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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京京西西路路··

专题

当人们走在升平居民区，映入眼帘的是高楼大厦与各色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交织
的奇特风景，既给人带来家乡一般的熟悉亲切，又焕发出一种藏在历史面纱下的神秘
感，不由让人想走近、阅读、了解……

一对“姊妹”楼
见证时代变迁

包括章骋宇在内，很多人都对“升平”
这个美丽的名字情有独钟。

升平居民区得名于升平街， 这条西起
茂名北路的小马路长不到 200 米， 东端隐
没在古朴清幽的升平小区之中。 升平街建
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原名 “昇平街”，
1966 年就拟改为“升平街”，但因故未改，
直到 1985 年， 终于改为了如今的 “升平
街”。 升平街仅宽 8.8 米，为沥青混凝土路
面，两侧植有悬铃木。 经过 90 年代以来数
次旧房改造， 现在街边建筑既有砖木结构
的独栋洋楼，又有仿新式里弄住宅，还有不
少改建后的新住宅楼。 漫步其中，有一种徜
徉在历史长河之中的独特感觉。

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建筑之中，升
平街 45 号和 65 号这对“姊妹楼”格外引
人注目。“八边形”的转角、“钟罩形”的房
顶和红砖红瓦清砖外墙显得“卓尔不群”，
大门门廊、 装饰与百叶门窗历经岁月却保
存完好，与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地砖一同，见
证着桑田沧海、兴衰迭起。 网传这对“姊妹
楼”曾是浙江长兴煤矿某股东的产业，上海
解放后成为当时《劳动报》用房，几经曲折
后最终成为民居。 这里还住着几十户居民，
大家对这两栋楼房都有着很深的感情。 如
今，“姊妹楼”旁的树木郁郁葱葱，阳光穿

过树叶洒下来，地上的斑驳，仿佛都是历史
的倒影。

随着时代的变迁，升平街 65 号由于居
住空间狭小、住户多等原因，楼前的庭院里
长满杂草，楼道内堆满了杂物，很多居民感
到非常惋惜。

好在， 近年来， 南京西路街道在开展
“星级楼组”评比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居民
自治共治，主动“听民声”“聚民智”“凝民
心”，让居民们自己“做主”，清理了楼道、
明确了行为规范。 此外还成立“绿色志愿
队”，一起动手对楼前小院的“杂草园”进
行了清理， 在院子里种满了四季常青的植
物，墙面也“爬”满了爬藤月季花。 在社区
单位上海国际集团的支持下，升平街 65 号
还安装了楼组宣传公告栏， 设计并悬挂了
“国际·月季苑”的楼组 LOGO。就这样，经
过社区各方的“共建共治”，升平街 65 号
完成了从“杂草园”到“月季苑”的“华丽
转身”。

品读甲秀里
传承红色基因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 这句诗
摘自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烈士 1928 年的
诗作《偶感》，诗中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扑面
而来， 凝聚纸上。 从升平街漫步至茂名北
路，便能行至茂名北路 120 弄 7 号甲秀里。

1924 年 6 月， 杨开慧和母亲携带毛岸英、
毛岸青来到上海， 与毛主席寓居于茂名北
路 120弄 7号甲秀里。 毛主席一生中多次
来到上海，而甲秀里，是他在上海居住时间
最长的居所。 漫步其中，一楼前厢房曾用作
毛主席和杨开慧的卧室兼书房， 后厢房是
杨开慧母亲的房间， 客堂则是一家人吃饭
和会客的地方，四顾皆是满满的生活气息。

甲秀里如今成为了毛泽东旧居陈列
馆。 陈列馆建筑面积约 576 平方米，1999
年 12月 26 日开馆， 由静安区文物史料馆
管理。 经过多次修缮，陈列馆还原了建筑本
体风貌，还运用图、文、物互融并举的详实
展陈，以及声、光、电、影像等互动手段，为
人们带来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的
精神洗礼。

