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大世界改建项目进展顺利!将于 !"#$年开门迎客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上世纪 %&年代大世界盛况 图 !"

! ! ! !大世界的大门、圆柱大厅及剧场等主要是
仿西文古典式建筑，主要由 !"根圆柱支撑的
多层六角形奶黄色尖塔构成。主楼分别由 #幢
$层高的建筑群体合璧相连，另有两幢附属建
筑。而内部颇多中国传统形式，是近代娱乐建
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处样本。据了解，作为文
物保护建筑，大世界至今保持着历史原貌，修
缮时外观上也没有一点改动。未来重新展现在
市民面前的，将是一座原汁原味的大世界。
至于改变，上海大世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有关大世界展示设计运营方案征集公告中
描述道：改造后的大世界旨在传播展示非遗文
化、弘扬光大中华文明，使其成为集展示、体

验、传承等功能为一体的文化新地标。眼下，大
世界展陈内容征集已经结束，有 %家国有、外
资、民企企业参加并最后入围方案征集。经专
家评审，相关布展方案还将作进一步优化完
善。具体的展陈内容也尚未确定。
记者获悉，大世界改建项目比较顺利，目

前已完成保护建筑的结构加固、外立面修缮复
原、新建建筑结构土建墙体筑砌及部分配套项
目等建设，整个工程现已进入展示及内装饰建
设阶段。另外，改建还将和毗邻的云南南路美
食街的改造结合起来，向其扩大用地范围，还
使两者具备一定的互动功能，融合成一个“大
世界街区”。“大世界迷们”，拭目以待吧。

! ! ! !上海大世界由沪上大商人黄楚九创办
经营。!&#'年转由上海滩青帮头领黄金荣
经营，当初建的是大游戏场，以游艺杂耍和
南北戏曲、曲艺为其特色，花样翻新，令人
眼花缭乱。其开幕广告就可以证明：大世界
里有花园及屋顶花园、商场、剧场、各种书
场、特别大厦、共和厅、美术界、动物院、弹
子房、中西餐馆、中东名寮、鸳鸯池、金鲤池
与大观楼、四望台、招鹤、题桥、登云各亭并
旋螺阁诸胜；艺术则有小京班与超等女伶
会串京剧，优美社女子文明新剧，日本松旭
斋天左男女大魔术团，大发公司订定特级
之最新电光影戏，天津班男女各种杂耍，宁
波时调文明书、女说书、苏州著名评话反弹
词、滩簧、广东潮州特别焰火；至种种游
戏，则有走线飞船、机器跑马、升高椅、升
高轮、秋千架、各种电光、西洋镜、哈哈镜
等；并蒙诸大文豪设立文虎社，每晚悬挂
灯虎，并有诗钟征联文人游戏，各品射中
及揭晓后，以游券或薄彩车酬，借助雅兴。
大世界的小吃也很有名气，比如双档、

单档、油豆腐线粉汤等。也有不少游客喜欢
自带饭菜，一是省钱，二是便于赶场看戏。
于是带着饭盒游大世界也成了一种风气。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潘高峰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责任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黄 娟2016年1月14日/星期四

焦点 A5

百岁大世界明年重出上海滩
定位非遗展示传承中心 欢迎中外游客来白相

! ! ! !“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这是上世
纪流传的一句话。明年，这句话可能又要流
行了。
昨天下午，市政协 "'!(年优秀提案奖部

分获得者与媒体举行见面会。会上透露，上海
大世界将于 "'!%年，即建成 !''周年时复
业，变身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展演中
心，上海民俗、民风、民间表演等传统文化节
目等，也将在这里展示、演出。“到那时，白天
去‘迪士尼’，晚上逛大世界，有你玩的了。”市
民、游客对此好不期待。

哈哈镜将迎升级版
大世界曾经号称远东第一俱乐部，是上

海最大的室内游乐场，位于西藏南路、延安东
路路口，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年 %

月 !$日建成开张，内设剧场、电影场、书场、
杂耍台、商场、中西餐馆等，活动丰富多彩，
小吃声名远扬。自开张以来，“白相”大世界
一直是上海人和中外游客津津乐道的好地
方。露天场地安装的高空飞船，上下两层、坐
席千余的“乾坤大剧场”，还有让人捧腹不
止的哈哈镜，无不承载着属于老上海的美好
回忆。
“大人带着我去大世界，我就会像过节一

样开心。”今年已经 )'多岁的马老伯至今回
忆起大世界，仍是一脸的向往，他说，老上海
人几乎都去大世界玩过，外地人来沪，最想去
的也是大世界。“印象最深的是哈哈镜，它能
让你变高、变矮、变胖、变瘦……百态千姿，让
人捧腹大笑不止。”据悉，重新开门迎客的大
世界将保留传统的哈哈镜，同时引入现代技
术形成的升级版哈哈镜。

