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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7文娱

! ! ! !离外白渡桥不远的苏州河和
黄浦江交汇处，有一幢具有 !"多年
历史的巍峨建筑，即当年被称为
“远东第一公寓”的河滨大楼（见上
图），这里是当年犹太难民来沪避
难的第一落脚点，是英美一些电影
公司的办事处，是许多影视片的拍
摄地，也是一些文化名人的聚集地
……每逢周六在《上海故事》栏目
播出的纪录片《河滨大楼往事》讲
述了这幢老建筑的“前世今生”。

凝集历史风云
昨天，记者采访了在纪录片中

讲述这段历史故事的作家作者徐
策。他说，河滨大楼堪称一部浓缩的
近代史，许多历史烟云在这聚聚散
散，许多史书或教科书上的事件、人
物和场景在此出现。鲁迅先生会见
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远东会
议的代表瓦杨·古久里时拍摄的大
幅黑白照片就在于此。#$%!年，进
入上海的犹太难民中的大部分人曾
下榻于此，这里一度成为接待犹太
难民的地方。解放前居住在这楼里
的大多是外国侨民，解放后有不少
是南下干部、社会名流、艺术家。可
以说，河滨大楼既是悲喜交集、瑰丽
多变的历史长廊，又是一宗活生生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
作为这幢大楼的居民，他酝酿多年，
以此为视角写下了长篇小说《魔

都》和《上海霓虹》。
上海音像资料馆研究员张景

岳说，抗战前，河滨大楼就是美国
好莱坞几大电影公司在中国设立
的办事处，比如哥伦比亚、米高梅、
雷电华、联美和美国电影协会等，
还有联合国救济总署也在这个大
楼里。“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
大楼内的欧美侨民感到居住在苏
州河北已不安全并纷纷撤离。于
是，河滨大楼渐渐空了，建造河滨
大楼的沙逊同意拿出这幢大楼来
接待陆续抵沪的犹太难民。从 #$%&

年 !月到 '$("年 )月，共有 *+,""

多名犹太难民先后从欧洲到达上
海。他们在外滩海关码头下岸，再
上卡车朝北驶去，离的最近的就是
河滨大楼。由此，河滨大楼就成为
犹太难民的第一接待所，有数百难
民还在大楼内居住了数月半载。这
段历史见证了上海的城市胸怀。

苏河经典标志
在一些老上海人的记忆中，这

幢拥有游泳池的八层大楼充满了传
奇色彩。从大楼远望，就是外滩万国
建筑群。当年，每当夜幕降临，华灯
初上，这里的大楼居民就会远望数
灯：“海关大钟点灯了，国际饭店顶
灯亮了……”河滨大楼与邮政局大
楼、上海大厦等标志性建筑相邻，共
同组成了苏州河边的风景线，也是
上海最早的“水景住宅”。这里的孩
子是在苏州河的汽笛声和海关大钟
的报时钟声陪伴下长大的。

改革开放后，作为苏州河经典
标志的河滨大楼成了很多影视剧的
取景地。从《蛙女》开始，影视剧《姨妈
的后现代生活》《何以笙箫默》《蜗居》
《周末情人》《纽约童话》等先后在此
取景拍摄，周润发、斯琴高娃、王志文
等分别在此走进镜头。居民范燕华回
忆道，她家还有幸成了演员们的休息
室，斯琴高娃最喜欢吃的就是上海人
的馄饨，还和他家成了好朋友。
上海越剧院的著名丑角魏小云

是大楼居民，她和袁雪芬、范瑞娟共
同主演的《梁祝》《祥林嫂》《追鱼》等
家喻户晓。其女儿商菱果回忆说，
范瑞娟、傅全香等越剧姐妹也常来
河滨大楼玩。
河滨大楼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

筑，也是承载了厚重历史的一幢建
筑，许多历史风云在此汇聚，华洋杂
处，中西文化交汇，它见证了历史沧
桑和社会变迁，这是一本值得阅读
的上海老建筑。本报记者 俞亮鑫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

