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 ）昨天下午，正
在试运营中的南京西路 !"#号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收到了来自影
星成龙捐赠的礼物———二战时期的上海路
灯，及其复制品。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
物馆作为全面收藏、保护、研究、展示上海
城市发展史和革命斗争史的地志性博物
馆，一直以来广泛征集各类与上海有关的
文物、文献和重要史料。"$$%年，成龙在美
国洛杉矶拍摄影片期间，意外邂逅了一批
样式奇特的路灯，他每天开车经过店门口，
看着它们就很特别，感到十分亲切，终于有
一天，他走进了店里。这是一家台湾人开的
古董店，通过和老板喝茶聊天，得知这些路
灯二战期间站立在上海苏州河以南街头，

于是成龙以每盏 &'$$美元到 ('$$美元的
价格把路灯全部购入，运到香港。他请专门
的工匠来修，“是紫檀木的地方就用紫檀
木，是红木的地方就用红木，可是修好了，
放在哪里又成了问题。”成龙说。)$&!年，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新馆建设过程中，机缘巧
合，促成了老灯与上海的“重逢”。“我想它
们终于可以回家了，落叶归根。”

成龙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的一盏
修复的老灯原件和六盏复制件均将安装在
新馆庭院内，作为历史博物馆的绿地景观
供市民和游客参观。这种老式路灯，曾经是
上海城市的一部分，历经岁月沉浮，世事迁
转，它又漂洋过海地回到了故乡，并在博物
馆永远地安下了家，有助于唤起上海市民
对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成龙爱收藏，他希望能给自己的收藏
找到好的归宿，多次将收藏捐赠给各家博
物馆。

! ! ! !本报讯（记者 孙佳音）她是最早涉
及青少年早恋题材的电影导演，她的
“青春三部曲”，深深地影响着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年轻人。"$&!年 "月，第四代
导演的重要成员之一、上海电影厂导演

史蜀君在上海因病抢救无效去世，享年
%%岁。当时她要求不举行告别仪式。昨
天，她在自己参与设计的福寿园人文纪
念馆前，在亲朋的陪伴下，静静睡下，安
然入土。

史蜀君 &*+* 年 ! 月 "! 日生于重
庆，毕业于中戏，&*,$年代相继拍出《女
大学生宿舍》（&*,+）《失踪的女中学生》
（&*,!）《庭院深深》（&*,*）等作品，尤其
是她的的“青春三部曲”———《女大学生宿
舍》《失踪的女中学生》和《夏日的期待》，
曾深深地影响了上世纪 ,$年代的中国银
幕。可以说，史蜀君是华语青春片、大陆琼
瑶片、女性电影的重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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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周末，从寒风中钻进番
禺路邬达克旧居，霍然间，被
一股学习建筑文化的热情所
感染———近百名市民挨挨挤
挤地坐满了三楼的多功能厅，
只留下一条容人侧身才能通
过的走道，还有十几位后来的
年轻人，虽然没有了椅子，但
获得了前排席地而坐的待遇
……
这一天，同济大学教授左

琰在这里破解上海三大经典
建筑中不为人知的“密码”。这
场名为“邬达克建筑的装饰语
言”讲座，开始前一个小时，报
名者就已络绎不绝地来到现
场，只为听讲时有个好角度。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没想到
慕名而来的建筑爱好者人数
大大超过了预计，于是就有了
上文热闹的场面。

这些年通过每年举办的
“上海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
月”，市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
了邬达克这位上世纪 +$年代
旅沪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
筑师。这次的讲座之所以能吸
引到这么多观众冒着严寒而
来，主要还是冲着邬达克在上
海的三个代表作———国际饭
店、大光明电影院和吴同文住

宅（绿房子）背后的故事。尤其是大光明电影院，正是凭
借“大光明”带有表现主义色彩的白色外衣，邬达克重
新登上了现代建筑的国际舞台。
在从设计风格的角度讲解了上海三大经典建筑之

