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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宁宁··

周到

大幕重启 名家云集 大宁剧院 8月回归

大宁这家怀旧小店藏着儿时的上海味道 师生创作墙绘
扮靓老小区

□通讯员 周雨晴

“他们利用休息时间为大家创造一个优
美舒心的环境， 非常感谢。 ” 居住在大宁路
538 弄小区 5 号楼的居民通过居委会向闸北
实验小学的老师、同学表示深切谢意。 居民楼
6楼的墙面进行重新绘画后，居民们都表示楼
道环境更美了。

大宁路 538 弄 5 号楼是一幢加装电梯的
示范楼组，也是家风家训楼，以墙面涂鸦为特
色，但是顶楼的白墙没有融入涂鸦特色中，破
坏了整体的风格。 在楼组长的牵头下，召开了
由楼组居民参加的公共议事会， 商讨解决方
法，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重新涂鸦墙面。

在大宁路街道发展办的支持下，居委会邀
请到了闸北实验小学美术老师和学生执笔，共
同为 5号楼 6楼的空白墙面进行绘画。

放学以后， 闸北实验小学美术老师带着
两名“绘画高手”来到了大宁路 538 弄小区，
在 6楼走廊上画图。 虽然天气炎热，但是老师
和同学们细致认真，注重调色，将墙面绘制得
色彩鲜艳、光彩夺目。 同学们还将侧面的墙刷
了颜色，使得墙面和整个楼道更加美观。

“6 楼的爷爷奶奶都很热心，经常出来问
需不需要用水，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有什么需
要就来找我’， 我被这些小细节所打动了，所
以学生们和我更想把作品完成好。”在绘画的
过程中，6楼的居民时不时就会关心忙得满头
大汗的学生和老师， 这也让前来涂鸦的老师
也十分感动。

闸闸北北实实验验小小学学的的师师生生在在楼楼道道涂涂鸦鸦

□记者 王雪萍

油墩子、绿豆刨冰、香酥鸡、光明可可牛
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款属于自己的儿
时味道。 位于灵石路 851 号的“致童年 弄
堂小吃”，虽然刚开不满一年，但凭借复古
怀旧的装修、正宗的上海味道和品类繁多的
儿时小吃在大宁地区美食榜占据了一席之
地。

小店面积不大，店内只能容纳几张桌子，
很多人都是路过时顺手带几份小吃或饮品，
久而久之也吸引了不少老顾客。 店内的装修
十分复古，墙面上张贴的怀旧海报、写在黑板
上的各类小吃和几张用餐的课桌都代表着店
主史康杰夫妇的童年回忆。

店主史康杰是 80 后， 其妻子盛琼是 90
后，夫妻二人都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说起
开店的初衷，夫妻二人相视一笑：“我们俩都
是吃货， 经常半夜 12 点都会叫上朋友去搜
寻各种小吃。”史康杰告诉记者，自己和妻子
都很喜欢吃各类上海小吃，但是现在越来越
难买到，于是在家经常做给妻子来吃，家里
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不错，便萌生了开店的想
法。

去年 9 月， 史康杰夫妻二人在亲朋好友
的帮助下终于开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将
自己 80、90 的回忆融入到了店面的设计之
中，与店内主打的老上海小吃、老弄堂砂锅、
放学后炸串等美食相得益彰， 主打怀旧复古
风，还有绿豆刨冰、光明可可牛奶等饮品，勾
起童年回忆。

店内的四丝春卷、砂锅双档粉丝汤、香酥
鸡、小馄饨等都很受欢迎，不管是堂食、外卖
销量都不错。 四丝春卷皮薄馅足，里面包了肉
丝、黄芽菜、黑木耳和香菇，比传统的三丝春
卷馅料更丰富。 记者了解到，店内砂锅系列的
汤底都是每天现熬的骨头汤， 春卷和馄饨也
是每天一大早家里的老人现包的， 以此保证
食材的新鲜。

此外， 值得一提的还有店内的油墩子和
炸猪排。 史康杰告诉记者，自己的童年味道就
是油墩子， 放学后咬一口油墩子的味道到现
在还印象深刻。 为了还原儿时的口味，史康杰
特地请了朋友的妈妈“出山”，每天给店里做
一百个油墩子，卖完即止，而炸猪排也是专门
请了一位上海阿姨， 期望能满足大部分人的
口味。

除了现有的小吃外，史康杰表示，还会陆
续推出新的小吃，比如最近店内就在自制、试
吃冷面， 得到亲朋好友和熟识顾客的一致好
评后再推出上线，满足上海人“冬天砂锅、夏
天冷面”的需要。

店内装修风格十分复古

· 地址 ·
灵石路 851 号

· 营业时间 ·
12:00-次日 2:00

· 人均 ·
34 元/人

致童年 弄堂小吃

▲油墩子

“新”形象 “心”服务
迎接复演

“剧场工作人员 4 月份就复工了，大家
一直在积极准备以待复演”， 大宁剧院总经
理说。 据了解，在剧场暂闭的日子里，工作人
员也在不断组织轮岗培训、 舞台技术知识教
学、防疫知识培训等活动，试图以更优质与更
专业的服务， 在复演后带给观众更好的观演
体验。

