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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 73号咖啡馆，邻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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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店
“邻里生意”有家的味道

好豆、冷萃、葡萄汁、酒酿，加
一起， 什么味道？ 毗邻科学会堂，

南昌路 73 号的咖啡店， 很新，不
满 1岁。

社区音乐会的一小时里，80后
店主陈颖跟两位咖啡师员工在研发
一款新口味，品品味道，不俗。

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开店的梦。

不知道， 是不是所有女生都同意这
句话，起码，陈颖很信，也因此梦想
成真。

小时候，陈颖家住老南市，补课
路上， 常常坐 24路?交车经过南
昌路。 2020年，南昌路 73号，陈颖
开出了自己的咖啡店， 她说这是
2020年最值得庆贺的一件事。

想想也是，开店不易，何况是在
非同寻常的 2020年。 那是在六七
月间，疫情防控常态化了，陈颖找到
了南昌路 73 号， 签好了合同，装
修，8月就开张了。

门面不大，30平方米， 十来个
座位，来的顾客，除了走过路过的，

就是左邻右舍。 左邻右舍不少是周
围写字楼里的白领。 早上 8点半，

咖啡店就开门了。为啥这么早？上班
族，咖啡店里用早餐，一杯咖啡、一
只汉堡，方便。

像很多小咖啡店一样， 陈颖的
店， 也少不了大老远专门跑来坐坐
的常客， 带着朋友来喝喝咖啡聊聊
天，一坐大半天。 离咖啡店不远，是
居委会老年活动室， 几位 90来岁
的老克勒， 遛弯的时候， 顺脚就来
了，说是带了好吃的糖果，问咖啡师
小哥要不要尝尝。听得陈颖笑了，当
初， 在大学读营销管理， 书上说的
“邻里生意”，就是这个样子吧，真的
是学以致用呢！

“2020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
抗疫，复工复产复市，扶持中小微企
业，税收有不少优惠，咖啡店，活下来了。 ”陈
颖说， 进入 2021年， 瑞金二路街道成立了
“金咖联盟”，吸引各种咖啡店汇聚南昌路，这
条小马路上，咖啡店会越来越多，百花齐放，

互通有无。

二 ?店
凭好手艺一直守下去

南昌路上，小店多。 往往，一家不满周
岁的新店，隔壁就是有些年头的“南昌路老
字号”。

如果说，陈颖的咖啡店，是名副其实的
新店；那么，南昌路 77 号，就是名副其实的
老店。

南昌路 77号， 理发店，60后店主李师
傅，身兼店里唯一理发师，过去一小时，刚刚
打理好一位客人。早过了午饭的点，可他还没
吃午饭，这也是常有的事，忙，没空吃。

老店，有多老？ “1994年开到现在啊，你
说老不老？ ”李师傅说，自家真算是南昌路上
的“老土地”了。

上世纪 90年代，他在新加坡学了理发手
艺回来创业， 就在南昌路上开了理发店。 27

年里，接待的大多也都是老主顾，住在南昌路
上的，搬离了南昌路的，去了外地的，出了国
的，都有。 “我不动，就在南昌路上，守着理发
店，一直守一直守，有啥意义呢？ ”李师傅说，

意义就是———忽然有一天， 一个出了国很久
不见的老主顾回来了，推开店门，说：呀，你还
在这里呢，看见你的店，就像回家啦！

理发店，够别致，也是 30平方米大小，进
了门，走几步，一架螺旋扶梯上了阁楼，就是
理发室。 客人们来，都会事先预约，说几点就
几点，掐着点到，不用排队不用等，干脆利落。

理发室一边临街，一排透明窗户，敞亮。 西侧
也开了窗，窗台上，随意摆了小花小草。 这阁
楼， 就像上海人家常见的样子， 日子是讲究
的，却一点也不刻意。

一小时里，新店、老店，各有各的忙，浑身
透出的烟火气，却蛮像。逛南昌路，会发现，新

式里弄、花园洋房经历了微更新，百年南昌路
宜居也宜业。 如何宜业？ 各式特色小店齐聚，

在这里圆平凡又伟大的创业梦想。时尚新锐，

宁静舒适，自由美好，近悦远来，就是南昌路
小店的代名词。

随意惬意闲适的背后， 是众多小店主花
费心思打理出的“邻里生意”，小店，就变得像
家一样的温馨又舒适。

南昌路 73 号，新店，要开下去，靠什
么？ 陈颖说，好豆子、好手艺，一定要用好豆
子、好手艺，留住了客人，员工也就有了职业
成就感。

南昌路 77 号，老店，继续开下去，靠什
么？李师傅说，手艺，还是要靠手艺，精致南昌
路，需要好手艺。

三 2?
“初心始发”生生不息

那一天，大雪纷飞。辽阔雪原上，马车里，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00年后，南昌路 100 弄 2 号，老渔阳
里 《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95后保安孙成彪
说，电视剧《觉醒年代》里的这个镜头，看了，

一辈子也忘不了，大学毕业不久的他，如今就
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最年轻的保安。

过去一小时， 预约前来的参观者络绎不
绝，孙成彪忙着为大家测体温、登记，若需要，

就帮忙拍张集体照。 这一天，有 300多人预
约参观，年轻人，尤其大学生，特多。

大学毕业，做保安？有何不可！“《新青年》

编辑部，以前只是历史课本上的名字，如今活
生生就在眼前！ 一年来，开了眼界，学到很多
东西，有机会在这里工作，很骄傲！ ”孙成彪身
量不高，戴副眼镜，斯文精干，说话的时候，身
姿笔挺。

