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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5 城市漫步
四平··

百 BU 穿 YANG 是文字和拼音的组合。
百是数字：杨浦区有百万人口，有百栋以上优秀建筑，有三个百年的历史文化

底蕴。上海最早的自来水厂、电厂、煤气厂等百年工业都诞生在这里，有复旦、同济、
上海财经、上海理工等著名的百年高校，有大上海计划留下的旧上海市政府大楼、
博物馆、图书馆、体育场等百年市政。

BU是汉语拼音多型字：我们可以用脚步来丈量、用眼睛来发现杨浦，可以用一
部脚踏车来漫游杨浦，也可以用一部手机 APP 来游杨浦，用一部收音机来声聆杨
浦，在杨浦滨江也可以用一部耳机来声临其境。

穿是穿越：可以穿越到 100 年前的过去，感受杨浦三个百年的历史文化；可以
在五角场创智天地感受百年市政和现代化城市建筑的强烈碰撞；也可以穿越未来，
感受 AR、VR 等现代化高科技带来的虚拟现实的无穷魅力。

YANG 是英语 YOUNG 的谐音：代表有朝气的，青春的、充满活力的青年，杨
浦正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契机，从工业杨浦、知识杨浦向创新杨浦发展。

上期，为大家介绍了 6 处推荐打卡点，本期将为大家另外 7 处推荐打卡点，让
我们一起开启“百 BU 穿 YANG”滨江之旅。

（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

编者按

国歌展示馆
杨浦区荆州路 151号

怡和 1915咖啡馆
（杨树浦纱厂大班住宅）

杨树浦路 1056号

42coffee（烟草机修仓库旧址）
近杨树浦路 2310号

大桥公园驿站
（电站辅机厂西厂旧址）

近杨树浦路 1900号

相遇·艺术季展品
杨浦滨江段沿线

电厂驿站
（上海工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

杨树浦路 28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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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滨江工业遗存带的魅力（二）

开放时间：周一至周六 9:00-11:
30；13:30-16:30 (11:00/16:00 停止
入场)，周日闭馆
票价：免费开放
《义勇军进行曲》现已作为国歌被

广为唱诵，但最初鲜有人认真追溯过它
的诞生地。2000 年，曾任职于杨浦区委
党史办的席与齐发表了一篇名为《沪
东———国歌和毕业歌的诞生地》的文
章，文中提及“1935 年 4 月，正是在电
通公司的摄影棚，聂耳对《义勇军进行
曲》进行第一次简谱初稿的试唱。”这
段尘封的历史第一次被带到了公众面
前。
1935年 4 月，《风云儿女》在荆州

路 405 号电通公司的摄影棚进行紧张
的拍摄。聂耳还亲自来到这里，用创作
出的简谱初稿试唱了 《义勇军进行
曲》，并倾听了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人
的修改建议。后来，聂耳为了躲避国民
党当局的追捕，远赴日本，在日期间完
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并寄回

电通公司。5月，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首
次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了唱片。据
王人美回忆，电影拍摄最后的镜头是在
5 月的深夜，荆州路电影棚里，唱片中
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家边做着
动作，边随唱机里的歌声唱着。24日开
始，《风云儿女》在上海连续放映 11
天，不出五天，上海马路两旁的商店里
就都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了。全面
抗战爆发之时，《义勇军进行曲》更是
成为中国军民反抗的号角被广为传唱。
在祖国六十周年华诞之际，国歌纪

念广场和国歌展示馆建成开放，这是对
祖国的献礼，也是对前人不懈追求自由
解放的无上纪念。馆外的国歌纪念广场
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邢同和担纲设计，占
地 2.7 万平方米，以直径 54 米的圆形
主题广场为核心。圆形广场仿照了唱片
的造型，寓意《义勇军进行曲》是从荆
州路唱响的。广场中央，一尊由红旗和
军号组合而成的铜雕塑象征着不倒的
信念和奋起的号角。