“关于复演，我们一直是想要将一个连
贯的、丰富多彩的演出季准备好，再和大家见
面。 现在就是时候了。 ”剧院复演后，作为剧
院与观众之间的亲密纽带的场务及票务工作
人员，将穿着“中演院线”统一的全新制服上
岗，用更加饱满的热情、青春与活力和更加积
极向上的工作态度， 为每位观众提供更贴心
的服务，更好地展示剧院的精神风貌。“下半
年剧院的工作重点还是以引进国内院团精品
剧目为主。我们相信防疫工作做好的话，上座
率限制会慢慢放开的， 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走入剧场。 艺术是不少观众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就是把它‘安全’地带
回大家常态化的生活。 ”

艺术“安全”回归
观众安心入场

此次大宁剧院重新开放，防疫工作是重中
之重。 为了让观众安心回到剧场，剧场工作人
员在常态防控、 预约限流等方面做足了准备，
每日都进行台前幕后各处清洁消毒及通风工

作，在演出期间也将确保“一场一消毒”。
剧场恢复开放后，工作人员会对进出剧院

的人员执行严格入场管理。入口处设置红外热
成像仪测温仪， 剧院内定点摆放移动消毒站，
观众进入剧场除了需要佩戴口罩并测量体温
外，还需要出示健康码并进行实名登记，配合
剧院做好复演期间的防疫和人流管理。

为严格遵守《剧院等演出场所恢复开放
疫情防控措施指南》中 30%以内的上座率限
制， 剧场的座位将根据安全距离进行规划开
放。 1115 座的大宁剧院仅出售 334 张演出
票，实行“隔一坐一”的观演方式，确保观众
观演时间隔就座。尽管上座率有所限制，复演
季的前两台演出越剧《西厢记》和沪剧《陆
雅臣卖娘子》仍坚持全场 80 元的高性价比，
让观众“轻松”感受多彩的非遗戏曲文化。

大幕重启
艺术不曾远离

《西厢记》首次提出“愿天下有情的都成
了眷属”的爱情观，歌颂纯真爱情与挣脱封建
礼教桎梏的反抗精神。 8月 2日，由上海越剧
院演绎、 作为大宁剧院复演首台剧目呈现的
《西厢记》，将尊重原著并保留原版越剧的精
髓， 通过原汁原味的江南越韵来演绎中国经
典爱情故事，彰显出世界共通的爱情观念。

“孟丽君”是惊才绝艳、智慧超群的不朽
的艺术形象，其故事也极富传奇色彩。《孟丽
君》这一越剧舞台上的大型宫闱喜剧，将由
上海越剧院红楼团于 9 月 12 日呈现，由表演
艺术家杨婷娜、忻雅琴、王柔桑领衔主演。 同

时，该团还将在 9月 13 日上演越剧舞台上难
得的抒情喜剧《西园记》，由越剧名家、“徐”
“王”派传人———钱惠丽、王志萍、黄慧领衔。
戏迷张先生在剧场还未开票之时就听闻《西
园记》要演出的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剧场确
认时间，“《西园记》这台戏本就不常演，钱、
王两位老师同台更是难得， 已经迫不及待想
坐在观众席了”。

上海沪剧院将带来经典剧目 《雷雨》
《陆雅臣卖娘子》， 前者由名家茅善玉领衔，
陈瑜、 王明达、 朱俭等国家一级演员于 9 月
19 日主演，是戏剧性与音乐性、抒情性与思
想性、可看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后者将由
沪剧院青年演员团于 8 月 8 日呈现， 剧目涵
盖上海早期城乡社会的生活气息和文脉记
忆， 其繁重精彩的唱做表演与脍炙人口的音
乐唱腔，闪耀着恒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值得不

断继承与传扬。
此外， 海派相声开创人金岩， 将于 8 月

15 日领衔《金岩的童话镇》品欢相声会馆经
典专场。作品取材于经典童话和语言故事，在
保留了传统相声表演形式的基础上， 以多元
的“海派相声”融入现代化的题材，用现代的
眼光重新诠释，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创新性。

（图文由大宁剧院提供）

8 月 2 日，越剧《西厢记》将重新回到大宁剧院的舞台，正式拉开 8-9 月剧场复演季的
帷幕。 此次复演季以“文化传承”为主题，汇集 6 台经典作品，囊括越剧、沪剧等非遗戏曲艺
术，以及多元又现代的海派相声；茅善玉、钱惠丽、王志萍三位梅花奖得主云集，新生代徐派
传人杨婷娜、海派相声创始人金岩助力，让经典剧目重返剧场。

越剧《孟丽君》剧照

大大宁宁剧剧院院复复演演海海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