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上海虹口区沙泾路上的 1933老场坊，原为始

建于 1933年的远东最大屠宰场。改成创意产业集聚区

后，老场坊来了一个华丽转身。 1933老场坊整个建筑

融汇东西方特色，结构外方内圆、廊桥纵横交错，漫步

其中，宛如走进一个迷宫，充满趣味，令人流连忘返。 现

在，“1933”已是上海新地标，成为时尚表演、文娱活动

发布、会展、设计、服务、消费和休闲的创意产业中心。

走进位于莫干山路 50 号的 M50 艺术产业园，一

家家画廊、 一个个设计师工作室各具特色， 文化的气

息、创意的氛围扑面而来。M50原为近代徽商代表人物

之一周氏的家族企业———信和纱厂， 解放后更名为上

海第十二毛纺织厂、上海春明粗纺厂。这里有自上世纪

30年代至 90年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业建筑 50余幢，

包括厂房、仓库、锅炉房、食堂、烟囱等，甚至还有一套

从德国购买的发电设备， 是目前苏州河畔保留最为完

整的民族工业建筑遗存。 这段历史是上海民族工业的

根，它滋养着这方润土，孕育了代表着创意与新生的中

国当代艺术。 自 2000年起，M50通过都市型工业园区

的建设和业态调整， 逐步引进了以视觉艺术和创意设

计为主题的艺术家工作室、文化艺术机构和设计企业，

转变为具有标志意义的创意园区。

漫步到局门路，8号桥文创园的红色砖墙在两侧绵

延， 阳光从法国梧桐的叶隙穿过， 唤醒沉睡已久的记

忆。 局门路得名于洋务运动时期的江南制造局，中国近

代民族工业正是发轫于此。 历史的年轮滚滚向前，许多

工厂在此拔地而起。 8号桥原址为上海汽车制动器厂、

申贝机械厂、白象电池厂和色织三厂，在产业转型过程

中，老旧厂房逐渐被废弃。 结合新的产业定位和功能需

求， 老厂房如今焕发新生———原有的厂房结构被最大

化保留，厚重的青砖经过艺术加工，被砌成特殊的凹凸

墙面，林立的管道仍保持着工业时代的特征，斑驳的地

面留下时间的纹理，8号桥创意园应运而生。现在，局门

路周边都被打造为“江南智造”创意产业集群。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拥有大量珍贵的

工业历史建筑。 在城市改造的同时，上海最大限度地保

留了一大批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厂房、老仓库，通过引入

新的时尚元素，形成了一大批创意产业集聚区，使昔日

的老建筑完成了向创意设计和时尚文化的“华丽转

身”。 目前创意产业集聚区已成为上海创意产业发展的

一大特色和重要载体。 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的三分之

二来自于保护性和创造性地开发老厂房、 老仓库和老

大楼，并逐步形成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空间布局，聚集

了一大批来自国内外 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意设计

企业和优秀创意人才，涌现出了 8号桥、田子坊、M50、

尚街、时尚产业园、红坊、2577创意大院、1933 老场坊

等一大批创意园区。 如今，它们不仅成为推动创新创业

的重要平台和孵化器，还成为中外旅游者的打卡热点，

正用一种独特的方式，留住历史，讲述“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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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这座城市的成长，

是现代和历史的交融、 经典

与时尚的互动； 东方韵味和

西方风情在这里交织， 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明在这里融

合。 当一个个传统制造领域

的旧厂房、 老仓库转变为现

代时尚的文化创意园区，一

场场历史、 现在与未来的对

话接踵而来。 行走在砖墙之

间，上海的温度触手可及。

▲ 上海工部局宰牲场曾是远东最大屠

宰场，内部构造有如迷宫，上下楼梯复杂

交错（资料照片）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和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 1933老场坊

▲ 莫干山路 50 号（M50） 是纺织女工聚集的地方 ▲ M50已经变身为创意园区兼时尚文化的网红

打卡地

▲ M50 内由车间改建的展厅展出着各种

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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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30 年代 1933老场坊前身、昔日的原上海工部局宰牲场

日月无痕 光影有迹 新旧同框照·1933老场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