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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纠错有奖
欢迎大家来做

扫描二维码关注
“上海社区发布”

四平电影院即将正式启动改
造。不久以后，四平电影院将以崭新
的面貌与观众见面。 这一好消息让
不少市民满心期待的同时， 也感叹
这里承载了太多美好回忆。

四平电影院位落于四平路大连
路路口（四平路 901号）， 始建于
1986年，已成为杨浦的标志性建筑。
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平民电影院，
附近没有繁华商圈、高级办公楼、豪
宅， 都是连片的居民区和一所所大
中小学。 不管是阿姨爷叔，还是小朋
友，都喜欢来这里看上一场电影。

许多当年跟着爸妈来这里看电
影的 80后、90 后，现在又带着自己
孩子来看电影了，一代传一代，满满
的温馨回忆。 影院附近还有同济大
学、杨浦高级中学等许多学校，一届
届学子的校园时光都少不了和它有
关的回忆。

据了解，四平电影院上世纪 80
年代建造之时， 是杨浦区内投资最
多、设施最完备的第一家特级影院。
但由于影院使用年限较长， 设备设
施严重老化， 既影响服务功能又存
在安全隐患， 因此四平电影院开启

新一轮改造准备工作。
“我们正计划启动四平电影院

的改造工程， 预计 2022 年底前投
入运营。让影院的功能提升，设施更
好。 ”杨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晓明说：“我们知道四平
电影院陪着一代代人成长， 大家对
影院很有感情， 包括这次参与改造
的设计团队， 很多成员也是从小在
这里看着电影长大的， 所以回忆还
在， 而且 5元惠民票活动也保持不
变！ ”

四平电影院将于 2002 年完成
改造， 现有 3 个影厅，655 个座位，
按屏幕数划分算作小型影院， 商业
配套较为单一。按设计方案，这次改
造计划将原来 3个影厅扩展成 6个
影厅，可同时容纳 900 多人。 除了
观影功能之外， 还计划为周边居民
开辟一些健身、 阅读的空间……让
四平电影院的文化功能更齐全，让
各个年龄层的观众都能在这里享受
文化。 四平电影院的这次改造将在
新建筑中延用老结构， 保留四平电
影院旧址的痕迹， 追忆老四平电影
院的峥嵘往昔， 通过复兴老四平的
文化记忆， 体现新建筑与历史场景
的对话。

8月 31 日， 国内首座新闻出
版专业博物馆———中国近现代新
闻出版博物馆建筑主体建构顺利
封顶，建设工程预计将于 2020 年
春节前竣工。建成后的新闻出版博
物馆将包括新闻出版业文献档案
中心、文物修复中心、创新发布中
心和文创展示中心。

以国家一级
博物馆为目标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选址定海路街道 138 地块， 位于
周家嘴路、沙岭路路口，交通便利，
毗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理工大学、 上海电力学院、复
旦软件园、城市概念园、互联宝地
电竞主题产业园和阿里体育总部
等，周边文化、体育、教育和商业等
业态集聚效应显著。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总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共 6 层，分
1 个主题馆和 5 个分馆，涵盖出版
机构、少儿读物、声像、艺术设计、
印刷技术等内容。建成后的博物馆
将以国家一级博物馆为目标，坚持
“深耕传统、 面向世界、 拥抱未
来”，以新颖的立意、厚重的实物、
多元的手段，展示新闻出版的历史
文化和事业成果，集“征集保护、
陈列展示、学术研究、公共教育、文
化交流、产业创新”等于一体，打
造新闻出版业文献档案中心、文物
修复中心、创新发布中心和文创展
示中心，填补国内没有新闻出版专
业博物馆的空白；同时，积极探索
产学研协同创新，集中展示新闻出
版业等数字传媒最新应用成果，联
动区域资源建设国家级传媒基地，
影响和吸引年轻人群， 成为有热
度、 可活化的创新创业产业集聚
区。

封顶仪式现场，中国近现代新
闻出版博物馆还分别与上海出版
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辞书出版
社、上海中华印刷博物馆签订合作
协议，未来将在推进出版传媒创意
产业、 馆藏资源文献利用和保护、

促进新闻出版文博事业发展等方
面探索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机制。

博物馆已入库
藏品数万件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
自 2003 年起开始筹备， 截止
2019 年 8 月， 已入库藏品数万
件，包括民国时期的报刊图书，还
有木活字、石印机、铜字模等出版
工具。