开放时间：10:00-17:00
杨树浦路 1056 号现在是滨江

国际广场，毗邻东方渔人码头与拥
有哥特式建筑的上海自来水厂。而
在 1915 年，这里是英商杨树浦纱
厂。今天，穿过繁华的商业中心，走
过一栋栋现代化的办公楼，就会在
江边发现一栋卵石墙面的洋房。这
里曾是纱厂高层管理人员居住的地
方。
20世纪初，华商在此办绞花局。

1915年，绞花局被英商收购，改称杨
树浦纱厂。厂房“全部是钢筋混凝土
结构，层数在两层以上，麻袋车间为
四层钢筋混凝土无梁结构”。1921
年，杨树浦纱厂改属怡和纱厂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新怡和”。杨树浦
纱厂以及后来新怡和纱厂的所有建
筑都已不复存在，被改造成了现在

的渔人码头，留下的唯有这一座建于
1918年的大班住宅。
这座洋房坐北朝南，是假三层砖

木结构，建筑面积372平方米。除了
卵石的墙面外，还有虎皮石包角，红
瓦多坡顶上开有双坡老虎窗。南侧的
入口处为拱形门廊，底层连续拱券门
窗，水泥拉毛墙面，二层则设有大拱
形的窗户，并用几何纹样装饰窗户下
部。主楼的北面是一座二层的附楼，
两栋建筑间通过廊桥相连。
室内保存着当时的彩色玻璃、壁

炉、门窗和楼梯。现在，这里的二楼作
为办公区域，一楼被改造成一家颇具
情调的咖啡厅———“怡和 1915”，相
应的家什物件也得以保留。人们可以
在这里感受怡和洋行曾经在纺织业
的辉煌，遥想大班的生活，也可以只
是享受江风与宁静。

营业时间：10:00-19:00
烟草公司机修仓库建于 1995 年。

它的前身可追溯到 1920 年由怡和洋行
建立的怡和冷库。怡和洋行是最早进入
上海的外资洋行，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
年（1782 年）。在 1844 年公布的上海
外国人租地中，一号道契就归怡和洋行
所有。怡和洋行的总部设在中山东一路
27 号。名下机构有：怡和丝厂、怡和纱

厂、怡和打包厂、怡和啤酒公司、怡和机
器公司、怡和冷库等。怡和洋行与汇丰银
行、沙逊洋行、太古洋行合称“外资在华
四大集团”。
曾经高墙林立、闲人免入的生产型

岸线转身为开放共享、绿色人文的生活
型岸线，承载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丘”，有水，有历史厚度，有城市温
度，这不正是“诗意地栖居”的标准吗？

开放时间：9:00-17:00
票价：免费开放
1906年美商奇异电器公司

及花旗银行等在美国注册成立
慎昌洋行。1921 年，慎昌洋行在
杨树浦路选址 22 万平方米，建
成了美商慎昌洋行杨树浦工厂，
开始生产电风扇、电冰箱、手表
等金属构件。1980 年 5月改为
上海电站辅机厂，成为我国最大
的电站辅机专业设计制造厂。

近年来，为减少环境污染，
杨树浦 2200 号上的电站辅机
厂逐步外迁，如今已不再进行生
产作业。部分大型厂房旧址被评
为杨浦区文物保护点，主体建筑
于 2000 年重新装修，修复后的
建筑外墙仍然绘有慎昌洋行的
三角商标和奇异电器公司的
GE标志，成为见证近代中国机
械工业从无到有、由有至专的工
业遗产……

开放时间：9:00-17:00
票价：免费开放
杨树浦路 2800 号是上海工

部局电气处新厂旧址，它位于如
今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杨
树浦发电厂内，是上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厂内现存有 20 世纪初
建造的办公楼、机房、取水口等
6处工业遗址。
杨树浦发电厂带给上海这

座城市的光明并不止于电力。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饱受内忧外
患的折磨，坐落在租界边缘的杨
树浦发电厂正处在历史的浪峰
之上。在上海的革命历史中，工
人阶级作为共产党的阶级基础，
历来是一股重要力量。自上海工
部局电气处时期起直至解放后，
杨树浦发电厂的工人们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
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进
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1925 年发生的“五卅”惨
案后，杨树浦发电厂的 2000 多
名中国工人参与了长达 99 天的
大罢工，他们的不懈斗争迫使工
部局接受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
在随后 1927 年 3 月 21 日周恩
来等人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中，亦有一百多名电厂
工人参与了战斗。

