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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光岛
复兴岛是被时光凝固了的地

方，穿过定海路桥，进入岛上，仿佛
穿越了近半个世纪。

连接复兴岛与市区的定海路桥
自西北略微斜向东南，跨过运河。巧
妙的斜度为这座桥平添了浪漫与美
感， 桥身两道线条优美的弓形架形
成一道镂空的回廊，穿越桥上，可尽
览浦江胜景。

当年浚浦局为使这块 “极佳之
地，能尽其利”，出资建桥。桥头还有
当年镌刻的中英文对照铭牌， 左右
两侧分别写着“濬浦局造”和“定海
路桥”，中间是一行英文，最下面一
行写着“1927”。两侧桥栏中有石头
望柱，柱顶是印度式灰色双层圆塔，

是初建时灯柱的底座， 随着岁月流
逝，灯杆已不见踪影。

长不足百米的定海路桥， 犹如
一条时光隧道， 让人仿佛从 21世
纪突然回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
至更早的生活场景中。 阳光闪烁着
刺透密密的香樟， 在路面投下斑驳
的树影， 定海路桥轮渡口时而有人
骑着电瓶车进出， 偶尔驶过的公交
车悄无声息地在共青路边的站头停
靠， 陈旧的厂房红色的外墙上爬满
爬山虎， 静悄悄的工厂和单位有保
安在门前值守。 唯有路边停放的共
享单车和轨交 12 号线的复兴岛
站，才透露出当下生活的气息。

岛上居民 500多户，大都是老
年人，居所隐藏在厂房的背后，难以
被人发现。岛上既没有便利店，也没
有喧闹的菜市场， 只有岛南一间小
吃店，岛北一家小饭店。唯一的一条
马路共青路， 因 1955年杨浦区发
动共青团员修建得名， 最初是条煤
渣路，后来才改铺水泥。

岛北的海安路桥早年是一座木
桥， 在岛上生活了 50多年的卞伟
弟回忆， 小时候她们到军工路第一
小学读书，都要从桥上过，一到雪雨
天特别难走， 有单位拿草包堆在桥
上才好通过。木桥一度摇晃，桥还封
过，她和小伙伴就把书包背好，从桥
上爬过去。 后来 20多年前海安路
桥改建为水泥桥， 出行条件才大大
改善。

二 历史岛
这座看似普通的小岛， 蕴含着

上海百余年的历史。

1901年， 西方列强强迫清政

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改设
立修治（浚）黄浦河道局”，要求中国
深挖黄浦江河道，使其远洋货轮能
够直接驶入黄浦江卸货。 那时，黄
浦江的水深仅 4米左右，只能容吃
水 1米多深的小船航行，远洋货轮
只能在外海卸货，换小船进入上海。

1905年，清政府与 11国公使签订
《修浚黄浦河道条款》，正式成立浚
浦工程总局（后简称“浚浦局”，中交
上海航道局的前身），用江海关代征
浚浦捐的费用聘任外国人为总工程
师， 设计了一个 30年疏浚黄浦江
的治理方案，开始疏浚黄浦江航道。

有资料显示，1913年 4月 30

日开始沉入第一块柴排，在嘴的浅
滩筑弧形大堤。至 1916年，围堤内
逐渐淤高，为以后吹填复兴岛奠定
了基础。 中交上海航道局（下称中
交上航局）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顾勇
介绍，1925年至 1934年，黄浦江
航道不断挖深至八九米，从吴淞口
一直疏浚到十六铺，20多公里。 疏
浚黄浦江吸出的泥沙被运到周家嘴
沙，吹填出一个新月形的岛屿，这就
是现在的复兴岛。

浅滩与陆地之间原本有条小
河，1927年，浚浦局向政府买下这
片滩地后，将它疏浚通航，成为黄浦
江往来船只的避风港。 这条河现名
复兴岛运河，在岛上工作多年的老
船长说，这条河原来有一个神气的
名字:“定海江”。

