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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夏天，虹口文史
工作者顶着似火骄阳，汗水涔
涔地来到横浜路 35弄采风。弄
堂口过街楼，景云里三个大字
凸显，因岁月风雨的洇润，三个
字斑斑驳驳，透着一种沧桑感。

走进景云里，沿逼仄的小
巷左转，巷底的 23号是一幢老式石库门，门前的花坛放着几簇绿色的盆
载植物。两扇狭长的黑漆大门，花岗石门条。这是一幢极普通的石库门。

叩开大门，74岁的顾老先生请客人进屋。谈话从一张肖像画谈起。
顾老先生说：“我们搬进 23号后住在二楼，底楼是仓库。国民党撤退时，
把仓库里的东西都搬走了。刚来的辰光底楼空荡荡的。我有时下去玩，
看到墙上竟有挂着鲁迅先生的肖像画，双眸炯炯有神，小胡子，长衫领
头。当时的感觉非常惊异。1956年，华东文管委唐弢（当时担任上海文
化局副局长）到景云里考察，他曾是邮政局职员，写杂文的，据说是鲁迅
的学生；到了上世纪 60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也带人来这里考察、参
观。这才知道鲁迅先生和许广平，1927年到上海来后，就住在 23号，所

以墙壁上会有肖像。底楼的那个房间，鲁迅先生曾在里面写过很多文章。真没有想
到啊，我们住在先生住过的地方呢。”

那么，当年大先生为何要择居景云里？大先生———是鲁迅家里人对他的尊称，
他是长子、长兄嘛。究其原因，有人说当时虹口是公共租界，安全；有人说虹口和外
滩一河（苏州河）之隔，房价比苏州河南面便宜得多；有人说鲁迅爱逛书店爱看电
影，虹口书店多影院多……
似乎都有道理，但似乎都没有说到点子上。
顾老先生是这样说的：“景云里建造于 1925年，鲁迅搬来的时候，这里才落成不过

两年，房子应该比较新的。不过鲁迅更看重的，是周围的环境。原来，鲁迅的三弟周建
人，当时已住在景云里，而建人的邻居，是叶圣陶和茅盾。自家的三弟，加上自家的老朋
友，所以鲁迅决定搬来。”

顾老先生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依据的。据许广平回忆，1927年 10月 3日，
鲁迅和她从广州初到上海，住在共和旅店，周建人天天来陪伴。旅店非久住之地，就
和周建人商议，拟觅一栖身之处。其时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做编辑，住在景云里，“那
里还有余房可赁，而当时文化人住在此地，如茅盾、叶绍钧（叶圣陶）都云集在这里，
颇不寂寞”，于是，10月 8日，即在到上海的 5天后，鲁迅和许广平入住景云里 23号。

大先生住下来了。加上此后入住的柔石、冯雪峰，景云里的咫尺天地，一时间，群
贤毕至，少长咸集。鲁迅的杂文，茅盾的《蚀》三部曲，叶圣陶的《倪焕之》，一一在景云
里面世；就是被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称之为“饶有文采，极得鲁迅赏识”谦谦后生的柔
石，也拿出了“早期写实主义”的杰作《二月》———后来被拍成电影的《早春二月》。
大先生在景云里一住就是两年多，有许广平诗句为证：“景云深处是吾家”。此

间，他主编了《语丝》杂志，后来又与柔石合作编辑《朝华周刊》（后改为旬刊）。
景云里有幸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段精彩记忆。

本文选自叶虹口的 33个文化镜头曳

1933年的一天，已入老境的鲁迅明显感到身体一年不如一年，
写文章容易疲累，所以在笔耕一阵后，便要休息一下。比如慢慢踱
出家门，到北四川路走走，散散心。秋风乍起，有片片黄叶从树枝上
飘落下来，给街面平添了几分凉意。鲁迅依照老习惯，先到内山书
店看书，再到斜对面，创建于光绪年间的老字号恒丰茶庄逛一
圈———这是一幢巴洛克风格的建筑，为上海开埠后西风东进的产
物———顺便包点茶叶。

