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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痕迹隐藏在当今建筑
从四行仓库那面被炮弹打穿的墙出发，路

过上海总商会旧址、上海邮政总局等地标，至乍

浦路桥为终点，一队十余位来自海内外的市民，

跟随“心城市”高级项目总监丁广吉以及CEO朱

一宁，一同了解历史遗留在苏州河两岸的草蛇

灰线。朱一宁负责给外国友人做翻译。这一得

到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支持的项目，自然

吸引了海内外友人。

四行仓库是当年“北四行”——大陆银行、

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金城银行的联合堆栈，

“对岸有英国煤气公司的两个煤气包，因而日军

不敢空投炸弹以免误炸租界、波及煤气包引发

更大的爆炸……”当年，这两个煤气包的位置，

现在另有两幢建筑，其中一幢上写着“上海燃

气”，另一幢的外圈依然是圆弧形——那就是煤

气包的外形。隔着苏州河，暑热的天气下，“上

海燃气”四个金色大字清晰可辨。

走过西藏路桥，可以看到写有“JK1933”字

样的大楼，“JK”就是“金库”拼音缩写，这里便是

1933年设立的中国银行办事所及金库所在地。

一旁还有一个工地，仅留存面向街道的一堵墙，

最高处依稀可见“NationalCommercialBank”的

字样，这一直译为“国家商业银行”的地方其实

是“浙江兴业银行”仓库。作为当时国内第一家

商业银行，浙江兴业最早参与海外合作，故而英

文译名被允许使用“国家”开头。

行至此，丁广吉略作小结：“当年苏州河畔

的主要业态为仓储，也是因为河流为航道，在此

设立仓库是最为便捷的。”

以物证史贯穿前世今生
在西藏路桥上，丁广吉和朱一宁亮出三块

都写着“厦门路216号”的门牌。第一块，是蓝色

搪瓷门牌；第二块是蓝色铁皮门牌；第三块是如

今最常见的绿色铁皮门牌。

他俩介绍道，这是居住在这个门牌里的一

位90多岁的老奶奶，在老屋拆迁前送给他们

的。她说：“这三块门牌，就是我的一生。”门牌，

就是家的象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位老奶

奶嫁入厦门路216号的石库门时，门牌还是搪瓷

的。几年前动迁离开此地时，已经是绿色铁皮

的门牌了。

在四行仓库前，丁广吉和朱一宁则展示了

新四军、八路军等的徽章，并简略介绍了抗日战

争。在怡和打包厂门口，丁广吉展示了怡和洋

行出版的一本画册的封面——一条龙身上有一

朵蓟花。蓟花，代表的是苏格兰。来自苏格兰

的怡和洋行当年最为中国人熟悉的生意就是鸦

片。虎门销烟时销毁的鸦片就来自怡和洋行。

一路上，每经过一段有故事的建筑，就有

历史实物佐证，让“队员”在建筑内外穿越时

空，更是真切感受到历史不仅在书本上，也在

我们走过的河岸步道上、两岸建筑上以及沉甸

甸的心底…… 本报记者 朱光

万科双语学

校外方校长丽

萨 ·克里斯霍姆

自我介绍时说：

“我父亲是美国

人，我母亲是意

大利人，我 3 岁

从美国回到意大

利罗马，我20年

前移居上海，我

马上就会拿到中

国绿卡。”她理解

的“海派”，就是

“东方遇到西方，

西方遇到东方，

这也像是我从事

的教育。”

对于“城市

考古”，她颇有心

得：“我住在罗

马，所以经常要

带朋友逛罗马。

我不想带朋友去

游客眼里的罗

马，我要带他们

去我们罗马人生

活的罗马。”亦即，城市不单纯是

用来“观光”的，也是应该“生活”

的——城市生活，才是人们真正

关心的点。

朱一宁透露，他与丁广吉

是大学同学，都有海外留学经

历。所以，他们最初做“城市行

走”也是基于海外旅游项目里

经常附带“城市行走”。因而，

他俩早在2017年就开始“带队”

在上海走街串巷。随着“建筑

可阅读”“海派城市考古”等活

动的兴起，他们的业务范围越

来越广，从最初的双语学校“兴

趣课”到市民主动报名参与，

“与其带外国游客转一圈，我们

更在乎让上海市民也了解到自

己所在城市的历史。”

