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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砖步行道，红青相间的

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雕着
巴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花的门

楣⋯⋯漫步新天地，游客仿佛
置身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上海。石库门，作为上海近代建
筑的标志，在这里重焕新生。

新天地首次改变了石库门

原有的居住功能，创新地赋予
其商业开发功能，把这片反映

了上海历史和文化的老房子改
造成餐饮、购物、演艺等功能的

时尚、休闲文化娱乐中心。一户

户隔墙被打通，空间宽敞，欧式
的壁炉、沙发与东方的八仙桌、

太师椅相邻而处，酒吧、咖啡室

与茶座、中餐厅和谐搭配，墙上
的现代油画和立式老唱机，碰

撞出奇妙的火花。门外风情万

种的石库门弄堂和门内新潮的
生活方式，仅一步之遥。

2020年 1月 6日，新天地

入选 2019上海新十大地标建
筑。在这里，你跨越的，是东方

和西方、往昔与现在的时空。

    上海最有特色的十条马

路，不管怎么排，总少不了思
南路。

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
（Rue Massenet），始筑于 1914

年。名字是为纪念法国著名音
乐家 Massener。马路两侧满是

阴翳的法国梧桐和精美的洋

房。思南路除了拥有当年法租

界上小马路的共同特征外，还

有着不同于其他马路的独特吸
引力：二十几幢花园式洋房，集

中了老上海近乎全部的民居样
式———是城市历史的活话本。

花园洋房是思南路不可错
过的风景，其中思南公馆最具

代表性。思南公馆是上海市中

心唯一一个以成片花园洋房的
保留保护为宗旨的项目，坐拥

51栋历史悠久的花园洋房，同
时汇聚了独立式花园洋房、联

立式花园洋房、带内院独立式
花园洋房、联排式建筑、外廊式

建筑、新式里弄、花园里弄、现

代公寓等多种建筑样式，是上
海近代居住类建筑的集中地，

也是上海市中心集人文、历史
和时尚底蕴于一身，最具特色

的风景。
春日里，思南路上的梧桐

树冒出新芽，繁密而优雅，徜徉
在风格各异的花园洋房别墅间，

仿佛置身于欧洲小镇，似乎总
会有不期而遇的浪漫等着你。

无涯
隗

意
    在上海，有这

样一辆公交车，曾
经它独特的双层

敞篷车身，是无数

小孩子心里最有
“魔力”的存在；它

途经的繁华，成为
很多人心中另类

“小资”的代名词；

不论是 “换装”还

是短暂的停运，它
都能引来无数人

关注的目光。

911 路双层

巴士， 从 1993年

行驶以来，装载了
无数人关于老上

海的记忆。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从

1 月 28 日起，911

路双层巴士停运，

仅保留单层车辆。

如今， 它回来了，

往返于老西门和

淮海中路武康路
之间，沿途短暂告

别的风景，随着红
色车身的开启，再

次徐徐展开。

这道移动的风景线
之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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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夜上海
越夜越精彩

    八 小 时

之外， 大好休
闲时光， 兜兜

逛逛、 看戏听
歌、运动健身、

血拼美食。 引
领时尚， 廓清

风气， 更多精

彩， 尽在新民
夜上海！

    重新运行的 911路双层巴士，依

旧往返于老西门和淮海中路武康路
之间。作为一端的起讫点，武康路曾

经出现在诸多历史影像记录中。
武康路原名“福开森路”，被誉为

“浓缩了上海近代百年历史”的“名人
路”。整条路呈弧线、大致为南北走

向，北起华山路，可见晚清重臣李鸿

章的丁香花园，南至淮海中路接天平
路、余庆路，与宋庆龄故居相望。梧桐

婆娑的武康路上，有分量的名人故居

“密度”较高，有约 30处。沿线西班牙
式、法国文艺复兴式等风格的建筑极

富特色，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具欧陆风
情街区之一。

武康路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当
属武康大楼。武康大楼位于淮海路和

武康路的交界处，是一座典型的法国

文艺复兴建筑式样的大楼，也是上海
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作为著名建

筑设计师邬达克早期作品，三角形造
型的楼体特点鲜明，远看犹如一艘等

待起航的巨轮，公寓楼高 9层，底层
的拱门犹如罗马斗兽场。这里曾是多

位文化名人的居所，如著名电影表演
艺术家秦怡、赵丹、吴茵、王人美、孙

道临和王文娟夫妇等都曾在此居住。
这里更是文艺青年街拍的圣地。

2019年，随着徐汇区历史风貌区实
现架空线入地，以往“盘踞”在武康大

楼门前的密密麻麻的电线消失不见，
武康大楼本来的面貌毫无遮掩地展

露在世人面前，这道被擦亮的风景
线，将继续见证历史的变迁。

回来了

武 康 路

思 南 路

    所有上海人关于“大世界”

的记忆，或许都和属于哈哈镜

的乐趣有关。位于西藏南路、延
安东路交叉口的“大世界”，始建

于 1917年。以游艺杂耍和南北
戏曲、曲艺为其特色，12面哈哈

镜是那个年代“大世界”独有
的。这里曾是上海滩最吸引

市民的娱乐场所，里面设

有许多小型戏台，各种表

演轮番上演，中间有露天的空中

环游飞船，还设有电影院、商场、
小吃摊和中西餐馆等，游客在游

乐场可玩上一整天。
2003年，为了修缮，“大世

界”闭门谢客，经过 10多年的
等待，承载了几代上海人回忆

的上海大世界于 2016年 12月

28日重新开放。重新开放后的
大世界围绕非遗表演、展示、传

授等内容，综合大世界的空间
布局，通过多种表现形式和技

术手段，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形态
展示传承的主题定位，成为大

众走近和知晓非遗，感受和体
验传统文化的大空间。

因为疫情防控要求，“大世

界”尚处于闭门状态。但“大世

界”的建筑本身，就值得驻足一
观。它由 12根圆柱支撑的多层
六角形奶黄色尖塔构成，主楼

分别由 3幢 4层高的建筑群体
合壁相连，非常有特色。

    把这些景色连接起

来的淮海路已有百余年

历史，是公认的上海最美
丽、最摩登、最有“腔调”

和情调的一条街。
淮海路上现代化建

筑林立，时尚名品荟萃，
紧随世界潮流。温馨典雅

的购物环境、众多餐饮娱乐名

店以及优越的酒店服务，为淮

海中路商圈增色不少。

911路双层巴士主要途经
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是淮海路

最繁华的路段，淮海东路云集
了诸如力宝广场、金钟广场、香

港广场、上海广场等高档写字
楼；中段高档商业圈，两侧的商

店装潢讲究、陈设高雅。

走在淮海路上即使不购

物，也能感受收获的喜悦。满目

望去，每个街景都是一幅流动
的充满时代气息的画面：举止

得体、衣着光鲜、神采飞扬的红

男绿女；色彩眩目、往来穿梭的

公共汽车；马路两旁一幢幢风
格各异的商厦与路边的法国梧

桐、雕塑、小景观、公园相映成
趣。各地特色美食在这里几乎

都能找到，对于吃货老饕们来
说，也是个不错的出行选择。

再加上沿路雁荡路、思南

路、余庆路等几条小资幽静马
路的点缀，商业气息十足的淮

海路多了几分清新优雅，沿途
不论哪站下车，边走边欣赏，再

惬意不过了。

嵩 山 路

西 藏 南 路

淮 海 路

■ 新天地 孙中钦 摄

■ 思南路 李铭珅 摄

陈梦泽 摄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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