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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豫园方浜中路385号的老上海茶

馆，壬寅虎年迁址至江宁路495号博鸿大

厦27楼，已开始试营业。茶馆开业的同

时，与东方城市会客厅共同举办《老餐犹

记——老上海食文化展》。

老上海茶馆是许多茶客们心中的“圣

地”，此前在豫园老街上已经营了20多个

年头。人们喜爱它，不仅仅因为它的茶，更

因为在这里你能看到很多老板收藏了多年

的宝物——一些关于老上海的老物什。许

多人来这里甚至不为了喝茶，即便是坐一

坐，看一看，也是心生欢喜。

著名作家程乃珊生前就是这里的常

客。“老上海的律师执照、缝纫机、救火会龙

头……都能在这里找到，醉翁之意不在酒

嘛，很多茶客都是来这里‘吃旧味’的。”在程

乃珊看来，这里好比一家上海近代城市博物

馆，也正因为这样，很多电影、电视剧拍摄时，

剧组都专门来借道具。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举办的《老餐犹

记——老上海食文化展》，将让市民深切感

受老上海融中西、贯全国的饮食文化。展

览包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大饭店的餐

具、菜谱，如和平饭店、上海俱乐部、百乐门

大酒店、扬子饭店等瓷、银餐具；还有国际

饭店、理查饭店、潇湘酒家的菜单等等。

除此之外，一些上海人耳熟能详的

“食”文化展品，也必能勾起大家的旧时回

忆。比如弄堂里卖棒冰的手绘光明牌木

箱，让人一见，耳边就仿佛听到了叫卖声；

还有巧克力机、制面机、冰淇淋机、刨冰机，

冠生园、沙利文、马宝山、泰昌等包装饼干

听等，甚至还有半瓶原装的正广和汽水及

其运输木箱。

尤其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一个民国时期的

瓷器火锅，菊花纹开光山水粉彩，精致而高雅，

让人看了实在舍不得用来涮羊肉……这些都

是上海人食不厌精的饮食文化的体现。

通讯员 黄轩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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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80后”蒋志颖习惯

性地举起相机，记录下家门口旧改

基地的新春片段。她经历过两次

旧改：一次是亲身参与，并因此从

虹口区搬到了杨浦区的定海路街

道居住；另一次则是目睹身边的定

海老街在旧改中换了模样。正因

此，她对旧改中的那些故事和旧改

基地的未来有特别的情结，当别人

在用手机拍新春美食、华服和自拍

时，她却把镜头对准了身边正在消

失的老房子。历时15年，她用数万

张照片记录下杨浦“百年工业”在

这里转身的印痕，春节假期更是她

难得的创作佳期。

城市乡愁,家乡情结
“小毛30年 5元不涨价”的路边

理发摊（见左上、下图 蒋志颖 摄），

市中心难得一见的修车摊，层层加码

扩建的私房，这些在上海逐渐变得稀

少的景象，是城市乡愁，也是蒋志颖

用手机拍摄下的家乡情结。每年新

春，旧改基地的居民都在逐渐减少，

今年更是大规模地搬空了。蒋志颖

说，在拍摄空屋时，她可以想象出空

屋原先的主人们正在新家中享受一

个崭新的节日。

回忆起为何有这样的想法，她

说，从2006年起，当时正在读大学的

她拥有了自己的手机，家门口的旧改

基地触发了她的摄影灵感，“从小在

虹口的弄堂里生活，放学以后会有小

伙伴在弄堂里叫我一起玩，谁家遇到

困难，左邻右舍都会帮忙照应……因

为动迁搬到杨浦的新房后，觉得定海

社区有很多独具特色的地方，很多建

筑、工业遗址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年

四季变换的景色也很漂亮，想记录下

身边的小美好……”于是，从最初上

下学的路上，到现在上下班的路上，

她常走进狭窄的弄堂里，拍摄眼前的

烟火气。

门前窗外，绿植鲜花
在这里，她通过镜头看到了逼仄

的生活：因为人口数不断增加，一些

老房子历经多次扩建，好像一座“天

外飞屋”；同时，她也看到了局促中的

精致，居民们见缝插针养在门前窗外

的绿植鲜花，给她带来了格外的惊喜

和感动，“无论住在哪里，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和情趣都是共通的”。有时，

她会好奇这些阿姨爷叔过着怎样的

生活；有时，她也会害羞，不好意思把

手机举起来拍摄那些在弄堂里闲聊、

在窗口洗漱的居民们。在这些点点

滴滴的记录中，她特别感慨那些“怀

旧”和“复古”的物件与场景，当曾经

闻名的定海路街道一点点消失，一点

点改变，她既觉得欣慰，又遗憾自己

没有更多地记录。

去年，在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新开

的杨浦滨江党群服务站里，蒋志颖的

照片也成了记载定海变迁展览的一

部分，勾起了参观者的青春记忆。如

今，她依然在假期中继续“随手拍”，

记录着定海点点滴滴的改变，照片还

有望在定海社区中继续展出。

本报记者 孙云

从路边理发摊到弄堂鲜花角，15年摄下数万张照片

她记录杨浦“百年工业”旧改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