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www.xinminweekly.com.cn

而起的高楼大厦中，美琪大戏院渐渐显得不那么耀眼。

为了让上海曾经最具代表性的剧院重获新生，2010 年美琪

大戏院停止了演出，一年后政府专项拨款 2500 万元，开始了其

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改造修缮。经过不断地调查研究

和方案调整，从原本打算“推倒重建”，到实现“保护性重建”，

2016 年，美琪大戏院以全新的面貌回归公众视野。

如今，踏入美琪大戏院的大门，便是与历史的一次邂逅。

戏院门厅的地面上，米色背景与紫罗兰色放射线条组成了一个

向外扩散的同心圆图案。记者从美琪大戏院了解到，这正是

1941 年戏院落成时的原本图案，是在此次改造修缮过程中偶然

发现的。

近 80 年峥嵘岁月，犹如白驹过隙，但美琪大戏院依然坚定

地矗立在上海最繁华的闹市区。如今的它是上海市演出大型歌

剧、芭蕾舞剧、音乐舞蹈的主要综合性高档剧场，也是国内外

文化交流的主要演出场所之一。而其承载的历史，彰显的文化，

依旧令人浮想，叫人迷思。

民族之魂，璀璨荣光

上海，因水而兴。静静流淌了数百年的苏州河，养育了一

代又一代上海人。苏州河在静安区的一段有一个美丽的称呼——

“苏河湾”。这里是上海民族工业的发源地、发祥地，至今仍

保留着城市发展演进历程中的闪亮记忆。

张众告诉记者，自从两区合并之后，新静安有了有别于其

他区的空间特点，即“一河两岸”和“中西合璧”。“苏河湾

南北沿岸历史资源丰富，是一条多层次、多角度展现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深厚底蕴的景观水岸。” 

2018 年 5 月，北苏州路 470 号大院内，一座历史老建筑悄

然卸掉了外部的脚手架，露出了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真容。这

幢建筑落成于 1916 年，比外滩不少落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建筑都要“年迈”。它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的“商业首脑机关”——

上海总商会旧址。

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年久失修，这座建筑损坏严重，显

上海总商会旧址。摄影 /沈琳

上海总商会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