于是，这一城市行走，也从东

西相遇开始，逐渐融入城市生活。

镜面舞台上立起折叠园林
重逢《牡丹亭》揭开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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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派城市考古里
看历史的草蛇灰线

“怡和洋行当年在未经政府允许下建
造了一条货运铁路，其轨道地基就是现在
的轨道交通3号线的一部分”——冒着昨
天40多摄氏度的高温，“海派城市考古”城
市行走项目的“领队”丁广吉，站在苏州河
畔的怡和打包厂向中外友人介绍眼前这座
红砖建筑与今日城市之间的关联。万科双
语学校外方校长丽萨 ·克里斯霍姆上前摸
了摸红砖，丁广吉回应：“是当年的砖。”

距离8月10日的首演进入倒计时，上海大

剧院版昆曲——重逢《牡丹亭》昨天开放幕后

探班。中午，十余件精美的戏服刚刚运抵化妆

间，还没来得及熨烫，服装设计师赖宣吾已迫

不及待介绍起每一件戏服上的乾坤。大剧场

里，一个颇具当代感的舞台已经立起来，大量

斜角与镜面的应用（见上图 记者 王凯摄），可
能会让看惯传统戏曲舞台的观众感到新奇。

戏服绣出中国画
传统的《牡丹亭》戏服中，常常以淡色面

料为底，缀以素雅的花卉和线条，此番由赖宣

吾设计的系列服装，每一场戏中柳梦梅和杜

丽娘的服装都是配套

的。从色彩到刺绣，每

一件都有不少讲究，远

看仍是传统的，近看，

却能看出一番文章。

戏的开端，杜丽娘的白色戏服绣了灰色

柳枝，柳梦梅的冰蓝色戏服上绣了梅花，将

“柳梦梅”的意向拆解到两件衣服上。衣服的

色彩随着剧情的展开变得鲜艳，海报上曾出

现的那套青绿色戏服出现于戏中的《幽媾》一

折。赖宣吾在服装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画派的

技法，比如用宋代花鸟画的笔法来展现“蝶恋

花”，褂身的大朵银白色昙花则象征着瞬间即

永恒，与生死盟誓的剧情相呼应。

菊花大都是单色的，但赖宣吾在明代朱

有爌的《德善斋菊谱》里发现，有一种外白内

红的菊花，很适合杜丽娘，尽管她的躯壳是

冰冷的，但是内心会因为炽热的情感而重

生，这种特殊的菊花绣在了《回生》一折的戏

服上。绽放的花朵，是杜丽娘的热情和对爱

情的追求。

园林似装置艺术
柳梦梅初上场时，舞台还是一片荒芜，万

物无颜色。白色的舞台地板上，巨型镜面长

廊占据了小半个舞台，当杜丽娘的身影出现

在镜面前，观众看到的园林依旧是黑白灰，但

背面郁郁葱葱的青色已经通过长廊的反射一

览无余，“双梦记”的巧思在镜面的辅助下得

以清晰地呈现给观众不同空间的分隔。

此次重逢《牡丹亭》的舞美设计由刘科栋

担任，他的代表作有《醒狮》《惊梦》《五星出东

方》等。厅堂、书房等景片取自《牡丹亭》原著

绘本里的画风，古人为了在平面的书页中展

现空间感，会将场景画成斜角，刘科栋将这样

一个个平面化的空间呈现在立体舞台上，既

符合昆曲舞台的极致唯美，又能引发观众对

留白的想象。

排练期间乐池和舞台的衔接处拉了一道

安全线，提醒演职人员不要踏空。原本乐池

的敞开空间被延伸出一座45?角的亭台，地面

上方空无一物，但底面边缘可见雕饰，仿佛一

座园林被折叠到了下方的空间。

这种一反常规跃出镜框画面、形似裸眼

3D的设置，创意来自于导演马俊丰，他和刘

科栋在“云创排”交流想法时一拍即合，诞生

了这一颇为独特的舞美设计。乐池上方的区

域将是重逢《牡丹亭》众多名场面的发生之

处，对于前排观众将有着巨大的视觉冲击力，

也有希望成为全场表演的最大记忆点之一。

本报记者 赵玥

■ 塑헾ퟜ뻖뚥上的뗱쯜

■ 刻有河滨大楼的井盖 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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