首件藏品是由商务印书馆上
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捐赠的巴金
先生 1998 年为商务百年庆题字
手迹，上书：“我是五四的产儿，我
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走
上文坛。 ”中国著名出版家范用的
收藏，为这一博物馆增添了丰厚的
家底。据悉，其藏品包括巴金、钱钟
书、黄裳、黄苗子、柯灵等名人签名
本图书 2200 册，茅盾、华君武、李
公朴、聂绀弩、黄永玉、叶圣陶等书
信手稿 2134件。

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新闻和出
版业的发源地之一， 据统计，
1912-1949年间， 全国 80%以上
共 300 余家出版机构集中在上
海；列入中国近现代学术名著的千
余种图书，近 95%为上海出版。 百
年以来，张元济、陆费逵、史量才、
胡愈之、邹韬奋、叶圣陶、赵家璧等
上海新闻出版群星闪耀、 大家辈
出，拥有丰厚的历史人文资源。

未来，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
物馆在充实藏品展品的同时，会充
分考虑 5G、 物联网、AI 等新技术
手段下展示传播的新可能，考虑互
联网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数字新
生代”接受、表达信息的新习惯，
考虑博物馆展陈和观众信息反馈
之间能够交互的新平台，考虑智能
化设备普及后用户生成内容
（UGC） 对传统博物馆展陈的新
挑战，力争建成内容丰富、底蕴深
厚、技术领先、用户观感新颖的网
红博物馆，成为杨浦滨江的文化新
地标、新亮点。

经过两年多的改造，杨浦大剧
院将以“YOUNG 剧院”之名于明
年下半年正式对外开放。 新建的剧
院和以往究竟会有什么不同呢？ 让
我们先一睹为快！

建筑增添了通透感

“经过改建后的杨浦大剧院，
外观的轮廓线并没有做很大的改
动，只是置换了一些建筑材料与细
节。 ”杨浦大剧院改建工程的建筑
设计师、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
授徐风说。

透空的窗、玻璃幕墙、陶棍幕
墙的运用， 取代了原先贴面砖的
墙，增添了建筑的通透感。 理智硬
朗的线条与杨浦区本身具有的百
年工业基础相呼应，外立面上陶棍
的疏密长短变化， 在天光的作用
下，与玻璃一起形成了丰富的光影
变化。

原先入口处的大台阶在改建
中被取消了，但仍保留了大剧院原
先入口处的弧形线条，这种对于观
众进入方式的调整，让出了更多公
共空间，使剧场更具亲和力。 前广
场充分考虑人流集散和休闲功能

的统一， 将功能与景观有机结合，
既满足观众进出场及地铁口大客
流的使用需求，也给周边环境增添
一片能让人驻足休憩的、景观优美
的小天地。

舞台增加了深广度

改建后剧场面积扩大到近万
平方米，主剧场的舞台上增加了吊
杆，景深加深，为道具与布景的变
幻多样提供支撑。 台塔增高，布景
可以由上而下置换。 层高挑高了的
剧场，座位也增至 1200个。
剧院二层还增加一个 200 座的小
剧场兼放映厅，“看齐话剧艺术中
心的 D6 空间，安排实验剧目，拉近
观众与演员的距离。”徐风介绍。重
要的是，此番剧院改造，将使今后
上海大剧院的大部分演出剧目都
能够照搬到城市东北角的杨浦大
剧院来。

杨 浦 大 剧 院 还 将 以
“YOUNG” 为名 ，YOUNG 音同
“杨”，取英文“年轻”的含义，为
老街区注入了“YOUNG”的元素。
未来 YOUNG 剧院将给予年轻艺
术家、跨界创意人以及民营艺术团
体等更多成长与展示的空间，将艺
术作品的孵化、生产、呈现，甚至之
后的商业化运作等不同阶段打通，
成为原创和创新的实验田。

四平电影院即将开启改造
5元惠民票活动未来保持不变

以 YOUNG之名，杨浦大剧院改建效果图出炉

如果您在阅读本月《社区晨报》时发现任何差错，可关注微信公
众号“上海社区发布”并于后台直接留言，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
们（注明报纸名称、所在版面、文章名称、差错细节，本期截止日期为

10 月 1 日）。 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将
成为最佳“啄木鸟”，并获得 100 元的现金奖励；
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则将成
为优秀“啄木鸟”，并获得纪念品一份。

2020年 8 月优秀“啄木鸟”：李群、张德胜、陈
伟萍、谢建国、曹酉虹、徐成林、路永敏、万燮 、
沈士俊、周银玉

2020年 8 月最佳“啄木鸟”：严志明

将成为杨浦滨江文化新地标
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建筑主体建构顺利封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