上荧屏

又讯（记者俞亮鑫）'*集“中国
古典园林艺术”系列节目，将从 &月
'日起在艺术人文频道播出，这部纪
录片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
美学价值、历史价值和造园艺术。
《今晚我们聊建筑》栏目推出的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系列节目通过
对各名园的介绍，使观众感受北方
园林之壮美和江南园林之秀丽。

你知道犹太难民来沪“第一落脚点”在哪里吗？

《河滨大楼往事》讲述
老建筑厚重历史

! ! ! !本报讯 由亚细亚美术协会主
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
馆、日本文化厅、日本东京都等协
办，第 +%届亚细亚现代美术展将
于 &月 *日至 &日 !日在日本东
京都美术馆举办。

本次美术展由亚洲地区')个

国家及地区参展，展出近'"""件作
品，中国将有%)件作品参加展出。本
次中国参展有)名书画家获奖，其中
吕忠平获亚洲艺术奖，刘洁、郑美
秋、徐谷甫、朱晓鸿获亚细亚美协
国际奖，崔凤华获三友国际文化投
资财团特别奖。 -吴建平.

第 !"届亚细亚现代美术展将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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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如何打造
公共文化服务这
张名片并不断提
高服务效能？鼓励

社会力量加盟社区文化建设、文化产品从线下到线
上、配送服务也在不断精准化并向四级村居延伸
……在文化部昨日召开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
现场经验交流会中，全国各地文化工作者实地考察
了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
市群艺馆等地。

社会力量介入 社区更精彩
五里桥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主任张炜玮介绍，亲子

活动的“周末全家一起来”品牌项目；由文化名人和知
名出版社荐书的“移动书格”；每周末好戏演不停的
“虹舞台”都备受当地居民青睐。

本市逐步推进全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社会化、
专业化的管理方式。*,#+年，五里桥街道通过公开招
投标方式，引入上海左邻右舍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进行“完全托管”。专业的管理运作下也提升充实
了社区志愿者队伍。不仅吸纳区域内更多文化艺术
专业工作者担任老百姓的老师，还鼓励家长盘活身边
的资源。

文化云上线 操作更便捷
具有活动订票、艺术导赏、课程体验、演出查询

等功能的“文化上海云”作为申城公共文化资源的一
站式服务 /00，正为百姓打造出愈发精彩的云上生
活。文化云的线上预订线下兑票已成为公共文化服
务活动的基本运作模式。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主任
叶笑樱回忆：“以前为了领到热门活动的票，很多老
人 )点就来排队，拿不到还埋怨我们藏票。”如今票
放到网上，老人不用很早来排队，年轻人也能享受便
捷，而且跨区域观演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文化上海云”的力量与日俱增。去年，其在互联

网上发布公共文化活动信息 #*,!)!场，服务人次达
#+&)万。其中，上海国际艺术节的 %万张公益性演
出票全部通过云平台预订；中国国际青年艺术周，把
云平台作为官方网络推广平台，活动服务人次达 *,

万，覆盖人群超 ),万，是上一年的 +1)倍。背后产生
的大数据也让公共文化服务愈发了解百姓所需。

四级配送集市 服务更精准
昨日，一场线下的“配送集市”在市群艺馆火热

进行，自然力研究院、朱宗庆打击乐等 +%家社会主
体来“摆摊”，+,,位各级配送机构人员“逛集市”，
',,余位市民前来交流体验。这是上海市东方配送中心第二次举办供需
精准对接的配送交流展示活动，也是为 '+,个村居的第四级公共文化配
送征集产品，活动现场“观众们”逛好展台、与“摊主”聊完天，再去多功能
厅看一场配送产品的文艺演出后，就开始认真地填写合作意向书和点单
意向书了……现场搭台的上海如意越剧团团长童丽君表示，相比市区，很
多郊远市民都是铁杆戏迷，只是来市区看一次戏太不方便，“今天好几家
单位主动留下联系方式，未来我们要将自己的越剧送到那些住得偏远的
老年人的家门口”。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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