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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读者顶风冒雨赶到长宁图书馆，参

加市民读书会第十九场活动———“壮丽七十

年系列，时代、艺术和我们的生活”。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见左图，本报记者

陶磊 摄），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出发，分享自
己眼中和心中的时代、艺术与生活，尤其是上

海的文艺创作带来的文化飨宴。

一块石头
毛时安首先向读者“交底”：自己喜欢“讲

真话”“说家常话”。

他讲了个小故事，山里有块石头，一剖
二，一半做了菩萨，一半做了垫脚石。垫脚石

说：出自同一块石头，你被人供奉，我被人踩
踏，不公平。菩萨说：你是一刀砍下来的，我是

千刀万剐出来的。毛时安就此分析：成功者多

经过千难万苦；我们思考者考虑问题再进一

步，一刀若砍错恐怕垫脚石也做不成，千刀万
剐也不一定能成功；再进一层思考，如果没有

无数垫脚石，人们如何从山下爬上来？我们每
个人都是他人的垫脚石。如此三层递进思考，

毛时安诠释：文化，可以让人想明白很多事
情，活得高级一些，文化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价

值追求。

一种气息
毛时安概括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以来，文化经历了新中国成立颂歌英雄、

新时期文学反思、新世纪百舸争流等阶段，
《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于无声处》

等诸多作品给人印象深刻。
进入新时代，文化获得高度重视。“这个

时代非常需要好的艺术作品，今天的文化创
作要写出新时代的青春气息。”毛时安强调。

今年上海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和杂技剧
《战上海》火爆。很多人感叹海派杂技首次尝