跟孙成彪一样成就感十足的，是 95后讲
解员刘倩。过去一小时，她为三四拨观众讲解
了“初心始发地”的百年传奇。

刘倩大学专业是英语，来自西安。 像很
多 95 后那样， 刘倩的微信名也很清奇，叫

“小刘糊辽”，这是玩笑，做起讲解员，她可一
点也不含糊。

2020年，《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
100周年，7月，“星火初燃·中国共产党发起
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史迹陈列
展”对外开放。 8月，第一次走进旧址展馆，漫
步星火初燃之地，刘倩就决心做一名讲解员。

几个月的讲解让她在“星火初燃”的回望中，

真切感受信仰的力量。

她一次次告诉参观者———

南昌路 100弄 2号，100年前， 一群人
在这里酝酿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

这里，是《新青年》杂志办刊地，以陈独秀
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在这里出版刊物，翻
译、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
在全国传播，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也在此间酝酿出版。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早期
在此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
个新社会”的革命目标，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
组织建立。

这里，是中共中央局办?地，先后筹备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后的一年
多时间里，这里作为中共中央局机关，成为当
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 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开天辟地的革
命烈火，离不开渔阳里的火种，这里是中国红
色之路的起点。

100年前，在这里，一群优秀的年轻人，

以青春的智慧、勇气和力量，为未来中国点亮
信仰之光。 100年后，百岁老建筑血脉中的青
春气息，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用孙成彪的话说，就是，《新青
年》编辑部，原本只是课本上的名字，如今活
生生的就在眼前。

红色文化传承，究竟“新”在哪里，“活”在
哪里？

100年岁月远走，修旧如旧的技艺，让老
建筑焕然新生； 精致雕花门头、 黑漆实木大
门、清水平缝砖墙、石板台阶天井、暗红挂落

门窗……重现风华正茂的模样。

100岁的星火初燃之地，更要
以青春的方式， 擦亮历史的记忆。

展厅里，史迹陈列，运用大量珍贵
历史照片、史料、文物。 其中，场景
复原、VR立体电影、 艺术创作、互
动查询……在有限空间里，立体化、

沉浸式解读历史，“星火初燃” 不再
只是历史的记忆，更是近在眼前、身
临其境的场景；你，也不再只是参观
者，而是亲历者见证者。

四 1?
青年加油中国加油

南昌路 100弄 2号隔壁，就是
1号———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 “瑞
金·初心会客厅”。 2021年，纪念建
党百年，“瑞金·初心会客厅”的青春
创意———“初心邮筒”开张了。

天南地北的参观者出了 2号，

就拐进了 1 号， 写张 “初心明信
片”，投进“初心邮筒”，铭记百年历
史，感悟不变初心。

一小时社区音乐会将近结束的
时候，18岁的王萍萍正趴在初心会
客厅的大方桌上写 “初心明信片”。

王萍萍，复旦大学大一新生。 这天，

小雨， 她和两位同学结伴来， 没带
伞，淋了雨，心情却明媚，心心念念
的地方，终于见到了。

“我们都是入党积极分子，从邯
郸路校区赶过来， 专门来南昌路
100弄打卡。 ”胖胖的王萍萍笑眯
眯，写在“初心明信片”上的一笔一

画，端正秀气。

她很好奇，为啥会有“初心邮筒”？ 原来，

瑞金二路街道地处党的初心始发地， 建党百
年，大家都有话要说，写下来寄出去，于是就
有了“初心邮筒”———让红色初心在新时代生
动呈现，赓续传递。

100 年前，南昌路 100 弄（老渔阳里），

淮海中路 567弄（新渔阳里），从老渔阳里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到新渔阳里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只要穿过弄堂里
的一条小路，这些小路后来被人们称为“马克
思主义小道”。

岁月远走，弄堂变迁。如今，曾经的“马克
思主义小道”是“瑞金·初心会客厅”里的一部
分，一幅壁画展现了这条小道曾经的模样。跟
“初心邮筒”配套，是特别设计的“初心明信
片”。 那一张张明信片，展示了瑞金二路街道
辖区内独特的红色遗址遗迹———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团中
央机关旧址、周?馆……推出一个多月来，一
张张“初心明信片”，写满各式寄语。有当代青
年与百年前革命伟人跨越时空的 “初心对
话”，有写给当下的自己表达“此刻初心”，也
有写给未来的自己……

明信片上， 王萍萍写下自己的青春心
愿———“青年加油！ 中国加油！ ”

>>> ?记
一小时，转瞬。社区音乐会落下最后一个

音符，南昌路上，别样生活画卷，继续舒展。

将近傍晚， 南昌路 100弄老弄堂里飘出
红烧肉的味道，外婆叫小囡快快回家吃晚饭了。

一群群参观者挥一挥衣袖， 告别南昌
路———南昌路 136弄， 再别康桥的徐志摩曾
住在这里，翻译家傅雷也曾住在这里；南昌路
148弄， 巴金曾短暂居住……先贤们将笔底
波澜、精彩华章留在此间，岁月远走，文字仍
在，沐浴得南昌路芝兰芳菲。

蓦然回首，1.6?里小马路，很特别———

梧桐树下，活色生香，精致大气，思想、信念、

情怀、才华，一应俱全，真真“非常海派”！

南昌路的
午后一小时

首席记者 姚丽萍

最后一个音符，滑落琴弦，寂静人群，爆发响亮掌声。科学会堂里，一小时
的社区音乐会，精彩！

这是“五一”前夕，南昌路，寻常午后。稍有不同的是，一场“转角遇见
音乐”宣告了———庆祝建党百年，社区音乐会落户南昌路。

重庆南路到陕西南路之间，1.6 公里的南昌路，马路虽小，转角遇见的，却
很丰富———烟火气、生活味、幸福感，还有“真理的味道”，即便是在寻常午后。

与一小时社区音乐会同步，此间呈现别样生活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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