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2年9月9日/星期五 本版编辑/吴 健 本版视觉/黄 娟

上海新闻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餐桌玻璃板下铺着30多年前的新民晚报版面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解放前的新民报订报单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泛黄报纸满怀回忆
下午1时，长寿旭辉里的哈灵面馆几乎

座无虚席。还没进店，浓浓的老上海怀旧风

就扑面而来。霓虹灯牌是一句句沪语，“侬

饭吃过吗”“嗲得来勿得了”“结棍”，读来亲

切不已。厨房档布上大大的“我爱上海”，也

透露出店主对这座城市深厚的感情。

最特别的，要数每张桌子桌板下压着的

泛黄老晚报报纸。这些版面都是上世纪90

年代印刷的，铅字、花边、老晚报经典版式、

当年的新闻和广告、当年的股市价格信息，

把人一下子拉回那个年代。记者注意到，不

少顾客点餐后和吃饭时，都津津有味地看起

了报纸。一位顾客表示：“在老上海人的回

忆中，吃好夜饭，一杯茶加上一张新民晚报

就是我们的生活。现在看到当年的报纸，顿

时觉得很怀念。”

在点评平台上，网友们更是对店内“新

民晚报”的出现感到惊喜，纷纷表示“满满的

童年回忆”，“一秒回到小时候”，“很有时光

机的感觉了”，“顿时种种回忆涌上心头，为

这个用心设定给商家点个赞”。

摆老晚报才有感觉
“装修使用老报纸，主要是因为品牌升

级。”对此，哈灵面馆创始人周亮宇告诉记

者，随着国潮文化兴起，越来越多人关注到

中国文化，而带有怀旧元素的老上海风格会

令本土食客倍感亲切。在店堂内打造上海

本土文化场景，就是哈灵这次升级的方向。

那么在众多报纸中，为何选择了新民晚

报呢？“晚报好看呀！”周亮宇笑着说，当年自

己家也订了晚报，有时会把报纸带到店里让

顾客传阅。“新民晚报是上海的本土报纸，还

有句口号叫‘飞入寻常百姓家’，见证了上海

的风云变幻和历史变迁。所以我特意向设

计方提出，店里要放老晚报，这才是上海面

馆的感觉。”他说。

但几十年前的报纸，可不是那么好找

的。“我们先去图书馆，没买到。后来，我记得

有位老顾客是晚报忠实读者，就找他买了一

些，再把自己家收藏的一些拿了出来。员工

还去网上搜寻了一圈，终于凑齐了几家店需

要的报纸数量。”他说。

记者获悉，哈灵牛蛙面在上海有28家直

营店，莘庄维璟印象城店率先按此风格重

装，松江印象城店、长寿旭辉里店等也纷纷

跟进。至今，已有8家店走起“怀旧风”。

希望成为地标美食
作为来上海打拼创业的异乡人，周亮宇

当过多年厨师，曾师从本帮菜大厨，对上海菜

有着一种“执念”。他说，本帮菜融合全国16

个帮别菜肴的烹调技术，特点就是浓油赤酱、

醇厚鲜美。“有顾客说我们的面咸，其实上海

菜本来就是浓油赤酱的。而且我们用的是粗

面，吃之前要先拌一拌，让面条充分裹上汤

汁，就不会感到太咸了。以后，我们会在托盘

纸上，印上‘吃牛蛙面小诀窍’。”周亮宇说。

这一碗牛蛙面的诞生，也是一个“海纳

百川”的故事——当年，在广西路上的第一

家店里，创始人以精致的上海本帮面为基

础，融合味浓鲜醇的红汤爊灶面、粗韧筋道

的拉条子、现炒现卖的打卤面的优点，最后

演变出了自成一派的本帮现炒浇头面。

“第一家店起初没有店名，顾客一直说

‘米道哈灵’，索性就叫‘哈灵面馆’。”周亮宇

表示，哪怕后来别家店纷纷“复制”牛蛙面，

但牛蛙原料的高低价差可达6倍之多，而哈

灵始终坚持每碗都得有足量、大份的牛蛙，

滑嫩的蒜瓣牛蛙肉配上浓郁的汤汁令人胃

口大开，因此在沪上牛蛙面中仍属翘楚。

如今，哈灵每天要烹饪掉两万多只牛

蛙，哪怕今年疫情期间及恢复堂食前，外卖

也做得不错，最近还开出两家新店。“提起上

海的面，很多人只知道葱油拌面。哈灵就是

想做上海面的代表，成为一张上海地标性特

色美食名片。”周亮宇说。

采访结束，当得知9月9日是晚报93岁

生日时，周亮宇忙不迭端出一碗热腾腾的牛

蛙面，竖起大拇指说道：“新民夜报，哈灵！”