后，左琰教授介绍道，在大光明电影院和吴同文住宅
中，邬达克留下了一些奇特的抽象装饰符号，仿佛某种
暗藏深意的外来文字一般，被称作“邬达克密码”。譬
如，大光明电影院大厅中，黄黑格子相间的大理石地面
上嵌入了多个奇特的装饰符号。“对此，学界说法不一，
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藏匿着建筑师的名字 -./.012/3，
而另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的几何形态中包含着邬达克
姓名的左右结构、汉字的上下结构以及匈牙利国旗的
双十字图案等要素。”左琰教授说，这类手法在吴同文
住宅中也得到了相似的运用。
左琰教授说现在大光明电影院底层还能看到这些

奇特的装饰符号，“或许这是建筑师隐晦纠结的内心独
白，抑或是为作品留下的特殊签名，这些都随着时间的
推移都变得遥远而神秘，一切都自待后人去猜想吧。”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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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蜀君导演长眠福寿园

! ! ! ! 上博日前将一场高
水平的讲座开进五里桥
社区，凛冽的寒风没能阻
拦听众热情的脚步，场馆
内座无虚席。不同于去上
博的严肃，到社区聆听的
感受更加亲切，而这只是
上博进社区大刀阔斧改
革的初次试水，未来还要
结合不同社区做个性化项
目，如银发文化之旅、社区博
物亲子活动，教市民从自行
车、床单等物品的考古学角度讲
述家族史等。

一小时名额抢光

借山西壁画在上博展出的热度，上
博请本馆和山西省博物院、洛阳古代艺
术博物馆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一流
博物馆和高校的专家学者在沪开办系列
壁画讲座，除小部分在上海博物馆学术
报告厅举办外，大部分都“落户”五里桥
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的影剧院。一流的文
化资源零距离、零条件进社区，五里桥街
道居民福气不浅。

到场的上博教育部主任陈曾路坦诚
地说，上博 !月开始大修，一期工程将持
续到 )$&,年底，转移阵地有暂时外借场
地的客观原因，但更多的是主观因素，
“其实可以找的地方挺多的，但最终我们
选择了进社区。”他说，上博做社区活动
有超过 )$年历史，但近年来一直在思考
转变，如何让一流的博物馆资源更好地

服务社区，这次是个很好的契机。
近水楼台先得月，五里桥这次获得

了 +$4的定向名额。五里桥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主任张炜玮说：“报名踊跃！一个
多小时内名额全部抢光，还有人打电话
或上门来问能不能再约，有的还想先拿
到后几场的票。”

银发族追梦可期

上博进社区改革有一揽子计划。一
直以来，陈曾路思考的是，社区更是博物
馆服务的“前线”。“一来博物馆无法容纳
大量的观众，二来有些观众如老人和残
障人士，到馆参观也有实际困难，而上海
历史文脉方面的展览，在社区展出的效
果会更好。”

对银发族，陈曾路有独到的观察。
“上海的银发族对文化产品有很强的
需求，一方面大部分人的经济状况还
不错，也不需要太操心子女，时间
充裕，不少人有强烈的自我实现
的愿望。同时，丰富的人生阅历也
让他们对文化作品的理解力更
强。”
他的观点在张炜玮那里得到

印证。她说，社区举办文化导赏项
目时，很多老年人边听边做记录。
社区开办了 %$门课程，很多老人

早上 ! 点半就来排队报
名。“老人学习热情高涨，
说明社会进步，他们生活
无忧，才会去追寻年青时
无法实现的梦想。”

留得住社区!乡愁"

从以往的经验中，张炜玮敏锐地感
觉到，与上博的“联姻”将大大提升社区
居民对本地区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去年
我们做过一次五里桥工业文明展，其中
有一项微旅游活动，消息上线后 )个小
时，报名人数多达几千人。有人说‘我父
母当年就在五里桥一家工厂，这里有我
大把的童年时光。希望这样的活动你们
多办点’。”
“这是乡愁的共鸣，寻根的渴求。”张

炜炜说，社区无力将乡愁文化挖掘得这
么深，上博平台的落地让这个梦想变得
触手可及。陈曾路说，上博有些资源与社
区息息相关。如“五里桥”由明朝嘉靖年
间上海士绅顾从礼出资修筑，这也是五
里桥地名的由来，而他墓葬的发掘及文
物的保存均归属上博，提供这样的展览
可谓众望所归。 首席记者 姜燕

上博大修工期长 转移阵地进社区

看“街道博物馆”哈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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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路灯亮了

! 成龙捐赠的二战时期的上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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