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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天平街道的“邻里汇”，

一眼就见到一号楼附楼底层挂
着一个红白蓝灯， 不停旋转，老

上海都知道那是理发屋的符号。

此处“便民理发屋”虽然单剪只

有 15元/?、洗发 10元/?，可师
傅手艺一点儿也不差，为了满足

社区老人们的烫发要求，发型时

髦得毫不逊色于街上的今日流
行。 “那可是紫罗兰理发厅里请

来的师傅啊！ ”天平街道党工委
书记高路自豪地说。

不仅如此，“66梧桐院·邻里
汇”还有超然于诸多社区活动中

心的个性和特点。 一楼，还原了
客厅，居民们餐前饭后在沙发上

小坐，看看墙上跟天平街道相关
的历史文化名人照片，聊一聊身

边事。 三楼，则是天天影吧，许多
老人早早要了排片表，开映前就

等候着。 二楼的大议事厅有各类
互动讲座，同时它也被称为“家

门口的四史馆”———陈列着宋庆
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手稿仿

制件、陈毅元帅的文献、叶叔华
的题词，也有新时代杰出人物如

姚明的故事。

“66 梧桐院”门口的餐厅功

能可不止于饮食。 午后拉下帷
幕， 就是一派海上建筑线描图

景， 以此作为评弹的幕布背景，

每逢周二、四，全市的老戏迷们

会专门来这里听评弹， 一茶一

扇、一曲一唱，回溯到邻里间的
悠长时光。

暮色四沉， 也有年轻人三三
两两地从小院深处走来， 汇入门

外梧桐成荫的乌鲁木齐南路，在
这条永不拓宽的道路上， 夏衍旧

居、草婴书房、衡复艺术中心、“66

梧桐院”宛如经过时间河流冲刷的

珍珠，串成珠链，诉说着城市的过
去、现在与未来。 徐翌晟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秋天里骤然听

闻 “66 梧桐院 ”的名

字，就觉得是一个充

满了色彩之处，果不

其然，不仅仅有阳光

的颜色，还常常飘出

音符， 诞生出故事，

留下缕缕温情。 乌鲁

木齐南路 64 ? ，徐

汇区天平街道的“邻

里汇” 所在之处，几

乎每月都有徐汇区

委宣传部主办的海

上 文 化 名 家 雅

集———名家汇。 辛丽

丽来过了，俞丽拿也

来过了， 上个周末，

曾演唱 《蝴蝶夫人》

的抒情花腔女高音

歌唱家黄英在此与

观众交流。

名家汇有故事
黄英与天平街道有着深厚的缘分，“我

从小就是在梧桐树下长大的”。年少时，她曾

在天平辖区的原徐汇区少年宫（现为徐汇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合唱团学习，现在上海音

乐学院任教，上海音乐学院附属的中等专科
学校，也位于天平辖区内。黄英结合自身经

历，回答了主持人夏磊抛出的“歌剧十问”，

带领音乐爱好者和歌剧“小白”，进入到歌剧
的世界中。“歌剧与音乐剧有什么不同？”“要

进入歌剧殿堂，可以挑选哪些作为入门曲
目？”“在歌剧的世界里有哪些是永恒的主
题？”“哪些歌剧作品是我们不能错过的？”等

等问题，黄英一一作答。
黄英的学生们也来到活动现场，除了与大家分享他们眼中的黄英教授之

外，还演唱了精心准备的歌曲———乌列热的《求爱神给我安慰》《思乡》、张泽
斌的《负心人》《越人歌》、陶梦琦的《追寻》《入梦》、徐伟钦的《女人善变》《点绛

唇·赋登楼》，意大利语或者法语的演唱有之，也有中文的歌剧演唱片段，令现
场观众对歌剧这门高雅艺术有了更深的认识。

黄英说，这里有很多美好的老建筑，都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它们会给

予我们美的享受与启发。

老建筑有风格
确实，透过黄英演唱的二楼窗户向院子的对面望去，正是一栋有 88年

历史的典型英国乡村别墅花园住宅，红色清水砖墙，开着白窗，略显陡峭的

屋檐上镶嵌着老虎

窗，这是由匈牙利建

筑师邬达克在 1932

年设计建造的牧师住

宅，其实也是天平街
道的邻里汇的一个组

成部分，尚在修缮期
间。专家们比对着邬

达克的设计手稿，精

心还原建筑的每一个
细节。上海市建筑学

会城市更新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上海市优

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
专家沈晓明表示：“我

们用了脱漆剂让施工
人员一遍一遍去把它

洗下来，这个门所有
的花式全部露出来，

这个纹样其实就是邬
达克特别喜欢用的纹

样。你摸上去就是像
波浪一样起伏，同时
在嵌的这个位置做了

草花的纹样。”
正因为这栋有历史的建筑，邻里汇的建筑风格都尽力向它靠拢，夕阳

下，红色清水砖墙上倒影着梧桐的婆娑之态。如果站在老建筑门口向院子那
边望去，会发现对面墙上的一排铜管高低错落，如同跳跃的音符，果然，那是

《国际歌》的一个片段。
墙角下，瞥见周围的居民带着孩子架起了画板来写生。另一侧，则是一

面铁艺墙，夺目的党徽下，刻着两行宋体字：“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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