本报记者 金旻矣

吃吃网红面 看看老晚报
异乡人开出上海风味店 认准新民晚报“文化符号”

■ 王毅捐出近80年前的新民报半月刊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本报讯（记者 江跃

中）今天是新民晚报创刊

93周年的纪念日，昨天，本

报忠实读者、收藏家王毅

向新民晚报社捐赠了1943

年新民报半月刊等数件新

民晚报珍贵文献史料。他

认为，“这些报业文献史

料，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

民晚报的发展历程，可以

对补充、完善报史，起到拾

遗补阙的作用，对进一步

研究报史也具有借鉴与参

考等价值”。

多年来，王毅坚持阅

读新民晚报，不仅关注报

纸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

发展，也对报纸历史深入

研究。作为收藏家，近十

年来，他在收藏各种文物

史料的同时，还留心散落

在民间各处的新民晚报文

献史料，发现后即予以收

藏。此次捐赠的物品中，

较为罕见的有1943年新

民报半月刊、1952年7月

新民报晚刊及解放前的新

民报费收据等。

93岁晚报“喜提”元宇宙“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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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着热腾腾的面，看着订阅的晚报，一顿饭的时间，天下大事和饕餮美食都落到了肚皮
里……最近，“切好夜饭看夜报”的熟悉场景，在沪上网红“哈灵面馆”的部分店里又重现了。
在新民晚报93岁生日之际，意外发现一碗带有晚报元素的“长寿面”，这个巧合确实有

些小惊喜。牛蛙面配老晚报是种什么体验？面馆为什么指定要寻找上世纪的新民晚报？
这么多老报纸又是从哪里找到的？带着这些好奇，记者去哈灵面馆找老板聊了聊。

今天：新民晚报创刊93周年

被誉为“上海符号”的新民晚报，是上海

这座城市的记录者、同行人，也早已成为海

纳百川的上海城市文化“基因”之一。坚持

“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

的办报方针，坚持“新民姓民”的办报特色，

提倡像一只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

家”——这是你早已熟悉的新民晚报。

稳步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新民品

牌新闻产品覆盖纸、网、端、圈、群等传播渠

道，综合运用音视频、手绘、海报、长图、动

漫、H5、手游等传播形式，不断拓展“从8岁

到80岁”都能阅读的传统纸质媒体读者定

位。客户端下载量超过1140万；微信微博

矩阵，今日头条、腾讯、百度等平台账号粉丝

超过1200万；视频平台“上海时刻”每月原

创约550条视频，全渠道视频播放量超过5.2

亿；已拥有12个全媒体工作室，并于今年6

月启动新民视频矩阵……这是你正在熟悉

的新民晚报。

今天起，新民晚报又将与你在元宇宙

相遇。置身“希壤”的元宇宙世界里，你的

虚拟分身，将会在“灵境绿洲”的广场上、剧

场里，见证新民晚报的93周岁生日和元宇

宙“出生日”，欣赏关于这张报纸、这座城市

的故事。

希壤是百度推出的首个国产元宇宙产

品，一个跨越虚拟与现实、永续存在的多人

互动虚拟世界。在这个无限的莫比乌斯环

星球中，大量中国元素融入其中，元宇宙未

来之旅在此开启。“让我们一起建立虚拟形

象，在元宇宙里和我们共同庆生吧！”从今天

起，新民晚报将与“元宇宙施工队”风语筑携

手打造元宇宙空间。当元宇宙的风潮扑面

而来，新闻传播与资讯服务的未来形态会发

生怎样的改变？在“喜提”元宇宙“元岁”的

日子里，93周岁的新民晚报先试为快。更多

虚拟交互的新玩法，也期待你的“脑洞”！

最重要的是，无论在哪一个“宇宙”，我

们都还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新民晚报，永

远保持那份初心。

我们记录的不仅是新闻，更是新闻里的

每一个你。九十三载，仍若初见。

本报记者 董纯蕾

我来到你的“宇
宙”！你会陪我共度
这个特别的生日吗？

今天是新民晚
报的93周岁生日，
1929年9月9日，其
前身《新民报》在南
京创刊。作为中国
内地至今连续出版
历史最悠久的报纸，
我们今天也迎来另
一 个 全 新 的“ 生
日”——元宇宙“出
生日”。2022年9月
9日，新民晚报入驻
元宇宙空间“希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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