今年国庆期间， 为进一步发挥上海毛
泽东旧居陈列馆存史、资政、育人的爱国主
义宣教功能，把静安的红色历史保护好、红
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
传承好，根据上海市委“四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提出的“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
源”的精神，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进行闭
馆提升，目前已恢复对外开放。 本次提升过
程中， 新增展陈了一批珍贵的实物和专题
史料， 并对展馆功能和参观路线进行了优
化和完善。

以名人为邻
传承社区文化

章骋宇的奶奶是个“体育迷”，兴趣涵
盖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说起乒乓球，
她立马就能如数家珍地报出一长串名字，
男运动员有庄则栋、徐寅生等，女运动员里

她最喜爱的就是“女削球手”郑敏之了。 奶
奶说，从前只能在收音机的讯号里“听”郑
敏之打球，大部分要靠“脑补”。

来到街道工作后，章骋宇才知道，那个
60 年代的“国手”、曾任国家乒乓球队总
教练的郑敏之竟然刚巧就居住在升平居民
区。 郑敏之自幼生长在上海，求学于上海静
安区中心小学、培英中学。 1958 年入选上
海市乒乓球队，1960 年入选国家队。 她用
横拍打削球，防守稳健，善于突击起板，多
次在国际大型比赛中获得冠军。 1974 年
后，先后被聘任为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副领
队兼副总教练。 上世纪 90 年代，郑敏之回
到上海，创建敏之体育文化交流中心，资助
青少年乒乓球比赛，“敏之杯”中小学乒乓
球锦标赛自 1994年举办第一届后，每年举
行， 成为上海市中小学生暑期的主要赛事
之一。

独臂篆刻家蔡天石也住在升平。 蔡天
石于 1956 年 9 月出生在上海一个普普通
通的教师家庭，母亲服用保胎药不慎，导致
他先天残疾，四肢仅剩一只左手。 他 13 岁
开始自学篆刻，1969 年 8 月 31 日，蔡天石
终于用左刀刻成了第一方印章。 1980 年
冬，他开办“蔡天石篆刻斋”。 1982年起师
承著名篆刻家陈巨来。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
金会主席邓朴方特地来上海看望蔡天石，
鼓励他“努力奋斗，一定有远大前途”。《中
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残疾人名人
辞典》、美国《世界名人录》等都写上了蔡
天石的名字。

这些在升平居住的名人， 不仅为升平
的文化领域增添了光彩，他们的精神，也时
刻鼓舞着升平居民区的新一代居民。

（内容由街道党政办提供）

“重楼联翩倚华亭，古柏茂盛北窗宁；霓虹一陕汇南北，威凤祥麟海波清；国泰民安万事兴，新绿成荫舞升平；锦瑟华年安乐业，延绵梦中凯
歌鸣。 ”———相信读者已经发现了，这首诗中藏有南京西路街道 13 个居民区的名字。作为南西居民，你可能一直都有这样的好奇：南西作为一个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社区，它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在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时间里，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

眼下，“四史”学习教育正当热潮，为了贯彻人民城市理念，展现南西街道各居民区的往昔、变化与发展，本报特设立“南西印记”专栏，邀请
一群来自南西“本土”的达人来带领大家走进街道的 13 个居民区，他们之中有土生土长的南西居民，有对南西怀有深厚感情的社区青年，也有
为社区群众奔走服务的居委干部。 这些达人将用他们的故事，带读者领略 13 个居民区的风采。

本期的“南西印记”达人是一位刚大学毕业的“95 后”———章骋宇。她从小在南方温婉秀丽的水乡长大，大学四年则在广袤厚重的北方度过，
南京西路街道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工作单位。 作为升平居民区联络团组的一员，本期，她将同读者一起分享她眼中的升平。

徜徜徉徉历历史史长长河河 静静看看沪沪上上升升平平
回顾升平居民区的传奇岁月

升升平平街街的的““姊姊妹妹楼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