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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明朝隆庆、万历年间，苏
州河航运日益发达，曹氏族人
在苏州河上免费摆渡乡民，
“曹家渡”由此得名。

十九世纪 !"年代，苏州河沿岸兴建
起了货运码头，酒楼、饭馆、茶肆等各类
商号林立，人口迅速增长，形成商业闹市
地段，原有渡口已无法满足需要，建桥呼
声高涨。二十世纪 #"年代后期，曹家渡
桥建成，因桥南有一座道教用于供奉天、
地、水三位官神的神庙，该桥在民间便被
称为“三官堂桥”。新中国成立前，每年都
在这里举办盛大庙会，使三官堂这一地

名声名远扬。
三官堂桥建成后，附近的苏州河沿

岸便形成了繁华热闹的农副产品集贸市
场，一度被冠以“沪西小上海”之名。经历
几次调整搬迁后，三官堂桥市场逐渐形
成以活禽交易为主的集散地，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曾一度成为上海市最大的
活鸡交易市场。现在的“三官堂禽蛋批发
市场”位于曹杨路固川路口，与闻名华东
的铜川水产市场毗邻，不过与三官堂桥
已渐行渐远。

本报记者 叶 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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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招商
“摸着石头过河”

在充满历史斑驳光影的老建筑中，绘画、
设计、开发软件，闲暇时到观景平台小坐，看
水景，吹清风，对岸绿是绿、红是红，小径曲
弯、台阶起伏，好不惬意……在苏州河畔的创
意园区，这是很多设计师的日常工作写照。

走进南苏州路 $%&'号，一栋破旧的建
筑内别有洞天：一楼是各种精美骨瓷的展示
厅，二楼是设计销售中心。上世纪 ("年代，
这里是杜月笙的粮仓，解放后成为一家果品
公司的仓库，%""" 年被改造成创意园区。
%"")年，高端骨瓷品牌“玛戈隆特”的创意总
部入驻。
“刚来时这里很乱，模特经纪、生活用品

等跟创意毫不沾边的公司都‘窝’在园区，苏

州河边的环境脏、杂。”玛戈隆特骨瓷公司管
理人员高颉亲历这几年园区的变迁。
随着玛戈隆特入驻，一批具有相同客户

定位的设计公司也被吸引过来，家居设计公
司、豪华汽车设计公司等纷纷在苏州河畔安
家。“这是苏州河流进市区的第一个创意园
区，也是苏州河畔最早的创意园区，当时人们
更看重高楼大厦的商业价值，由老建筑改造
而来的创意园区不被认同，该怎么建设、运
营、招商，没有人说得清，园区长时间无序经
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上海市创意产
业服务与展示平台有关负责人评价说。
现在，由龙头企业带动整个园区的建设

发展，吸引上下游设计公司入驻，创意氛围渐
浓。“苏州河变清了，两岸也多了很多绿化，许
多其他公司与我们合作，就是因为喜欢这里
的环境。不过，园区周边未完全利用开发，有

一侧很杂乱，希望能进一步改造。”高颉坦言。

突破瓶颈
打造创意品牌

沿苏州河继续走，抵达莫干山路 '"号
*'+创意园区。记者看到，园区内有不少情侣
拍照留影，还有不少来自日本、韩国的游客。
“对公众开放，是*'"的特点。园区一层

大部分为画廊画室，公众可进去参观。”园区
总经理王艺介绍说，这里曾是上海最大的民
族纺织生产基地，后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上海
春明粗纺厂停产。一些艺术家自发聚集在此，
政府适时引导，成立创意园区，主题定位为视
觉艺术。为了保持特色，园区始终抓牢主题业
态。*'"内约 ,'-是画廊和工作室，约 #+-

是各类设计，如平面、产品、服装、建筑，剩余
'-是配套餐饮。

发展至今，*'+也遇到瓶颈。“园区起初
的发展优势是体量大，当空间无法再延伸时，
又该如何发展？我们要使 *'+成为一个远大
于莫干山路 '+号这片地的概念，从做园区转
型到做品牌。”王艺认为，*'+的品牌核心价
值是“艺术、创意、生活”。园区有个叫做“漫生
快活”的展馆内，陈列各种 *'+ 品牌开发出
来的生活创意产品。如今，创意网、文化艺术
中心、小小画家坊等项目都是 *'+的品牌拓
展业务。“我们希望，一个真正有上海特色的
创意品牌能从苏州河畔诞生。”

重在服务
助力草根创意

沿苏州河前行，途经梦清园环保主题公
园，到达位于澳门路 .,,号的“中华 $&$%”文
化创意产业园。“中华 $&$%”前身是中华书局
印刷厂，已有百年历史。园区经营方恢复当时
的英式建筑风貌，保留旧上海的窗户、阳台样
式，吸引了不少年轻“海归”。
“我们从去年初开始招商，现在入住率已

