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长乐邨是租界时期的建筑!七排洋房"!"#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两到三层的坡顶房!!#$%年"丰子恺和家人搬入这幢小楼"子

恺先生为之取名#日月楼$"一直住到他 !#&$年去世% 如今"&一张纸$阻止了参观者的脚步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 ! !在热播电视剧《领袖》中，女明
星温峥嵘扮演的贺子珍形象给人
留下了深刻印象。

目前，温峥嵘正在山东日照拍
摄电视剧《新渔岛怒潮》，在剧中，
她饰演的巾帼英雄刘三嫂，在胶东
半岛带领渔民和敌人斗智斗勇。有
着红色情结的温峥嵘，希望演活这
个“阿庆嫂”式的人物来向红色经
典致敬。

从《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到

《领袖》中的贺子珍，再到《新渔岛
怒潮》中的刘三嫂，温峥嵘完全颠
覆了以往时尚女性的形象，她走进
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变成了一位
英姿勃勃的女英雄。说起角色转
变，温峥嵘直言自己有着深厚的红
色情结：“我觉得拍摄红色作品，能
让自己的精神升华。我以前不理解
老一代人的吃苦、勤俭和牺牲精
神，好像很遥远。但扮演这些角色
后，我才真正明白了他们的人生

观、价值观。”
温峥嵘说，在海边拍戏很辛

苦，涨潮落潮，剧组常常是追着海
潮拍摄，有时海风袭来，惊涛拍岸，
不仅辛苦甚至还有点恐怖。她说：
“小时候，我看过电影《渔岛怒潮》，
那时的人物比较脸谱化。没想到，
现在自己有机会出演这部戏，我想
尽量把人物演得鲜活立体一些，让
观众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女英
雄。” 本报记者 俞亮鑫

丰子恺家属!四年开放 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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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大门紧闭
丰子恺旧居陈列室位于黄浦区

陕西南路 !"弄 "!号楼上，原先除周
一、周二外，每天从 #$时至 #%时 !$

分均免费对外开放。而现在，弄口的
宣传牌上却贴上了一张纸：“本陈列
室因无法接待，自即日起暂停开放，
敬请理解并相互告知。&$#%年 #$月
#'日。”在 "!号正面入口处，有人在
硬板纸上写了触目的黑色大字：“居
民住宅，谢绝参观，谅解”。下午 %时
许，记者分别在前门与后门'隔壁弄

堂(敲门约半小时，但始终无人应答。
据弄堂口保安透露，#$月上旬

旧居还在开放。关闭前的几天，楼
下人家想了很多办法，甚至还用毯
子遮住大门，以此谢绝参观者。
昨天下午，在丰子恺旧居门口，

本报记者遇见了特地从辽宁盘锦赶
来参观的艺术爱好者李想，他非常
遗憾地告诉记者，自己参观了桐乡
丰子恺纪念馆后意犹未尽，又慕名
来到上海的丰子恺旧居，但不料却
吃了“闭门羹”。

长信"吐槽#

丰子恺旧居在公开信《告丰子
恺艺术爱好者》中写道：“……在

&$#%年的今天，旧居的开放却遭到
楼下某些人百般阻拦，丰家后人对
某些蛮横、出格的行径一忍再忍。丰
家后人自己掏钱做公益，谁料最后
竟却落得如此结果，谁都无法接受
这种事实！……在各级管理部门多
次协调无果的情况下，愤怒、伤心、
无奈、心寒……我们只能告知大家，
近期丰子恺旧居暂停开放，日后具
体安排我们会通过相关渠道进行通
告。请互相转告。”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
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呼吁上海
文化主管部门拿出切实办法来解决
这个难题，“丰子恺‘日月楼’是上海
标志性的文化名片之一，丰氏后人已
出资购下二、三楼辟为公益性质的陈
列室，他们已尽力了。出现这种情况实
在令人遗憾。”香港专栏作家蔡澜在微
博上转发了“上海丰子恺旧居暂时关
闭”的消息，并发出一声叹息：“唉。”许
多网友闻讯后也纷纷表示遗憾。

局面僵持
资料显示，&$#$年，丰子恺后

人花费 !'$万元购回日月楼二层和
三层共 ('平方米，经整修，复原为
“丰子恺故居陈列室”向公众开放，
参观者络绎不绝，在当时成为以“民

办公助”模式（即以群众为主体兴办
各种社会事业" 政府给予一定资金

支持的一种建设模式）保护名人故
居的典型。
记者了解到，楼下居民明确拒

绝参观者入内，为此还曾与参观者
发生过口角，主要理由是参观人流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而另
一方面，丰子恺旧居是免费开放的，
不是盈利性的经营场所，即使有些许
补贴，也根本无法满足楼下居民迁居
或租房的要求。'#文革$前"一楼也是

