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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荒野大镖客》《海上钢琴

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这些电影
配乐的大师莫里康内曾经说，他的

灵感是来源于每个月收到的账单，
有的曲子甚至是在他陪太太排队交

煤气账单的时候想出来的……”昨
晚，在美琪大戏院的大厅里，一场主

题为《莫里康内与意大利电影黄金

时代配乐》的“艺述电影”主题活动
正在举行。人们坐在这座 80年前的

“亚洲第一”影剧院里，听着老电影
的背后故事，任时光悠悠。

“艺述电影”是今年美琪大戏院
推出的一个线下系列活动，昨晚是

第七场。今年上半年举办的第一期

“艺述电影”活动，源于这里举办了
为期一周的“英伦电影大师展”，观

众看完《贼博士》《曲终梦回》《偷窥
者》《风吹麦浪》《霍华德庄园》后，再

走进“艺述电影”活动现场，嘉宾、上
海译文出版社资深文学译者冯涛与

他们分享《霍华德庄园》小说作者爱

德华 ·摩根 ·福斯特的故事。“他出
生时，还是维多利亚女王的黄金时

代，他去世时，已是现任的伊丽莎白
二世的中期。他漫长的一生历经六

代英国国王，但他只有 6部长篇小
说。《霍华德庄园》是他的第四部作

品。”

除了老电影，走进美琪大戏院
本身就是在光影中的一次时光漫步

的旅程。众所周知，1941年建造的
美琪大戏院在当年被称为“亚洲第

一”影剧院，尽管名字听上去是看戏
的地方，但其实建造之初，还是以看

电影为主。经过岁月的沉淀，老影院

和老电影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别有
一番味道。

在 21世纪的上海街头，像美琪
大戏院这样装满了故事的老电影院

并没有因为上了年纪而被现在的年
轻人所遗忘，在“修旧如旧”之后的

影厅里，老影院以新的姿态接纳了

一部又一部的当代大片。
自从 2017年，美琪大戏院恢复

电影放映功能以来，“艺术电影”一
直是美琪电影放映的主要方向，安

排艺术电影的放映，也是为了缓解
上海现有艺术电影放映的场地数量

较少、规模较小、无法充分满足市民

观影需求的矛盾。在硬件方面，这
里不仅升级了 4K电影、3D电影播

放设备和超宽幅银幕，还在原有满
足舞台需求的环音系统中，添置了

满足电影要求的数字音频处理系统
和扬声器。可以说，在这里的观影

体验是真正的剧场级。

去美琪白天看电影，晚上看演
出，也成了周边居民的生活习惯。像

是“午间白领特价场”“早间老年观
众公益场”等优惠活动，更是为各层

次年龄段的观众提供最合适的观影
选择，也让普通市民真正得到了实

惠，感受到了电影的温度。每年的上

海国际电影节，美琪大戏院也是官
方合作放映场地，一部部来自世界

各地的优秀影片让观众回味无穷。
无论是播放影片，还是推出“艺

述电影”活动，正如美琪大戏院总经
理林振豪说的，“这些年不断努力，

整合剧场的时间和空间资源，打破
以往剧场的单一使用功能，让剧场

成为与市民频繁互动的文化接触

点。” 本报记者 吴翔

周边居民文化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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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旧的邮政所、绿色的邮筒———在年轻的眼眸中，

它们派什么用处也不清楚；然而，唯有体验过曾经“车
马慢”的人，才懂得邮政所和邮筒于寻常人家的意义。

知道今日家门口的邮政所又开门了， 任阿姨将攒
了一个月的礼物拿来装箱寄出。 邮寄单上是浙江某乡

村地址，高晶和阿姨反复确认“没有门牌号？ ”“对，就一
单独的楼！ ”那是任阿姨插队落户时结交的好友，半辈

子过去逢年过节总要问候。

“倷不要看邮政所小，我们那年代书信往来、物资传
送全靠它！”年轻时，任阿姨下乡插队，姆妈攒了罐头或糕

饼就来邮政所寄给她， 那是背井离乡的岁月里最甜蜜的
等候。后来阿姨的子女外出求学，空调被、电热毯，她也都

寄过，“不过慢一点，邮政所寄，习惯了也方便。”

小小的邮政所，沉默的邮筒，有人在这里等到了大

学通知书，有人在这里等回了异国恋人，也有人在这里

等来了失联的亲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守候，邮政所里迎
来送往的不仅仅是信件和包裹，还有思念和牵挂，它是