伙计跟鲁迅打招呼说，周先生，您来了啊。今天茶叶打折优待
客人，是当年的茶，保存得好，还像新炒出来的呢。鲁迅说，那你给
我称二两吧。

鲁迅是资深老茶客，他时常会和茅盾、冯雪峰、丁玲等二三知己
文友，到恒丰茶庄里间，泡一壶茶，畅谈文坛近况。故茶庄的伙计跟
鲁迅较熟。

鲁迅回家后，撮出些茶叶，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就用棉袄包
起来。但喝的时候，觉得味道竟和他一向喝着的粗茶差不多，颜色
也很重浊。“我知道这是自己错误了，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

用盖碗。果然，泡
了之后，色清而味
甘，微香而小苦，确
是好茶。”鲁迅将
此品茶经历写进了
他的《准风月谈·喝
茶》，别有深意的叙
述中，可以看到他
对茶叶、茶具的使
用和品尝，还是颇
有心得的。

大城市里的文
人有孵咖啡馆的习
俗，在上海文坛，这
种风气更盛。当年
北四川路咖啡馆比
较集中，其中公啡
咖啡馆离鲁迅寓所
不远，为日本人经
营。底楼卖日式糖

果，二楼咖啡馆悬挂着和式灯笼，长方桌，榻榻米，身着和服的日本侍者对于鲁
迅等留日学生而言，也容易唤起当年负笈东瀛的亲切感，加上环境幽静，没有人
干扰，很适意闲坐。

还有白俄咖啡馆，离鲁迅寓所仅百步之遥。这家咖啡馆是单开间，铺面卖
面包、奶酪，里面设有咖啡座。

1934年 11月，鲁迅在内山书店初次会见从东北来的青年作家萧军、萧红
后，便带他们到白俄咖啡馆，啜饮咖啡，谈笑甚欢，当场给了他们 20元作为生活
费。此时的二萧，自北方几乎是逃难而来，困居在亭子间里，每天的伙食费都不
曾着落呢。此前，1933年底，创造社主要成员成仿吾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未果，
他想到了鲁迅，也是先通过内山书店约见，而后与鲁迅在白俄咖啡馆见面，边喝
咖啡边聊。翌日，成仿吾就与党组织联系上了。

虹口的茶，以及咖啡，似乎有了一丝革命文艺的味道。
本文选自叶虹口的 33个文化镜头曳

公啡咖啡馆原址在四川北路尧多
伦路口拐角处 998号 渊今四川北路
1915 号袁已拆除冤袁原系一幢坐西朝
东三层砖木结构的沿街楼房袁 建于
20世纪 20尧30年代遥 由日本人开设
经营袁楼下卖糖果尧点心袁楼上有两间
房作为咖啡馆遥 此处较为隐蔽袁一
般中国人不会去袁外国人对喝咖啡
的人不太在意袁故左翼进步人士常
在此活动袁中共闸北第三支部常在
这里开会遥 1930年 2月 16日 野左
联冶筹备会渊又称野上海新文学运动
讨论会冶冤在公啡咖啡馆二楼召开遥

参加会议的有冯乃超尧彭康尧杨
翰笙尧钱杏村尧蒋光慈尧戴平万尧洪灵
菲尧柔石尧冯雪峰尧夏衍和潘汉年等遥
会上袁潘汉年传达中共中央主张院停
止文艺界内部论争袁团结起来筹组左
联的决定遥 筹备会固定在此活动遥

由于公啡咖啡馆距离鲁迅寓所

和内山书店很近袁鲁迅常在这里约见
文学青年遥 1945年日军投降后袁此店
由中国人主持营业袁改名野新元堂冶遥
公啡咖啡馆成为当时地下党和文艺
工作者活动的场所袁在现代文学史上
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遥

