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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十足
上海工业旅游

赵清阁，著名作家、编辑家、画家。1938 年，24
岁的赵清阁主编了中国第一份抗日文艺专刊《弹
花》。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她被称为“成规模、有系
统地改编‘红楼’话剧的第一人”。位于吴兴路 246
弄的吴兴大楼是赵清阁人生的最后居所。在那里，
她选编了自己最后一本著作《沧海往事：中国现代
著名作家书信集锦》。

    红的枫树、黄的银杏、绿的

雪松……嘉定秋霞圃秋色斑斓，
据园林专家介绍，园内红枫将在

12月中旬迎来最佳观赏期。
秋霞圃与醉白池、豫园、古

猗园和曲水园并称为上海五大
古典园林，由明代龚氏园、沈氏

园、金氏园和邑庙（城隍庙）合

并而成。“小中见大”、曲折有致

的秋霞圃以清水池塘为中心，石
山环绕，古木参天，造园艺术独

特。主体部分桃花潭景区的池上
草堂，有“一堂静对移时久，胜似

西湖十里长”的美誉。堂南的一
副对联：“池上春光早，丽日

迟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草堂

霜气晴，秋风飒飒，水流花放，疏
雨相过”，将秋霞圃春秋两季景

色描绘得淋漓尽致。园中现存百
年古树 22株，古意盎然。

米花

嘉定秋霞圃赏枫正当时

去刘海粟美术馆欣赏珍品    位于上海延安西路

凯旋路口的刘海粟美术馆，外

形兼具西式简洁潇洒与东方
绘画的意象之美，设计灵感源

自刘海粟“十上黄山”的画作。远

望馆舍，如巨石磐于云海之上，
被人们誉为浦西“最美美术馆”。

刘海粟是中国当代艺术大
师、近代美术教育事业的奠基

人、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杰出
的美术教育家。1912年 11月 23

日，刘海粟与乌始光、张聿光等，

在上海乍浦路 8号，创办了上海
图画美术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美

术专门学校。张聿光年长，被推

为校长，17 岁的刘海粟为副校
长。当时，学校招收了朱屺瞻、王

济远等一批高材生，首创男女同
校、启用女性人体模特，这在当

时的社会环境中来说是难以想
象的。

刘海粟擅长中国画、油画和

书法，对诗词亦有很深的造诣，
艺术成就卓著，享誉美术界。在

长达 80?年的创作生涯里，他
学贯中西，艺通古今，独树一帜，

创作了大量的艺术珍品。他曾多

次在日本和欧洲等地举办画展，
海外学者赞誉刘海粟为“中国文

艺复兴大师”。
刘海粟美术馆建成于 1995

年，原坐落于虹桥路水城路南
侧，内藏艺术大师刘海粟晚年捐

赠的 903件作品，还包括众多唐

宋明清等历代名家书画真迹。
2016年，刘海粟美术馆从虹桥

路迁入延安西路“海粟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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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百上千个零部件如何组装成一辆汽车？一块

糖从原料到包装如何做到安全卫生？一座座老工厂
背后诉说着怎样的历史故事？上海工业旅游为游客

解答了一个又一个问题，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上海制
造业的魅力。

工业资源得天独厚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现代工业的集

聚地、先进制造业的抢滩地。中国第一座大型兵工

厂———江南制造总局、世界上最早的发电厂———杨树
浦发电厂、创造多项中国工业第一的江南造船厂……

上海不仅拥有工业遗产 290处，涉及三十多个制造业
大类，更有中国商飞、上海汽车、江南造船、宝山钢铁、

三一重机、超算中心等体现国内先进制造业最高水平

的旅游资源。
随着传统的纺织、钢铁产业等调整、转型、升级，

发展工业旅游成了保留工业文明和历史建筑的新亮
点。2018年 8月，市政府出台《关于促进上海旅游高

品质发展加快建设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若干意见》，
提出要“着力建设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得天独厚

