃粽子、赛赛龙舟。于是，在端午文化日渐瓦解

的今日，上海家化“六神”品牌与上海地铁，希望通过这样

创意之举，让传统文化以更易被都市人接受的形式进入

他们的生活，重新返回他们的视野。

从市场角度而言，一种有活力的文化真正强大的力

量，在于其能转化为强大的商业力量，当然也包括我国近

年着力研究的软实力。文化如要历久弥新，则需要不断纳

新吐故。艾叶地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文化转化的能力。而

将祖先流传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人实用的日

化保健用品，激活的何止是一个上亿元的大市场。以“六

神”这块上海辉煌的老牌子为例,近年始终致力于以现代

生化技术挖掘传统中医中草药的宝藏，藉此走向更加广阔

的市场，与曾经高高在上的国外巨头展开更有实力的竞争

对话。从这层意义上来观察，经过创意创新的传统文化

可以让市场和品牌得以激活，绽放凤凰涅槃后更加绚烂

和张扬的生命力。这种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本，并全力创

新的能力，是上海甚至全中国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

虽然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缺少不了西方人尊崇的

“创新精神”，但更少不了赖以生存的民族之根、发展之

源。我们若不能追本溯源、保持根基，则将会被全球化的

浪潮无情淹没，成为别国的“复刻”。几千年的文明史，积

累下无法衡量的智慧宝库，我们需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

生存的根本，才能以自我之姿不断发展与进步。

潮人下午茶
文 l 冷梅    图 l 海涛

与梅隆泰CBD相隔不
远的静安寺，抛开了高高在
上的身段，既有诸多的时尚
元素，又少不了几分人间烟
火。多种气质的杂糅，让人觉
得她很“复杂”。

Shopping Mall时代
从梅隆泰CBD步行，沿着南京西路一路向西，用不了

十分钟，就到了静安寺CBD。这里满眼繁华，即便不是周

末，依然人流如织。它承接了梅隆泰的时尚范儿，但又没有

那种刻意端着的感觉。

在许多人眼中，静安寺CBD是个混合了很多种气质的

商圈。也许，白天，它是office里身穿深色职业装，手拎公文

包的OL；夜晚，它就是摇曳生姿的多变女郎。

很多年之前，它还充满了市井味。从2号线地铁站出

来，拐进南京西路的后巷，就是静安小亭。这里各色服装小

店林立，虽不像早年的“襄阳路”名声在外；却是很多本地

年轻人约会逛街的好去处。

“你可以不追求名牌，却绝对不可以远离时尚。”学

生时代，Tina李和小姐妹把周末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这

里。从外滩下车，沿着南京东路，南京西路逛下来，静安

小亭便是终点。结伴来逛静安小亭的姑娘们，她们青春年

少，虽然当年口袋里米不多，却是在这种地方最早被熏陶出

对于时尚的嗅觉和品位。

当然这里也瞒不过吃货们的味蕾，静安小亭门前的麻

辣烫曾是鼎鼎大名，街知巷闻。夏日，顶着火辣辣的日头，一

顿血拼乱逛汗流浃背之后，再来上这样一碗热气腾腾辣到

嗓子眼的麻辣烫，配冰可乐，简直爽到完美。

如今，静安CBD是另外一番场景。越洋国际广场、会德

丰广场、东海广场、嘉里中心二期以及南京西路1788项目5

幢商务楼宇落成。它们如五星拱月，环绕于林木茂密的静

安公园，形成了静安国际商务港“金五星”的核心地标。

CBD的建成，让这里变得高端起来，但依然没有改变

人们沿袭多年的习惯。许多年后，在恒隆泰CBD上班的Tina

李，仍然会把周末姐妹们的聚会安排在静安寺。她说，地理

位置优越，轨道地面交通发达，是首选这里聚会的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久光百货。以她现在的

品位和消费力来说，逛街SHOPPING，做个头发，喝个下午

茶，吃份日料，这里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临了，聚会

结束后，还可以到久光地下超市把家庭物资统统购买齐

全，“这里日本进口的食品很多，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日料原

材料都可以这里买到，然后回家大显身手一番。”

这些都是shopping mall时代的便捷。

越夜越美丽
这里潮头地标的地位被不断放大。街头随处可见外形

靓丽，穿着撞色收脚裤，挑染着灰黄发色造型前卫的“潮

人”。日韩风卷土而来，让人错觉你所置身的是东京街头。

这里多样的气质，还藏于周边的小马路。愚园路因

百乐门大舞厅，多少年前就名声显赫。与南京西路的车水

马龙，反差很大。愚园路被华山路隔成了两段。往东的一

段，餐饮店林立，依然维系了热闹的街市。而往西的一段却

截然不同。抛开了热闹和浮躁，即便是周末，也可以静下心

来，在这里安安静静地走走。

转角口，就是百乐门。大门敞开迎客，却不见人声鼎

沸，从此地经过的潮人们，低头疾行，漠视它的存在，似乎

这是隔绝了几个尘世的往事。

再往里走，你会被几家文艺小店吸引，好奇地驻足停

留。原来，空洞的时尚不是用来形容“潮人”的唯一词汇。如

果你同样喜欢小清新，上班日的午休时光，你完全有理由

趁机拐进这里兜兜，来一杯文化下午茶。

一家门面很大的DVD/CD STORE，没有名字。走进里

面，恍如时光回到几年前。有英文原版的美国文艺片，有

畅销多年的美国经典电影，甚至找得到大嘴茱莉娅·罗伯

茨，还有梅格·瑞恩、尼古拉斯·凯奇早年的很多成名作。墙

上挂着：“我们只卖正版”，宣扬着老板的主张和坚守。

再往前不远，是一家叫“蒲蒲兰”的绘本馆。这是一家

绘本出版社的直营小店，卖的大多是外文翻译的绘本。从

装潢，到选书的类别，再到便笺条，指引牌，每一处细节，均

能感受到店家的别具匠心，清新之风可以让人愿意在这里

享受一个安静闲适的午后。绘本馆的二楼，是个私密的小

天地，平时不对外，只有在小型读书品鉴会、英文故事会的

时候，用来会员交流分享。

多变，永远是静安CBD的气质。深夜，越过几条马路，铜

仁路被振聋发聩的音乐声裹挟。性感衣衫的姑娘扭动腰

肢，在杯光掠影中挥霍着青春。啤酒、美女、摇滚乐，觥筹交

错，点燃了时尚大咖的激情。

都说上海越夜越美丽，这里却有着不同时空的纠

缠。铜仁路上的酒吧风情，和几条巷子之外灯火辉煌的百

乐门，此时，出现在了同一时空之下，诉说的却是不同时代

的故事。

愚园路上有故事的老建筑很多，如果你是文艺小

清新，不妨约上三五知己，来这里摆摆POSE，拗拗小

腔调。

◎愚园路81号刘长胜故居是一幢沿街的砖木结构

的三层小楼，曾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秘密机关之一，现

在作为红色教育基地对外开放。然而，却没几个人知

道，小楼的一楼，是一个修旧如旧的老式咖啡馆。如果

你想体验旧上海风情，可以在参观完之后，来一楼点一

杯饮料，小坐片刻。

◎愚园路395弄涌泉坊被人记住是因为它在上海

的新式里弄住宅里所具有的开创性的地位。小区门

口高高的骑楼据说在当年也是开了风气之先，自那以

后，上海后来建造的许多新式里弄也多采取了这种建

造骑楼的大门样式。

逛逛小马路Wander

文 l 欣稀

静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