达到 ,"-以上。一开始到这里入驻的往往是
‘光杆司令’，没有市场渠道、没有员工、没有
资金，大多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创意，想成就一
番事业。园区的特色就是提供全方位服务，帮
助这些创意生根发芽。”园区负责人王强说。
园区为创业者提供了各种类型的办公环境，
如微型办公室、工作台、两层高的 /012 等，
还为初创者建设了人才公寓，紧靠办公楼。

位于宜昌路 ,'$号的 3仓创意产业园，
位于苏州河的一个拐角处。滨河平台几百平
米的弹硌路，安放着几套轱辘造型的木质桌
椅，常常有园区的设计师在这里休闲交流。
“这里闹中取静，很受外国人欢迎。”园区负责
人介绍，有外籍设计人员来园区创业。园区除
在租期、租金给予优惠外，多次与街道联系，
想方设法注册成“创意设计公司”。几年来，该
企业由三个人、一间房起步，发展为二十多
人、三间房。

本报记者 叶薇 实习生 张尧 傅卓岑

记者踏访苏州河沿岸各创意园区，发现存在原创力后劲
不足等困扰，亟需从“做园区”向“做品牌”转型———

河畔创意园区切勿步入同质化误区
由废旧仓库、厂

房改建而来的创意
园区，如同一颗颗珍
珠镶嵌在苏州河沿
岸。然而，创意园区
在发展中遭遇诸多
“成长的烦恼”。据统
计，园区文化创意产
值只占上海文化创
意产业产值的不足
十分之一。

近日，记者沿着
苏州河，走访了多个
园区。改造、转型、升
级，沿岸园区正探索
新模式，让创意真正
依河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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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世纪20年代，苏州河沿
岸聚集了大批纺织、面粉、粮油
加工、机械化工等企业，苏州河
的水也因工业污染变得浑浊发

臭。经过几轮治理，河水变清，苏州河成为
上海创意产业的发源地和聚集地。通过改
造，原本破旧的仓库厂房脱胎换骨，吸引了
大批国内外艺术设计工作者入驻，逐渐形
成一个个创意园区。

作为上海的母亲河，苏州河蕴含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它应该成为上海的创意

之源。沿岸园区正努力摆脱“二房东”的尴
尬身份，开始新一轮转型升级，不再以造园
招租为主，而是从开发投资转向集成运营，
以服务提升园区价值。但不可否认，苏州河
尚未形成核心概念鲜明的产业体系。

走访中记者发现，苏州河沿线仍有不
少废弃的建筑无人开发、无人经营，阻断了
现有创意园区的延伸和拓展，沿河步道尚
未完全打通，有的园区“戒备森严”，妨碍市
民近距离感受创意文化。

本报记者 叶薇

! ! ! !拥有苏州河%$公里岸线资源，拥
有苏州河畔近现代工业文明遗存%+

余处，普陀是拥有苏州河城市河段、
河岸与河湾最长、最多的区。九曲十
八湾，湾湾有第一，中国最早的纺织、
面粉、火柴三大轻工业都诞生于此。

据上海市创意展示与服务平台
初步统计，苏州河两岸的创意园区共
有$.家，其中普陀就占了!家。结合工
业布局调整和历史建筑保护，普陀区
大力推动创意文化产业发展，*'+、
天地、景源、3仓、创意金沙谷等!家总
面积%+万平方米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已成为普陀区的文化名片。

根据规划，未来'年，普陀将围绕
苏州河沿岸开发完善发展空间布局，
打造上海西部新兴商贸科技区。其
中，“一河五区”是重要载体“一河”即

苏州河，深入挖掘滨河文化，以文化
创意、专业服务功能为主，积极打造
“苏州河十八湾”品牌旅游项目；“五
区”则包括长风生态商务区、真如城
市副中心、中环商贸区、长寿商业商
务区以及桃浦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记者获悉，普陀区计划建设“苏
州河博物馆”，反映苏州河历史、城区
发展史、民族工业发展史，收集和保
存分散的工业文化遗存。同时，建成
工业遗址博览园、成龙电影艺术馆、
动漫游戏展示馆等“一园十馆”，形成
以专业性博物馆所为主、小型博物馆
为辅的博物馆走廊。苏州河沿岸压缩
机厂、绢纺厂、纺织公司等)家企业的
近'万平方米用地，有望改造成商业
设施、创意产业园区和商办楼宇等。

本报记者 叶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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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河应成为创意之源

庙会·“小上海”·鸡市场
———三官堂桥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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