解放前夕，杨树浦发电厂也
曾涌现出一批革命先锋。1948
年 2月，上海申新九厂工人大罢
工被国民党政府血腥镇压。在白
色恐怖之中，电厂工人、共产党
员王孝和挺身而出，领导电厂工
人支援申九工人、与国民党反动
派斗争。1948 年 4 月 21 日，王
孝和被密谋逮捕，他在狱中受尽
折磨却坚定不屈，同年 9 月 30
日英勇就义。王孝和烈士以生命
捍卫了革命信念，在黎明到来之
前抛洒了鲜血。

开放时间：周二至周五 11:
00-17:50， 周 六 与 周 日 10:
00-18:50，周一闭馆。
票价：成人票 180 元，其他见

现场公告。
上海珍得巧克力剧院占地

2500 多平方米，在这里，你可以
品尝到 200多种巧克力，还可以
亲眼见证巧克力的制作过程。进
入博物馆，会来到一个剧场，看一
部关于巧克力的电影，向我们介
绍这家奥地利巧克力产商的历
史、原材料的产地、生产过程、可
可发酵过程和如何品尝巧克力。
看完电影，工作人员就真正带领

我们进入巧克力工厂了！工作人
员会详细介绍可可是如何一步一
步从豆子变成原浆的过程，并且
在这每一步中都可以自己品尝，
剧院还提供了贴心的品尝勺。200
多种巧克力吃到飞起！有小伙伴
表示说走了一趟珍得巧克力剧
院，一年都不想吃巧克力了。

珍得巧克力剧院提供两种语
言的介绍，英语和中文，参观和制
作巧克力都需要事先预约，每场
参观接待 30 名观众，在预约中会
确认介绍的语言种类。最好提前
一天预约，上午的场次一般比较
空。

开放时间：全天
票价：免费开放
杨浦滨江造船、纺织、公用等

产业曾繁荣活跃，被誉为“近代工
业的摇篮”，是中国百年工业文明
起源之地之一。今天，当这里迎来
转型再发展之际，以过去与现在、
中国与世界等“相遇”为主题，策
划举办 2019 上海城市空间艺术
季活动。本次空间艺术季活动，邀
请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建筑师、
规划师来到黄浦江边，来到承载着
百年工业记忆的杨浦滨江，与市民
一起创造一个可以沿江散步、度过
欢乐时光的空间。
在滨江岸线上极具象征性的

历史遗迹———拥有近百年历史的
上海船厂船坞和毛麻仓库，由中外
艺术家刘建华、高桥启祐、彩虹合
唱团、毕蓉蓉等创作装置、影像和
音乐作品，以综合性的艺术手法表
达“船坞记忆”和“水的相遇”；在

毛麻仓库二层，管怀宾、杨牧石、胡
为一、程然、何翔宇、邱加等 16 位
中国当代艺术家，通过捕捉并理解
上海的过去和现今，创作他们的当
代艺术作品，借上海 16个行政区
的数字，构成“上海 16 景”；在毛
麻仓库三层和四层通过“三城记”
即上海的一江一河、威尼斯以及悉
尼的滨水故事展现“水之魔力”，
揭示水是如何改变人的生活及城
市空间。
2019 空间艺术季最大的亮

点，是不仅将艺术活动植入工业遗
产建筑，更是将杨浦滨江南段 5.5
公里的公共空间作为主展场，由北
川先生邀请艺术家选择合适的场
所或建构筑物进行艺术创作。数十
位国际知名艺术家，结合公共空间
的场所特征，创作大型公共艺术作
品，并永久保留于滨江岸线，成为
见证当代艺术与市民日常生活融
合共生的城市文化景观。

珍得巧克力剧院
杨浦区杨树浦路 2866号 F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