的工业资源、深邃的工业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完备

的产业门类、创新的增长领域、合理的点线分布，为上

海工业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巨大优势。

工业旅游蓬勃发展
日前，临港新片区旅游联盟会客厅揭牌，以高端

制造为特色的“临港智旅”工业旅游线路引人注目，其

中包括蓝色线路“临港启航 逐梦海洋”、红色线路“自
主研发大国重器”、深蓝线路“宇宙遨游 深渊探秘”、

黄色线路“挖机传奇 全球瞩目”、绿色线路“新兴能源
技术领先”和紫色线路“半导之光 智能燎原”。

无独有偶，全国首条工业生态全域旅游线路也在

崇明落地。崇明以长兴岛蜚声国际的“海洋装备岛”
“生态旅游岛”两大特色标签，联合江南造船厂、横沙

岛一起打造旅游线路，带给游客全新旅游体验。这条
工业游线首次揭开了“中国第一军工造船企业”江南

造船厂的神秘面纱，游客不仅能看到很多大型的设备
设施、了解船舶制造，还能在码头上看到大型的巨轮，

让游客对中国制造有了直观感受。
沈琦华

美专毕业步入文坛
赵清阁是河南信阳人，她在省立信阳女师附小念高小

时便接触“五四”运动的新文艺，15岁离开信阳至开封艺术

高中求学。1933年，赵清阁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师
从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身为美专

学生的她却更勤于写作，逐渐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
刊》的主要撰稿人，还兼任上海天一电影公司出版的《明星

日报》的编辑。最终，她成了作家，而不是画家。

1934年春，赵清阁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鲁迅很快
回信表达了关切并亲切接待了她。在洪深等人的鼓励和帮

助下，她转向剧本创作，1936年在《妇女文化》月刊发表第
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抗战爆发后，赵清阁赴武汉参

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 3月 15日，她参与了
华中图书公司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创刊。《弹花》是抗日

战争爆发后创办的第一份文艺刊物。在创刊号上，赵清阁发
表了新剧本《把枪尖瞄准了敌人》。

抗战胜利后不久，赵清阁回到上海，担任《神州卫报》副
刊主编，并在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她创

作了《女儿春》《自由天地》等剧本。她还把许多优美的民间
传说和古典名著以通俗的文字写成小说和剧本，如小说《梁

山伯与祝英台》、越剧本《桃花扇》、五幕话剧《贾宝玉和林黛
玉》等。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出版了散文集《沧海泛忆》《行云

散记》《浮生若梦》《往事如烟》及《红楼梦话剧集》等。1990

年以后，已是高龄的赵清阁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

清流笛韵翠阁花香
吴兴路 246弄 1-4号是四栋高层建筑，人们通常称这

里是“吴兴大楼”。大楼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不少专家

学者住在这里，其中有左翼电影、戏剧的领导人之一于伶、
著名作家师陀、文学翻译家孙大雨、物理学家谢希德、青铜

器专家马承源、著名学者王元化等。1987年，赵清阁由长乐
路迁至吴兴路 246弄 3号楼 203室。

赵清阁晚年曾谈到自己书房的小物

件：我这辈子几乎三分之二的岁月，都是

在书斋里度过，与书为伍，与笔为伴。书

斋除了书籍和“文房四宝”之外，我也喜

欢陈列一些小摆设，包括各色手工艺、

古玩（多是赝品）、字画、盆景。它们的

特点不在于精，而在于小，我收购的时

候就专着眼于小，越小我越爱……如洪

深送我的小铜虎，阳翰老夫妇送我的布

老虎（“虎”乃我的属相），冰心送我的

花瓶、红豆，傅抱石送我的图章并代我

刻了名字，老舍送我的砚台、水盂……

这些我都视为珍贵的纪念品，它们

都伴随了我数十年，馈赠的人有的

已作古死别，有的亦生离千里，睹物

思人，能不惆怅怃然。

赵清阁晚年打算编一本友人

给她的书信集再封箱搁笔，可惜

这本书信集（即《沧海往事：中国
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直到

2006年 10月才得以出版，书中

难得地收入了老舍的四封信。

据说，赵清阁的居所中一直挂

着 1961年 6月老舍为庆贺她

生日所写的对联：清流笛韵微

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

文 沈琦华 图 蔡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