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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界有一句行话：两千年历史看西安，六百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 意思明确，
近代上海开埠，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转型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上海这座城市就是一座近代史博
物馆。近年来，上海推出“四大品牌”建设，其中的“上海文化”和“上海服务”都与旅游业相关连。上海
旅游业又迎来一次“重整山河”的大好时机。

记者日前获悉长宁区旅游局做了一桩“微游便民”的大好事，该局将首批挂牌的 57 幢近代历
史保护建筑，安装了刻有“建筑可阅读”二维码的大理石铭牌。市民百姓途经安装铭牌的老洋房老建
筑时，即便匆匆赶路无暇入室观光，扫一下铭牌上的二维码，也可在手机上阅读这些老建筑的故事。

2018 旅游节来临，长宁区旅游局联手几家旅行社，为这批分布在该区 4 个近代历史风貌保护
区里挂上铭牌的历史保护建筑，还度身定制了三条“老建筑微旅行”线路。这三条线路是根据不同主
题“组装”而成，分别是“危机密函”；“长宁影视外景地图”和“博物馆奇妙夜之声音博物馆”，请听记
者一一道来。

“危机密函”线路由来———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曾经上演过如《潜伏》、《风声》等谍战剧的风云岁
月。 当年愚园路两侧的洋房公寓是一方暂得静谧的住宅区，地下工作者们纷纷藏匿于此，在重重伪
装与危机之中暗自发展。“危机密函”串联起了愚园路上的历史建筑，是踏勘谍战老建筑的解谜定向
活动。 其中有江苏路 389 弄 21 号的中共上海局机关旧址，一幢 3 层楼的新式里弄住宅，想要进到
里面，需从上海市水务局的门房进入，七拐八弯，才能找到入口，非常隐蔽。 这里曾是解放战争时期
党中央派驻上海的秘密领导机关———中共上海局。 当时，上海局的成员就在这里秘密开会、传递情
报，在解放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

线路中愚园路 579 弄中实新村 44 号小楼，曾经的主人是个不折不扣的“伪装者”，他就是为上
海解放做出巨大贡献的我党地下工作者———刘晓，曾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探访者进入这些老建
筑时，必然会和影视剧中的场景串联，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长宁影视外景地图”由来是因为许多影视剧在长宁的老建筑取景拍摄。 外景拍摄最多的当数
万航渡路上的华东政法大学老校区。 华政老校区是始建于 1879 年的圣约翰大学，现存最老建筑怀
施堂建于 1894 年。校舍风格中西合璧，古朴典雅。上世纪 70 年代上影厂《难忘的战斗》就在该校取
景，前不久的电影《恋爱通告》也取景于此。

线路中的兴国宾馆内 8 幢风格迥异的欧美老洋房， 是目前上海市中心最大的老别墅群落，始
建于 1934 年。电影《夜上海》取景于此。线路中江苏路 155 号的市三女中，原为中西女中，建国后与
圣玛利亚女中合并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旧时是一所专门培养名媛淑女的贵族学校，宋氏三姐妹
曾就读于中西女中。 电影《少年往事》曾取景于该校。

“博物馆奇妙夜之声音博物馆”线路是将愚园路历史风貌区变成一座无形的“声音博物馆”，寻
访者将完成一系列以声音为线索的定向任务，破译声音密码，串起时间和空间，最终解锁一段与愚
园路有关的尘封历史。 其中，武定西路 1375 号开纳公寓，是张爱玲十八岁时的故居，当年由于和继
母发生口角而被父亲毒打，软禁逃出家后，和母亲、姑姑生活在开纳公寓。 据说，生性孤僻的张爱玲
当年常常一个人坐在花园的木椅上半天半天地发呆，还喜欢一个人到公寓屋顶的露台上走来走去。

愚园路上的名人故居很多，其中 576 弄 43 号曾是黎锦辉故居。 黎锦辉原籍湖南湘潭，身后荣
誉高于他生前名望，有“中国流行音乐之父”之美誉。他所作的《毛毛雨》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第一首
流行歌曲。

不用车马劳顿，无须花费开销，长宁的市民百姓闲暇日子里，循着这三条微游线，品味老洋房老
建筑，悦读上海百年历史，实在是一桩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