曾经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

美国人卜舫济曾经撰写过一本《上
海简史》，在书中将疏浚黄浦江看作
上海因港兴市一个新起点。 但是，

虽然改善黄浦江航道条件，推动了
东西方经贸、科技、文明等交流，但
作为不平等的产物，当时黄浦江乃
至上海港的本质，是列强攫取和掠
夺中国的重要通道。

三 秘境岛
岛上有建筑“白庐”，地处岛上

唯一的公园复兴岛公园内，屋如其
名，白墙红顶，连体攒尖八角亭，近
落地格子窗，精致的南北小花园，形
制虽小，但美轮美奂。 秋日的午后，

闲坐八角亭内，透过落地窗凝望香
樟林，仿佛时光凝滞。 杨浦区绿化
市容局组织科科长朱靖说，观赏香
樟林最好的辰光是微雨天气，香樟
林内雾气弥漫，充满诗情画意。

有人说，复兴岛是上海最后的
秘境，复兴岛公园可称得上“秘境中

的秘境”，几十年几近与世隔绝的封
闭，加上临江的地理条件，使园内衍
生出独特的生态环境。去年，中交上
航局和杨浦区绿化市容局共同重修
公园时，悉心保留了园内生态。三十
几株高大的百年香樟树郁郁葱葱，

如穹庐一般环抱着 0.8 公顷的一
块草坪，湿润、纯净的空气为蕨类植
物和苔藓提供了绝佳的生存空间，

草坪边缘还生长有大面积对生态环
境要求极高的苔藓，为市区内罕见。

这座公园和岛屿一样， 充满历
史感，公园入口处的“复兴石”，也诠
释了岛名的由来。 园区原本是浚浦
局的员工俱乐部，“一·二八” 事变
后，日军侵占复兴岛，更名为“昭和
岛”， 白庐也被改成敌酋居住的别
墅。 抗战胜利后， 这座岛才更名为
“复兴岛”，以作纪念。日本人对园林
和白庐外观都作了部分改造， 在公
园南部种植了樱花林。

1951年后， 复兴岛公园向公
众开放， 但白庐年久失修。 去年 7

月， 中交上航局和杨浦区绿化市容
局重修白庐， 在保存建筑原貌的基
础上，将内外墙加以整饬，朽烂的木
地板换成灰白搭配的小片地砖，典
雅而不失活泼； 工人在更换屋顶瓦
片时，还特地将新瓦片擦旧，营造历
史沧桑感。 东园里留有一株生长多
年的木香老藤， 枝蔓延展， 姿态优
雅， 一到春天， 藤上开满白色的小
花，如一顶白色华盖。

今年 6月 17日， 白庐挂牌复
兴岛公园党群服务站重新对外开
放， 游客在建筑内部不仅可以细读
当年浚浦局保存的珍品、 中国档案
史上最早的扬子江江口河示图，了
解黄浦江疏浚的历史， 还能看到以
“公园城市” 为主题的浸入式展示，

感受杨浦滨江绿化、 生态近些年的
变化，让市民体验从“工业锈带”向
“生活秀带”转变的全过程。

此外， 它还是杨浦区打造第七
条党课线路———“百年复兴时光
线”，这条线起始于上海国际时尚中
心，经定海路桥到复兴岛。 如今，游
客和居民来到公园，可休憩、观景、

读书、学习，体验感大大提升。 每个
星期四， 中交上航局还利用自有医
疗资源，在白庐对外提供义诊。

四 梦想岛
深秋的一个早晨，80岁的徐振

宽和弟弟相约乘坐轨交 12 号线，

到复兴岛故地重游。 上世纪 60年

代，徐振宽在岛对岸的沪东造船厂
上班，他的妻子是复兴岛北部上海
远洋渔业公司渔轮修造厂的职工。

每天一大早，他都要陪妻子将孩子
送到岛上托儿所，自己再乘 2站公
交到岛南部的定海桥轮渡站，挤在
人山人海的上班族中摆渡过江。

复兴岛曾经是许多像徐振宽夫
妇那样的年轻人挥洒青春和汗水的
地方，他们在岛上的船只、车间、仓
库里忙碌，在一间狭小的集体宿舍
里建立家庭，在一只简陋的小锅灶
里煨炖幸福。

从岛南的定海路桥到岛北的海
安路桥，全程约 2.6 公里，整个岛
的面积不过 1.133平方公里，但就
是这座小岛，自诞生之初就与上海
工业发展息息相关，是上海近代工
业的一个缩影。 建岛之初，浚浦局
就在岛上建立疏浚设备修理工厂，

1949 年后， 复兴岛成为燃料、木
材、石油、仓储、造船、渔业等行业的
重要基地。 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