试红色题材，惊讶于上海人民用杂技呈现雨
夜飞渡苏州河等城市攻坚战⋯⋯

一声惊雷
毛时安风趣地将外滩和弄堂比作“上海

的外衣”和“上海的内衣”，外滩气派，弄堂高

级。在他眼中，上海弄堂才是真正体现上海文
化的本质内在。

当年很多作品表现战争英雄是金戈铁马
式，而作家茹志鹃写的《百合花》，细腻温婉，堪

称经典。沪剧《芦荡火种》后来被移植为京剧
《沙家浜》。宗福先创作的《于无声处》犹如一

声惊雷，冲破禁锢，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

一次互动
互动环节，毛时安提问：舞剧《永不消逝

的电波》男女主演是谁？坐在最后一排的蓝衣

少年第一个抢答：王佳俊和朱洁静。完全正
确！他叫陈泽凯，15岁，是一名初三学生⋯⋯

新民晚报社品牌活动“市民读书会”是面
向所有市民的“悦读·悦心·悦人”的聚会。此

次活动由新民晚报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

办，长宁区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民文化协会
承办。 本报记者 郭影

市民读书会上评论家分享心中的时代、艺术与生活———

上海文化总给人惊喜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建筑是可阅读的， 因为建筑本身

的营造技艺，及其承载的集体回忆，体
现的正是城市文化的灵魂。 在历史长

河中转身成为光明·Bright2的百年老
宅， 在区级图书馆里第一个具备国际

标准的长宁图书馆，都是有故事、有温
度的建筑。 如今， 文化活动的长期入

驻，温润了建筑空间，让阅读有了一个

悦读、悦心、悦人的过程。

城市更新，使得越来越多的建筑、

空间，得以焕发新生，而且遍布全市东

南西北、角角落落。如何让有历史的新
空间更好地面向公众、服务大众？如何

让美的空间不局限于美， 而是萦绕着

真与善的力量做文章？ 持续有效地举
办文化讲座、读书活动，让观众、读者，

在赏心悦目的环境中， 汲取知识、营
养，如此，不失为传递温度、力度、深度

的良方。

借助文艺评论家毛时安的比方，

建筑是空间的“外衣”，活动是空间的
“内衣”。 而上海人，是面子、夹里都颇

为讲究的。有了建筑，这一物质文化的
打磨、再造，营造“悦读空间”将成为接

来下相当长时期的风潮。

再过几天， 我们将迎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之年，美好生活就在身边！

悦读空间

换新衣
冬日的梧桐树上，树叶稀疏。粗

壮的树干和四处伸展的枝丫，掩映着
一栋五层高的红砖小楼。西藏中路
632号，与上海人熟知的“星火日夜”
相邻。光明·bright2联合办公空间，
俯瞰石库门街区、遥望陆家嘴金融城
（见下图）。已近百年的老建筑，换了
“新衣”，很潮很文艺。此处的“光明”，
便映射着我们所热爱的这座城，有历
史，有情怀，亦代表着更新与未来。

百年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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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建筑老故事
上了年纪的人大概会记得，很多年前，西藏

中路被称作虞洽卿路。光明·bright2联合办公空

间，曾是被称为晚清上海滩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虞洽卿的旧居。这幢房子里诞生了许多属于我

们的记忆珍藏。西藏中路 632号收为国有之后，
这里成了上海牛奶公司的总部。它们的出品，承

包了上海人的浓香回味———还记得儿时喝过的
牛奶吗？瓶口用纸封起，以白线缠紧，拉开线头

打开纸封口，一定要舔掉的是纸板上厚厚的奶
油。“作为扎根于上海的企业，我们要担起历史

传承的责任。我们企业资产中的老建筑，如何激

起其新的活力，也是我们的职责。”上海牛奶（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万黎峻透露，这

幢楼改造之前，除了沿街的一家牛奶棚门店，以
及一家兰州拉面店，几乎已经废弃。

2018年 6月，改建工程正式启动。将近百岁
的五层楼海派建筑，经过上海建科的改造，以城

市微更新的方式，转型为市中心一片联合办公空
间———光明·Bright2。“你可以看到有些墙面颜色

不匀，甚至底色斑驳。而大片马赛克的设计又非
常现代，大堂地面的地砖（见右上图）拼接就组成

了我们的 APP二维码。就是在这种冲撞中，体现

出建筑的设计美感。”牛奶集团招商运维部负责
人王力维介绍道。经过 6个月的“更新”，老建筑

成了颇具视觉冲击力的建筑艺术空间潮流作品。
作为市中心存量建筑绿色改造的成功案

例，光明·Bright2先后获得“2018年度上海市既
有建筑绿色更新改造评定”银奖、“上海市建筑

学会第八届建筑创作奖”佳作奖。

新文化新创意
光明·bright2联合办公空间的会议室，都以

冷饮名字命名。“绿豆”“盐水”“三色杯”⋯⋯你

肯定吃过一款，或者全部。今年 1月对外开放以
来，25个房间，171个工位，出租率高达 70%。如

果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时髦的办公空间，那就错
了，这里还是文化的孵化地。

“几乎每周，我们这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

动，面向各个群体。”王力维介绍，在三楼还有一
个固定的金山农民画文化展厅。不久前，金山农

民画手绘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参与。
陈惠芳自幼随父亲陈富林习画，作品在全国各

种画展中多次获奖。在体验活动中，陈惠芳不仅
介绍了金山农民画的发展史，更亲手指点大家

完成趣意十足的作品。
这里，还见证了即兴亲子剧《重生》的诞生。

这部舞台剧讲述一个因环境污染而出生有点残
障的蝴蝶精灵，在众人帮助及自己努力下，变成

一个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获奖无数的音乐盲
童傅振东，感人悠扬的现场伴奏，引领剧情深入

展开。最独特的是，几个颇具才艺的唐氏宝贝沉
浸在角色中，认真专注表演。培训，彩排，磨戏，

在这个空间里，无论你从哪里来，无论你有什么
样的苦难，此刻，你单纯感受着文艺的美好。《重

生》在第三届上海国际时尚消费品博览会上成
功表演。 本报记者 华心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