丰家的房产%丰子恺家属无意出资满

足楼下居民的动迁要求% (楼下居民
与丰家后人的矛盾激化后，双方已
无法坐到一起协商此事了。

"!号内共居住着三户人家，记
者从居委会了解到，其中一户人家
的反对尤其强烈。谈补贴方案时，楼
下居民的要求基本无法满足，动迁
和租赁房屋都需要经济保障，于是
就出现了僵持局面。

各方发声
瑞金二路街道锦江居委会书记

叶建明无奈表示，区文化局和居委
会曾多次协调，但无结果。“楼下居
民不肯坐下来商谈，我们也没办法，
居委会不是法院。参观路线经过公
用面积，三户人家里只要有一户不
肯，就没办法了。我们希望搭建起一
个调解协调的平台。”实际上，从对

外开放至今，丰子恺旧居与楼下居
民的矛盾不断。这栋房子也不太可
能另辟通道直通旧居。
黄浦区文化局副局长朱畅江在

电话里告诉记者，区文化局与丰子
恺旧居属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可配
合街道做好调解工作，但调解居民
矛盾不属于职能范畴。
上海市文物局就此事回复本报

表示，丰子恺旧居的这种开放形式
在上海比较独特，目前还是主要依
靠区里对双方进行调解。“对于暂时
关闭，我们觉得比较遗憾，但相信通
过街道和黄浦区的协调能让事情往
好的方向发展。”

本报记者 乐梦融

免费开放访者众 邻里矛盾由此起

丰子恺旧居陈列室无奈闭门谢客

! ! ! !昨夜，丰子恺的外孙、上海丰子
恺研究会理事长、丰子恺旧居主要
负责人宋雪君先生向记者解释说，
楼下三户人家中，后门邻居 )家的
抗议较激烈，前门邻居尚可相处，还
有一户人家的小屋是长年出租的。
公共面积是指进门到上楼 '步左右
的一块地，尽管已铺设了地毯，但参

观者上楼时，还是会对前门邻居有
些影响，但这是否“扰民”，自己和楼
下邻居各有各的看法。宋雪君说，自
己曾向居委会和文化局表达过退一
步的意思，比如压缩开放时间，仅周
六周日两天开放，但没有得到响应。
“政府相关部门还在努力中，不过重
开的希望相当渺茫。难点在于很难

找到共同点，归根到底还是经济补
偿的问题。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丰老
先生。但我们不想强求政府，也不想
强求楼下邻居，没办法解决就顺其
自然。开放的四年里，要感谢丰子恺
艺术爱好者的支持，这已是一件很
有意义的事情了。”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 ! !由于邻里纠纷等原因! 开放四年
半之久的上海丰子恺旧居近日被迫关
闭" #对参观者说不$的消息在网络和

手机上传开后!很多人感到非常惋惜%

记者昨天下午在事发地了解到! 目前
楼下居民和丰子恺旧居陈列室方面的

矛盾已激化!居委会和文化局介入后!

协商未果!双方处于僵持阶段!难题一
时无法解决"

温峥嵘&告别#时尚$成#英雄$

! ! ! !日前，上海市黄浦区工人文化
宫举办沪语长篇小说《繁花》的评论
会。作家金宇澄来到现场，他一一听
取了十多位普通读者对小说的评
论，并与大家分享创作心得。
今年上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的总编辑郏宗培向黄浦区工人文化
宫书评组推荐了《繁花》，书评组近
半年来多次组织阅读。书友们还自
发撰写评论文章，文化宫从中选出
%"篇评论，辑成评论集。“吃了爸爸
一顿生活”“师傅不响”等地地道道

的上海话，是沪语小说《繁花》的独
特语言。书友们纷纷沿袭《繁花》的
风格来撰写沪语书评，并在评论会
上用上海话念出来。“《繁花》是一本
闲书，适合看白相的……”书友袁茂
华用上海话与金宇澄聊起读书感
受。而其他类似“嘎讪胡”“肚皮里有
货色”“淡刮刮”等地道上海话，也频
繁出现在评论集中。读者们从语言、
情节、写作技巧等方面切入，探讨了
小说的艺术成就。
实习生 陈怡鸣 本报记者 夏琦

金宇澄倾听《繁花》沪语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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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旧居陈列室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