1995年因四川北路拓宽公啡咖
啡馆拆除遥 2006年公布为区历史遗

址纪念地遥

地址在北四川路 1132号 (今四
川北路 2079号)袁咖啡店正式店名已
无从考证遥因当时是白俄罗斯人经营
的袁俗称为野白俄咖啡店冶遥 该店仅一
开间门面袁出售面包奶酪袁也供应堂

吃咖啡遥 1933年底袁成仿吾从鄂豫苏
区秘密来上海找中共中央袁因情况变
化未果遥 他通过内山书店找到鲁迅袁
即在此会面交谈遥成托鲁迅设法与党
联系袁当时瞿秋白尧冯雪峰还未去苏
区袁鲁迅很快帮成接上党的关系遥

1937 年袁 八窑一三淞沪抗战爆
发袁此店关闭遥

多伦路 48号住宅袁 是 野恒丰茶
庄冶的旧址袁这是一幢具有欧洲巴洛
克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袁沿街建造在
多伦路一侧遥 在花园洋房前有一片
100平米左右的花园袁绿树丛中有鲁
迅先生和进步文化青年的雕像遥这幢
老字号恒丰茶庄建成于清光绪年间袁
距今已有 100多年历史遥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袁多伦路逐渐成为日本侨民的
聚居区遥同时袁一大批进步学者袁包括
鲁迅尧郭沫若等相继住入多伦路及周
边路段袁多伦路成为左翼进步文化社
团的活动区域遥恒丰茶庄位于内山书
店斜对面袁 鲁迅时常出入于内山书
店遥 其他左翼进步文化人士如瞿秋
白尧丁玲尧冯雪峰等袁也经常光顾多伦
路 48号的恒丰茶庄遥所以袁恒丰茶庄
又被人们誉为野名人会所冶遥

该建筑外观未变遥

鲁迅在虹口生活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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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低碳产业”到“绿色碳谷”，园区商务区街区社区都要低碳

虹口转型发展打出野低碳牌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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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侨法宣传进侨企
维护权益助力发展

北外滩“黄金地段”的一处空地，正面向全
球建筑设计师虚位以待。只要参加“全球低碳
创意（上海）大赛”，为北外滩设计一幢“零碳建
筑”，谁得了大奖，谁就能把方案变成现实。

这场建筑设计大赛，旨在吸引全球目光。
几乎同时，虹口区着手制订低碳实践区建设三
年计划，力争用 3年时间提升产业园区、商务
区、商业街区和社区的低碳发展水平，乃至仿
效美国硅谷，打造堪比世界水平的“绿色碳
谷”。

从几年前打造花园坊节能环保产业园开

始，虹口区已试图在上海乃至全国环保产业发
展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从一个产业到一座
“碳谷”，其中要走的路，又有多远？

正当其时

去年初，虹口区曾提出“用 5至 10年时间
构建宜居宜商的低碳和谐城区”，其标准是二
氧化碳排放量在现有基础上下降 20%；园区、
街区、商务区和社区的公共区域使用节能设施
的比率达到 80%以上；低碳企业、低碳商户、低
碳家庭占比达到 50%。而如今，这一计划可能

被进一步提速。
“外部环境变迁和虹口自身特点共同决

定，现在已经到了该做这件事的时候，虹口具
有这个条件。”虹口区委书记吴清表示，壮大低
碳产业并发挥其辐射效应，眼下正当其时。

其理由，不只是上海遭遇空前的雾霾使
“低碳”一词变得时髦。以虹口有限的人均资源
和此前打下的产业根基，“低碳”也是最有效的
突围之路。

2009年，早先并无环保产业基础的虹口
区，开始在花园路上打造“花园坊节能环保产
业园”，培育节能环保服务业。几年间，这里集
聚上百家功能性机构和节能环保企业，迅速在
沪上生态产业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去年 11
月，上海第一例碳排放交易，亦诞生在花园坊
内。

在虹口区经委主任刘波英看来，花园坊的
脱颖而出，得益于对产业定位的把握。“低碳是
个巨大的产业，装备制造、节能产品、再生资源
……它们的黏合剂就是节能环保服务业，这个
市场的需求大得超乎想象。”

