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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被纳入“十三五规划”环人民广场演艺活
力区的大世界，在 !""#年非典期间闭门谢客
十余年后，将于今年底重新试营业，定位为“非
遗活态传承中心”———既传承了其当年多种
戏曲艺术来沪“跑码头”的历史个性，也顺应了
当下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集体热望。

一票通行的!文化码头"

大世界从 $%$&年建立到 !'世纪前，始
终是人头攒动的平民乐园。尤其是在早期，所
谓“全国艺人都到上海来跑码头”中的“码
头”，指的就是大世界里大大小小的舞台———
能在这里唱红、演红的艺人，才能成为角儿。
因而，这里也是见证海派文化诞生、酝酿、成
熟的地方。

据《大世界———综合性文化娱乐场的经
营之道》一书的作者、上戏副教授沈亮所述，
当时经常在此上演的就有京、昆、越、沪、淮、评
弹、大鼓等，另外，还有东北蹦蹦戏、皖南花鼓
戏和福建采茶戏这样的地方小剧种。最为重
要的是，沪剧、越剧和滑稽戏———这些如今具
有上海特征的戏曲、曲艺，都是在大世界里成
长起来的。加之，每天同时在各个舞台不间断
上演的各类演出都采取一票制，价格还低于电
影票，更是成为平民百姓休闲的首选。

因而，大世界不仅仅是现代戏剧发展的
见证者，也始终是健康向上的百姓游乐园。
'%()年上海社会局的官方调查表明，大世界
每天售票 &"""张。根据档案馆资料的统计数
据，当时几乎每年累计游客量都在 #)*万以
上，亦即日平均游客量逾 '万。直至上世纪 +,

年代至 %"年代中期，上海大世界每天游客依
然爆棚。在 '%%*年 *月 '日劳动节，大世界创
下了 !万余人次游客的纪录。同年调查，上海
市民中有 +"!的人都去过大世界……

!复苏"非遗的活态传承
基于大世界的文脉，以及当今戏曲已经

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活态
传承非遗，又成为当今重续优秀传统文化的
捷径。市领导始终坚持重新开业后的大世界，
应该在弘扬传统文化回归的同时，继续成为
丰富百姓生活的亮点。

目前，由黄浦区来主抓大世界的重新开
业工程，并被纳入了“环人民广场演艺活力区
建设的首批 '!项任务清单”，将于今年年底
完成并投入对外试运营。未来，重新开放后的
大世界将联动天蟾逸夫舞台、东方艺术中心
等公共文化空间，共同打造“地方戏曲展演中
心”。围绕戏曲，还将拓展到非遗表演、展示、
传授等方向，综合布局。最终形成民间、民俗
文化形态展示传承的定位，打造成大众走近
和知晓非遗，感受和体验传统文化的大空间。

近年来，几届市政协委员都十分关注这
项工程，多次提交多份提案。今年由对外友好
委员会主任道书明委员提交的《尽快让上海
大世界游乐场复业》提案得到市政协高度重
视。市政协委员的积极呼吁，也加快了大世界
重新开业的步伐。

紧锣密鼓的保护修缮
黄浦区官方还没有最终明确大世界将于

哪一天重启大门。据承建保护与修缮工程的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透露，将于今年 '!月 !+

日试营业，正式营业要到明年 &月大世界建
成 '""周年之际再全新复出。保护与修缮工
程的主要目标，也是修旧如旧，保持原貌。

位于西藏南路、延安东路交叉口的大世
界曾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东方之门”，占地面
积约 *&("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面积约为
'!''!平方米。'%+%年上海大世界主体建筑
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优秀近代
保护建筑”。依据《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保护
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要
求，大世界主体列为第三类历史保护建筑。在
原建筑立面和结构体系不变的情况下，首先
依据历史资料修缮恢复原建筑的立面形式；
其次，加固原有结构体系；再者，根据业主使
用要求，适当改造内部平面布局。目前，工程
建设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

首席记者 朱光

市政协部分委员实地考察

大世界
12月28日试运营
! ! !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 实习生 何嘉
玮）记者从日前市政协组织的部分委员赴黄
浦区、长宁区开展“提高公共文化场馆建设
和运营水平”专题实地考察活动中获悉，已
经停业 '#年的上海“大世界”，将于今年 '!