!"年复业呼声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大世界改过名字，叫“人

民游乐场”，!&()年恢复原名。!&%$年又改名
为“上海市青年宫”。!&)!年 !月 "(日，大世
界复业，定名为“大世界游乐中心”，内设“四
大板块”———游乐世界、美食世界、博览世界、
竞技世界。“竞技世界”中的“大世界擂台”及
吉尼斯纪录擂台赛，吸引了各地的游人纷至
沓来。

从 "''#年 (月起，为了修缮，大世界闭
门谢客，这“一关”就是 !#年。曾经的辉煌，如
今已不复存在，中外游客、上海市民慕名而
来，只能远远地遥望“空世界”而叹息。

虽然上海娱乐场所不断增加，大世界曾
经淡出人们的生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烙
印，承载着幸福回忆的上海地标，大世界
并没有被遗忘，有关改建复业的呼声一
直很高，“大世界到底做什么用”的讨论不
绝于耳，设计方案几易其稿。此前还打算作
为上海历史博物馆的馆址。可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大世界仍然空关，复业迎客遥
遥无期。

非遗文化确定入驻
市领导高度重视大世界的复业工作，市

政府召开“大世界”项目的专题会议，并对整
个“大世界”明确定位：以非遗为主题，合理配
置上海、国内、国际资源，同时兼顾民族、民
俗、民间以及公益性的要求。

去年接手大世界改建的黄浦区政府表
示，将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承”的
功能定位，以存续品牌，合理配置非遗、三民
内容，公益性为主的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方
案。黄浦区政府负责成立上海大世界传艺中
心和上海大世界传艺中心理事会。
如此，大世界的用途终于尘埃落定。

! ! !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夫人胡友松! 曾于

#$$%年 %月 !日的一篇口述文字"上海大世界

里的童年记忆#中!这样回顾在大世界里度过的

快乐时光$

"我是 #'('年在上海生的!我跟妈妈生活

了 %年# 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见大人们在上海大

世界里跳$国标%!几乎每个星期我都会跟着妈

妈出入这些大娱乐场所!那里很热闹&那里有我

的很多干妈!我被她们打扮得像洋娃娃一样&我

一出现就有人喊'洋娃娃来了&百乐门里放的都

是上世纪 (&年代的老歌& 偶尔!我也参加募捐

活动!就像(日出)里写的一样!给前方的战士募

捐钱什么的&她们在台上唱!我就手里拎着小篮

子在场里走动& 我长得漂亮! 又被打扮得很洋

气!大家都很喜欢我&

那时候我就盼着自己长大后也能穿和妈妈

一样漂亮的裙子*跳一样的舞& 所以到现在!我也

特别喜欢跳舞& 我想就是受了小时候的影响&

++

到现在! 我的脑子里总有小时候的生活回

忆!那些老歌的旋律*那些大人们在一起跳舞的

场景在我脑海中始终挥散不去! 有时我在路上

走着!脑子里还回响着三十年代歌曲的旋律!脚

底下也情不自禁地会跳两下& 这些也影响了我

现在的心态!我的心态很年轻!尽管我今年已经

%$了!但我从来不把年龄当回事!我就希望快

乐地生活每一天!不去想明天会怎样& ,

著名作家沈寂在%上海大世界&一书中!这

样描绘她的模样$

"大世界周围开设了各种商店'菜馆*布庄*

百货店和糖果铺& 这些店家的前面摆满了各地

特色的吃食摊&附近小马路还有烟馆*赌场和妓

院& 那些店铺门口!各自发出灿烂夺目的灯光!

仿佛众星捧月! 把这上海最大的游乐场点缀成

一座繁华宏丽的迷宫!吸引过往行人!吞噬成千

上万游客& 游客经过收票处!每人凭票赠送-小

囡牌%香烟一包&然后经过两边排着-哈哈镜%的

大走廊!来到备有-空中飞船%的大场地&人们坐

在飞船上!在空中盘旋!飘飘欲仙& 再抬头四望

只见场地的上空!架着双层回廊式的水泥天桥&

弯弯曲曲的桥身!通往大楼各层!层层有两三个

演戏的场子& 每一层楼面和室外的亭台* 假山

前!都有古色古香*牌楼似的华丽装置!并署有

奇趣雅致的美名 -飞阁流月%*-鹤亭听曲%*-瀛

海探奇%*-层楼远眺%等!它们被称为-大世界十

景%& 从-十景%里传出各戏班的锣鼓声*琴弦声

和高唱低哼声&整个-世界%充溢着热闹和喧嚣!

使人们感到身入繁华而庸俗的-仙境%& ,

大世界未来会是什么样？

名人笔下 她的模样 相关链接

曾经的上海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