虹口最初介入时，恰逢节能环保服务业市
场真空，低碳金融、低碳认证、合同能源管理乃
至碳排放交易，均未具雏形，这给了花园坊巨
大机会。而如今，刘波英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
将花园坊内的服务链做强，进而将集聚其中的
机构转化为更加灵活的资源。

充满难题

“碳谷意味着功能集聚的高地、要素交换
的高地、信息发布的高地。要成为高地，就要让
里面的血液流动起来，掌握核心竞争力，进而
掌握话语权。”吴清说，“这里面充满难题。”

首当其冲的，就是萦绕多年的合同能源管
理（EMC）“叫好不叫座”之问。对拥有众多老式
建筑的虹口而言，合同能源管理模式若能大力
推广，将产生可观的节能收益。但长期存在的
融资难题，始终使这一模式面临困局。

花园坊内的 EMC企业碳素公司，对虹口
区几家宾馆进行节能改造，反响颇佳，但“钱
窘”接踵而至———按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
EMC企业出资对客户进行节能改造，并从对
方改造后的节能收益中收取提成。但这笔回
报，往往需要多年实现。比方说，EMC企业投
资 1000万元进行节能改造，预期在 10年内可
实现节能收益 3000万元，EMC企业分成 2100
万；但平均到每年，能够到手的就只有 210万。
一笔表面上极为可观的业务，可能在启动伊始
就令 EMC企业迅速遭遇现金流断档。

刘波英介绍，针对上述难题，虹口区试图
通过引入信托公司予以破解，即把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包装成信托产品出售，预先实现 10年

收益，以此为 EMC企业换取现金流。这一新模
式同样带来新考验：有没有专业认证机构，如
何设计出“多赢”产品，“预支”收益的税收如何
计量……

此外，供需环节间信息不对称，亦困扰诸
多企业发展。在刘波英看来，政府部门必须扮
演更为精准的“第三方”作用，既为供需双方提
供信息共享平台，也适时放手让市场配置资
源，“很多办法都要变，一切都需要创新甚至改
革。”

漫长过程

能否将集聚后的产业效应辐射周边？在很
大程度上，由产业蜕变出“碳谷”的成败取决于
此。不难发现，在更多目力可及的层面上，“低
碳”已悄然与虹口诸多既有的核心功能区和招
牌项目实现嫁接。

北外滩商务区与花园坊的 “南北联动”，
被视作一大趋势。两年前，北外滩就以浦江金
融广场项目为起点，提出打造“国内领先的节
能建筑示范区”。在此过程中，北外滩商务区将
充分利用花园坊内的低碳技术；花园坊内的节
能环保企业，则可从北外滩金融机构获取金融
支持。

如今，原本“遥相呼应”的格局可能在空间
上被直接连通———据介绍，虹口已逐步在贯穿
南北的虹口港水系建设人行步道，以贯通绿色
步行系统；而连接花园坊与北外滩板块的主干
道四川北路，则将直接被打造成“低碳商业街”。

对亟待重振旗鼓的四川北路开发而言，低
碳或将是一个新切口。根据计划，这里的商务
楼宇将进行节能改造；还将发展垂直领域低碳
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国际商品资源回收利用旗
舰中心。
“我们要求每一个新建建筑项目，都要融

入绿色低碳元素。”吴清介绍，从虹口南部北外
滩数栋新建商务楼宇，到北部彩虹湾保障房基
地，均在建造中不同程度利用了节能环保技术
和产品。但即便如此，包括商务区、街区在内的
低碳实践都不会一帆风顺。譬如物业权属不
一，即需要大量协调和机制创新，“要找到一个
机制去引导业主，能按照低碳发展的目标走。”
吴清说，“这是个挑战。”