岁月的见证者，也是这个街头温柔的守候。 朱渊

岁月的见证者

手记记 者

    武康大楼邮政所崭新亮相，徐汇

区文旅局以“爱汇武康”为主题，特别
为其打造为期 20天的“时光邮局”限

时快闪。既有邮政传统的书信、邮票，
又有联名款的咖啡、主题雪糕售卖。

今早 8时 30分开门后，前来打
卡的人群就络绎不绝，最先售罄的是

架子上的“建筑可阅读”主题曲奇，30

份备货秒空。据悉，“时光邮局”的快
闪将持续至 10月 6日，市民还能到

这里为现在或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
并可指定明年 10月 6日前的任意日

期寄出。精美文创还包括邮车、邮筒
模型、拼图、手账、帆布包等。《遇见武

康大楼》口袋书也于今日首发，为游
览衡复历史街区做出细致的规划。

身处武康路-安福路旅游休闲街
区，这家迷你邮政所因“建筑可阅读”

的延展、文化旅游的赋能生出无
限可能。恰如之前的武康大楼

30度空间、紫罗兰美发厅的回
归等，这家处于最美街角的

最美邮政所也是“武康大楼
节点精细化城市设计”

中的一部分，体现了这
座城市的细腻、温度

和软实力。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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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焕然一新又不失格调的武康大楼邮政所被鲜花与绿植

簇拥，墨绿色栅栏、花园庭院设计,内厅木质装修，以上世纪 30

年代典雅的欧式建筑风格及开放式格局为基调，复古又洋气。

螺蛳壳里做道场是上海人的拿手好戏，58平方米空间里
样样要兜得转，每一平方都需精打细算。经过反复规划和推

敲，如今小小邮政所不但含有工作区、服务区，还辟出一个专
门的咖啡馆。沿街两个直角区域是敞开式的窗户，绿色的窗棂

下玫瑰和桔梗在初秋的暖阳里绽放，买一杯咖啡倚在窗边小
桌板上，便是难得静谧一刻。

门面不过两米宽的邮政所很迷你，内外仅抬脚的高度，体

贴地做了三级台阶，方便周边老龄居民，旁边还铺设了专门的

轮椅通道。40平方米敞开式空间，既有填汇款单、邮寄单所需
的工作台，还陈列着具有地标特色的文创产品。

邮政工作区域连带咖啡馆被压缩在 18平方米里，咖啡馆
按照最低 5平方米标准打造。这是沪上第一家售卖咖啡的邮

政所，引入的是老品牌乔家栅新推的“乔咖啡”。而 13平方米

的工作区域内，考虑到邮政员日常所需，还有一个 3平方米的
卫生间。剩下的地方一整面墙装了收纳柜，加上满地待寄的包

裹和包装箱，给到邮政营业员的空间转身都略艰难。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如果说陪伴是最长情
的告白，那么位于淮海中
路天平路交叉口,又处于兴
国路、武康路、余庆路交汇
点的天平路邮政所，便是
这一代居民记忆中“无法
抹去的存在”。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就伫立于此，40
岁的邮政所，在修葺半年
后，昨天试营业，这个 58
平方米的邮政所，只有一
位工作人员守候，却有着
咖啡馆、文创区……

守
候

螺蛳壳里做道场

    隔着邮政服务台的窗格子朝里望，是一张

清秀却模糊的脸，因戴着圆框眼镜又总是低头
在忙碌，甚至找不到机会打招呼。“这是小高，在
这里老多年数了，看牢伊从小姑娘到当妈妈。”

前来汇款的阿姨热心介绍，年代久远的街角邮
政所，常来常往的居民聊起邮政员就跟老朋友

般熟悉又亲切。
高晶终于得空开口说话，是在封装了三四个

包裹又帮一位老爷叔填妥邮递表后。“我几乎是

一毕业就来这里工作，也不算很长时间，大概 14

年吧！”学财会专业的她，话不多，手脚很麻利。

从早上 8点半坐到晚上 5点，就一个人守
着一个邮政所，不寂寞吗？高晶答得认真：“我的

性格比较适合稳定的工作，而且这工作真的挺
忙的。”不过聊了三五分钟，她手下还在飞快地

填表，窗口的队伍已排到门口。

高晶说，别看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可

是邮政所依旧是很多老上海最信赖的信

物传递通道。“邮政费用相对便宜，年纪

大的人搞不来手机，我们一装修，很

多阿姨爷叔只能去银行缴费，扫

二维码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还好邮政所重新开了。”

给未来寄一封信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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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臣 摄

■ 邮政所内景 朱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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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琪大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