岛上厂区才日渐冷清，遗留了大量
闲置厂房和仓库。

这座岛曾经寄托着许多梦想。

1961年，17岁的赵行官从浦东乡
下应招到上海远洋渔业公司工作，

直到 2000年退休，40年在岛上来
来去去。 他从船员做到船长，每月
出海 2 次，每次十几天，常常是靠
岸后仅休整 1天又起航。 从东海、

黄海运回的大黄鱼、小黄鱼、带鱼、

鲳鱼，都是上海人的最爱。 他的辛
苦填满了上海人的菜篮子，这是他
一辈子的骄傲。

他和妻子养育了两个儿子，“都
蛮争气的”，老赵说起来满心欢喜。

他给儿子讲得最多的就是大海的故
事，在他的二儿子赵平心里，大海从
小就是心中一个美丽的梦。 赵平今
年 46岁，长大后和父亲一样，成了
一名远洋船长，更有缘入职中交上
航局。 2019年 10月，赵平赴南美
洲哥伦比亚，任中交上航局中港疏
浚公司“航浚 5001”轮船长，在当
地第一大河———马格达莱纳河河口
执行疏浚任务。恰逢新冠疫情暴发，

他和政委先是想方设法为国内输送
物资，后海外疫情肆虐，他率船员严
防死守，在海外坚守 446天没有下
船，在外籍引航员 1天 3班登船检
查的情况下，36名船员无一感染。

后因疫情海外船员换班困难，经中
交上航局精心安排，2021 年 2 月
20日，他带领全体船员受命长途调

遣回国，横跨太平洋，历时 38 天，

万里归来！

五 启航岛
复兴岛是中国疏浚业的奠基之作。

很少有人知道疏浚业与经济、

民生有多么息息相关。 中交上航局
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顾勇说， 它是
“基础建设中的基础”， 是关系国家
经济发展和海洋建设的战略性高精
尖产业。他们手握的国内设计、国内
建造的自航耙吸船，是和“蛟龙号”

载人潜水器、 神舟系列飞船相媲美
的“国之重器”。 疏浚业实力的提升
为上海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奠定了基
础，支撑了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这座岛对普通游客而言， 只是
一座富于历史人文特色、 风景秀美
的小岛，但对中交上航局的人来说，

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的前身，就是
1905年成立、疏浚了黄浦江，吹填
出复兴岛的浚浦工程总局。 供职于
一个百年企业， 是全体中交上航局
员工的骄傲。

中交上航局航道物流公司党
委书记汪正说，复兴岛是每一个中
交上航人梦想启航的地方，很多人
都在岛上的集体宿舍住过多年，留
下了人生中的宝贵记忆。 顾勇曾在
岛上生活了 6年。 “躺在宿舍里，能
听到江上轮船拉响汽笛的声音，嗅
到空气中飘过来的江水腥气”，这
让顾勇对从事的行业油然而生一
种亲近感。 朋友到访，他也可以指
着脚下的岛屿，骄傲地述说自己的
职业。

“在复兴岛，这种感情、文化和
事业的传承， 就是一种悄无声息的
浸润和滋养。 ”顾勇说。

基于对事业共同的理解和感
悟，中交上航局在任何困难面前都
能勠力同心，在长江口、洋山港、青
草沙和海外多个重大项目中创造
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在中国进入高
质量发展，产业转型的时期，又能
顺应时代和市场潮流，探索水环境
治理、医养产业和新农村建设。 这
些尝试在复兴岛公园的改建中，不
无体现。

百年复兴岛， 凝固在往日的时
光里，凝固在永远的梦想里。在上海
的城市规划中， 它是一片有意识的
城市留白。 这样的留白同样是一种
转型，城市管理思维的转型，是今人
留给后人的一片想象空间， 一片可
书写、可塑造的土地。

本报记者 姜燕

    黄浦江在杨浦区东南部向北弯折，江

水左岸自然沉积出一片浅滩，因毗邻周家

嘴村而得名周家嘴沙。 历史的机缘巧合，

使它扩张成如今的复兴岛。

历经近百年时光， 这座 1.133 平方公

里的小岛经历了繁华与没落，隐藏了远的

近的许多历史。 如今岛上仿如时光凝住，

它的未来， 也成为一段尚未可知的城市

“留白”。

今年初夏， 复兴岛公园重修新开，白

庐新葺，香樟林翳，半年里慕名前来、故地

重游的游客络绎不绝，俨然成了新晋的网

红打卡地。

寻踪
复兴岛

■ 复兴岛公

园内， 白庐新

葺，香樟林翳

上航局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