月 !+日以“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的新身份复业，重新向市民开放，重点围绕
非遗表演、展示、传授等内容，通过各种表现
形式和技术手段，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民族、民间、民俗”文化形态展示传承的主
题定位，力争把“大世界”打造成大众走近和
知晓非遗，感受和体验传统文化的大空间。

! ! ! !上海母亲河———黄浦江，正在
打造世界级滨水区。到明年底，将基
本实现黄浦江两岸从杨浦大桥到徐
浦大桥总共 (*公里公共空间的贯
通开放。这 (*公里公共空间该如何
建设才更好？近日，市政协围绕这一
专题进行年末考察，其一大亮点是两
岸将一些工业遗存打造成汇集国内
外顶尖文化艺术、时尚设计的文化
场馆，引起了市政协委员们的关心。
在河流滨水区，利用丰富的历

史文化遗存留住记忆，激活人气，打
造时尚，带动文化产业，伦敦泰晤士
河是如此，巴黎塞纳河也如此，上海
同样不例外。
上海正在打造人文之城，作为

一座走在时尚前沿的城市，文化基
因决定了它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态
度。如在西岸文化走廊上，龙美术
馆、余德耀美术馆、星美术馆等一批

场馆都坐落在百年老厂中。水泥厂
旧址，将打造迄今为止最大的中美
文化合作项目“东方梦工厂”，当年
搅拌水泥骨料的预均化库已改造成
穹顶剧场。上海飞机制造厂飞机库
成了宽敞的余德耀美术馆。塔吊演
艺广场、油罐艺术公园、盾构“源点”
雕塑等，都在诉说着一段段历史故
事。许多历史旧址、百年老厂、废旧
码头正在改造成剧场、展馆、图书
馆、娱乐场等文化设施。
浦江两岸历史遗存很多，有外

滩建筑群、吴淞炮台、杨树浦水厂、
“江南制造”旧址等，许多革命者在

此起航出国寻求真理……如果没有
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漫步在滨江大
道纵然有绿草如茵、华灯璀璨，也将
会索然无味。
正在编制的《上海市城市总体

规划（!"')-!,(,）》明确指出，将推
进黄浦江两岸、苏州河沿线、环人民
广场等重点文化集聚区建设。可见，
沿江、沿河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承载了城市的沧桑变迁，都是上海
未来的文化集聚区。但与黄浦江相
比，资历更老的苏州河沿岸目前还
面临着公共空间分割破碎的困境，
岸线没有贯通，不少河段被加油站、

垃圾码头、学校、仓库、住宅小区所
占领，散步的市民没走多远就会遭
遇死路。有政协委员统计，在全长近
$&公里的苏州河中心城区段，西岸
$)处、南岸有 !*处被阻断。如何还
河于大众，打造两岸文化集聚区值
得思考。要把沿河的外白渡桥、四
行仓库等历史文化景点串成“珍
珠”，河流就是不可缺少的贯穿线，
由此才能形成文化走廊、艺术群落
和休闲之地，变成广大市民可视、可
听、可游、可体验、可互动的文化魅
力空间。这一点，苏州河应该向黄浦
江学习。

除黄浦江、苏州河外，上海许多
马路也有众多历史文化遗存有待开
发利用。如三年前被命名为中国历
史文化名街的陕西北路，沿街就有
!$处名门旧居，如宋家老宅、马勒
公寓、西摩别墅、何东公馆等，但如
今对游人开放的没有一处。静安区
只能在这条名街外另设展示咨询中
心供人看看图片、翻翻资料。如果能
让游人真正走近这些历史文化建
筑，将大大提升这条历史文化名街
的人气。这一点，陕西北路应该学学
多伦路、武康路。同样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街，确实没理由让众多历史文
化遗迹藏在深处。

如何让历史文化遗存“活”起
来，这是一篇“大文章”。对此，黄浦
江已显出上海作为国际文化大都市
的示范效应，但打造人文之城不局
限于黄浦江畔。 本报记者 俞亮鑫

让历史文化遗存!活"起来

浦江两岸建世界级滨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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