更大的挑战，则在于激发“人”的动力。虹
口已在凉城社区开始“低碳社区”试点，通过垃
圾分类等推广，试图为市民培养低碳生活习
惯。毋须讳言，相比产业园区和商务区、街区的
改造升级，“化人”的过程更为艰巨。
“要成为碳谷，最后还是要体现在每个人

身上，3年也许远远不够。”吴清坦陈，这个过程
将“非常漫长”，“但我们必须做”。

朱珉迕

2014年，虹口区掀起创建国家卫
生区的热潮。“创卫”改变了城区面
貌，净化了市容环境，规范了城市管
理，创新了社会治理，改善了交通秩
序，提升了市民素质，虹口变得更加
美丽、文明。为了记录创建过程，展示
创建成果，我区将举办“清洁家园，美
丽虹口———虹口新变化”摄影大赛，
现面向广大市民征集反映虹口“创
卫”进程、成效以及虹口人“创卫”热
情的摄影作品，欢迎广大摄影爱好者
踊跃参赛。
一尧举办单位
主办：虹口区文明办、虹口区档案

局、虹口区科协
承办：虹口区档案学会、虹口现代

影像艺术协会
二尧大赛主题
清洁家园，美丽虹口———虹口新

变化
三尧拍摄内容
1.健康教育与创卫宣传；2.市容环

境卫生与环境保护；3.农贸市场卫生；
4.食品安全；5.公共场所卫生；6.病媒
生物防制；7.疾病预防控制；8.社区与
单位卫生；9.群众满意率调查；10.城乡
结合部；11.创卫群众参与活动场景。

四尧截稿时间
2014年 7月 30日
五尧稿酬设置
凡入选作品均付稿酬，在入选作品中评选出 20幅优

秀作品给予奖励。
六尧作品要求
参赛者投稿数量不限，彩色、黑白均可，单幅、组照均

可（每组组照为一幅，不超过 4张）。参赛作品须送交 6吋
纸质照片和像素不小于 600万、储存量不小于 3M的电
子文件。纸质照片和数据文件命名须具备以下要素：作品
序号（按 1、2、3……依次编排；组照为 1-2、1-2、1-3、
1-4编号）、作品标题、拍摄时间、拍摄地点、作者姓名、手
机号码、通讯地址。不允许对参赛作品作两次创作，后期
制作仅可做亮度、对比反差度、色饱和度和色彩关系的适
度调整，不得做合成、添加、删除和大幅度改变色彩等技
术处理。
作品要求有较高的清晰度，人物自然生动，构图新颖

别致，光影趣味精到，意境深远有韵。
七尧投稿方法
即日起市民个人可向虹口区档案学会送交作品。相

关摄影团体可先收集作品后统一送交虹口区档案学会。
八尧联系方式
虹口区档案学会
地 址：飞虹路 518号 邮编：200086
联系人：吴斌 电话：25015113
邮 箱：HKQDAJ@163.com
九尧其他
大赛结束，主办单位将举办大赛作品展览和颁奖仪

式，优秀作品视情集结成册。

野清洁家园袁美丽虹口要要要虹口新变化冶摄影大赛组委会
2014年 3月 19日

日前，上海虹口区侨办副主任赵扬赴侨商
会会员单位上海大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走访
调研。

赵扬在听取企业发展情况介绍后，结合侨
法宣传月主题活动宣传了侨务政策，就企业关
心的华侨子女入学就读、华侨回沪定居等政策
做了介绍，并赠送了《涉侨知识问答》手册和
《侨商》杂志。

自 3月三日虹口区开展侨法宣传主题活
动以来，区侨办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并结合第

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进社区、进居
委、进家庭、进企业、进新侨、进网络等形式，全
方位、多层次开展侨法宣传活动，旨在让活动
更贴近群众，让更多人士知晓侨法、学习侨法。

大坤国际贸易董事长李志彬女士感谢区
侨办长期以来对企业的关心和支持，并表示
将大力支持区侨商会工作，希望通过商会平
台吸纳更多侨资企业，为虹口经济发展添砖
加瓦。

郭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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