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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忆旧 往事如烟
小提琴独奏曲《金色的炉台》时隔50年再

次回荡在上海文化广场，1972年曾在这里独奏

这首曲目的小提琴家潘寅林从悉尼发来了他

的演奏视频。陈钢和潘寅林视频连线，惊讶地

说：“小潘你头发怎么白了？”“小潘”笑着说：

“老了呀。”陈钢说：“头发白了，音乐不会老。”

如今已是沪剧名家的孙徐春，19岁时第

一次踏入文化广场，来看沪剧大家丁是娥阔

别舞台十年后的首场演出《鸡毛飞上天》，万

人场地，孙徐春和同学们坐在四五十排的位

置，连老师的脸都很难看清，大家却激动得彻

夜难眠，太好听了！去年十月，他在文化广场

主演沪剧《陈毅在上海》，也是他阔别沪剧舞

台10年后回归，在陈毅市长题字的剧场演出，

他的身份也经历了观众、演员、出品人的转

变，岁月如梭，这份情谊联结始终不断。

当年辉煌 至今难忘
一位住在文化广场附近的老邻居说：“小

时候从家里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戏曲学校的

学生在这里练功。”1952年4月，上海市人民

政府将原逸园跑狗场改建成为“上海市人民

文化广场”，同年11月，“人民文化广场”正式

命名为“文化广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文化广场见证了诸多文化交流盛事的发生。

1955年到1966年间，文化广场共计完成849

场演出，观众人数多达1000万人次以上。盖

叫天的京剧《武松打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

的《白毛女》都曾在此上演。

1969年12月，文化广场在大修时因操作

工违反操作规范，引发了一场大火灾，但仅用

了不到一年时间，1970年9月文化广场涅槃

重生。之后，文化广场用全上海最大的银幕

放映各国的电影，用海纳百川的胸襟接待国

内外各类艺术团体——朝鲜平壤歌剧院《卖

花姑娘》、上海乐团钢琴奏曲《黄河》和大合唱

《长征组歌》上演，再到南斯拉夫的电影《桥》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日本电影《望乡》《追

捕》等陆续上映，文化广场始终活跃在上海市

民的文化生活中。

松山芭蕾舞团创始人清水正夫在回忆录

中写道：“上海的演出在能容纳13000多人的

文化广场剧场举行，在这么多观众面前演出，

对我们芭蕾舞团来说还是第一次。13000人的

掌声响彻巨大的剧场，这种壮观的情景是举世

无双的。”1973年5月，朝鲜平壤歌剧院第一次

把原汁原味的大型歌剧《卖花姑娘》带到上海

观众面前，成为一代人挥之不去的时代烙印。

已退休的影视舞台美术及展览展示设计

制作工作者焦达还历历在目，1981年5月，上

海第一次设立美国电影周，播放的五部电影

都是斩获大奖的经典。文化广场原党支部副

书记周明钰回忆，当时优秀的剧团、优秀的节

目，都会到文化广场演出，“文化广场就好比

是我的娘家”。

1992年的夏天，文化广场成为了上海临

时的也是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并发行了解

放后第一张股票。5年后，华东地区最大的花

卉交易市场“精文花市”开进了文化广场，其

年销售鲜花约35亿枝，成为上海爱花人、买花

人最常去的地方。

改建重生 文化聚场
2006年，文化广场改建工程启动。2011

年9月23日，作为现代化剧院的上海文化广

场正式落成开幕，与英国GWB公司联合制作

的开幕大戏《极致百老汇》登上崭新的舞台，

开启了上海文化广场作为音乐剧产业标杆剧

场的新起点。上海文化广场改建开业后的11

年间，逐渐形成了“看音乐剧，到上海文化广

场”的品牌形象。来自11个国家的881场演

出，吸引了超过110万人次观演。文化广场在

音乐剧制作品牌上不断“开花结果”，剧院的

艺术追求从“选好戏”晋升为“做好戏”，构建

出更多层次、更强辐射的演艺生态系统。

在上海文化广场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洁看来，文化广场是一片植根于上海的

热土，上海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历史都可以

在文化广场找到验证，而且是上海人民心中

可以去回味、可以去寻找爱、可以看见自己的

一番乐土。

全新的历史墙在上海文化广场二楼环廊

揭幕。基于文化广场70年历史而创的沉浸式

游戏剧场《旧物盒》便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故事始于一位老奶奶遗落在文化广场的旧物

盒，老人生于上世纪30年代，从小住在白尔登

公寓，见证了这一方土地的变迁。在《旧物

盒》的游戏过程中，玩家会在文化广场的各个

区域遇见各个年代的人们，在他们的讲述中

发掘更多文化广场的历史踪迹。今年新开放

的C3空间也将多业态的生机带进了剧院；开

设在C3空间外的全新沉浸式声音剧场《声探

世界》则将艺术实验性探索与浸入式戏剧感

官体验相结合；而即将面向业内业外受众的

B2音乐剧文化研究中心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

展建设中。 本报记者 赵玥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上海图

书馆东馆将于9月28日下午正式开

馆。位于浦东世纪公园边上的这座

建筑犹如一块璞玉，“漂浮”在城市

森林之上，内部空间犹如太湖石般

相互连通。十组来自全球各地的当

代艺术家在东馆室内外创作了多件

场域定制的公共艺术作品，使东馆

成为更开放的文化艺术空间。

9月28日正式开馆后，上图东

馆将开放22个主题阅读服务空间，

以及智慧文创区和散布在各楼层的

团队研讨室、终身学习室、阅读静音

舱，提供全年龄段、普惠均等又兼备

精准化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让

这座可阅读的建筑更有温度。借

阅、展陈、活动和全媒体服务无边界

融合的服务模式为国内图书馆界首

创，传递“阅人、阅城、阅世界”“读

文、读艺、读科技”的阅读意境。

上海图书馆东馆于2017年9月

27日开工建设，2019年9月20日结

构封顶，2021年底完成竣工备案。

上图东馆建筑面积11.5万平方米，

是目前国内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

图书馆，打造激扬智慧、交流创新、

共享包容的“知识交流共同体”，集

图书文献信息资源、科技创新研发

资源、社科智库研究资源、上海地

情研究资源为一体的大阅读时代

智慧复合型图书馆，成为市民乐享

其中的“书房、客厅、工作室”。

开馆大展“真理光芒耀申江

——马克思恩格斯手稿与上海红色

风华展”围绕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传

播与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展出阿姆

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藏马克

思、恩格斯的相关手稿文献及共产

国际代表马林的手稿文献，结合上

图馆藏近现代文献、老照片、唱

片、版画、招贴画等特色馆藏资

源进行相互印证，重点揭示上海

作为党的诞生地红色基因的传

承发展，从红色文献的角度描绘

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

传播前沿重镇的红色风华。同时，

“来自特里尔的问候——卡尔 ·马

克思生平展”正在上海社会科学馆

展出，介绍马克思的思想成长过程

及其理论建树，再现伟人不平凡的

人生轨迹。

馆海文化广场70岁了
海派
城市

 上世纪七十年代

朝鲜平壤歌剧院在

文化广场演出《卖花

姑娘》

 上世纪

五六十年

代可容纳

13000 名观

众的文化

广场

■

改
建
后
的
文
化
广
场

记
者

王
凯

摄

在众多艺术名家和艺术爱好者的
见证下，上海文化广场上周末迎来成
立七十周年特别活动，所有70年来与
文化广场产生过回忆的人们共同庆贺
这一难忘的时刻，在这片被文化滋养
的土地绽放梦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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