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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这条厚重的抗战之路，满载上海人的祈盼

街街道道社社区区文文化化活活动动中中心心六六月月活活动动预预告告

读者来稿

作者/王智琦（品阅推荐官）

今日的芷江路

羽光焕彩，辉映璀璨华章
———非遗点翠体验

“赏点翠遗韵，承匠心之美”。 在古
代， 点翠是宫廷贵族们钟爱的饰品制作
工艺，工匠技艺精湛，将翠羽巧妙固定于
金银等金属底座， 创造出美轮美奂的首
饰与工艺品。 本期体验活动中，我们选用
自然脱落、 易于获取的蓝孔雀羽毛等仿
制材料进行简单的点翠装饰制作， 于时
光的回廊中回溯往昔风华， 感受这门古
老工艺所承载的悠悠历史与独特魅力。

活动日期：6月 14日（周六）9:30
活动地点： 芷江西路 151 号四楼多

功能厅
活动人数：25人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

布艺雅韵 贴画生花
———非遗贴布画 DIY

想知道布料和艺术品是怎样融合的
吗？ 快来参加“非遗贴布画 DIY”活动
吧！ 小朋友，用你们天马行空的想法，剪
裁、拼贴，让废弃布料幻化成栩栩如生的
动物贴画， 亲身体验环保带来的乐趣与
成就感。 从非遗传统图案里汲取灵感，感
受古老艺术魅力， 收获亲手打造的创意
作品，好玩又有意义，别错过啦！

活动日期：6月 14日（周六）9:30
活动地点： 芷江西路 151 号五楼创

新屋
活动人数：10 组家庭（适合 8-12 岁

亲子家庭）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

音乐节“星”舞台
———芷江星光荟

一场绮丽的“星光荟”嘉年华，正踏
歌而来，舞蹈、曲艺等多元艺术形式汇聚
一堂。 芷江西路街道星级团队将以精湛
的技艺，展现文体艺术独特的风采。 邀您
感悟传统舞蹈曲艺文化精髓， 融入民间
文体艺术传承的悠悠脉络。 我们满怀期
许，静候您赴约。

活动日期：6月 24日（周二）14:00
活动地点： 芷江西路 151 号四楼多

功能厅
活动人数：30人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

生命奇旅 羽化成蝶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本期亲子绘本共读会通过朗朗上口
的英文短句和精美插图，生动展现毛毛虫
从破卵而出、疯狂进食到化茧成蝶的全过
程。 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中培养英语语感，
同时领悟坚持与成长的真谛。

活动日期：6月 21日（周六）10:00
活动地点： 芷江西路 151 号 304 教

室
活动人数：15 组家庭（适合 8-12 岁

亲子家庭）

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作为“淞沪会战”主阵
地， 上海这座城市不由得多了一道亮丽的英
雄色彩。至今，从很多马路名字上依然可以感
受到：晋元路、一二八纪念路、芷江路……

芷江路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1945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湖南芷江作为日本侵略者洽降地，受到全世
界瞩目。“指江”与“芷江”谐音，解放后，即
1964年，指江庙路改称为芷江路。

芷江路位于静安区中部地区，是一条呈
东西走向、长 1600 米左右的支线道路，却被
一分为三，有芷江支路、芷江中路和芷江西
路三段路。 当年此地有严家角等乡民募建的
指江庙，以庙代路，就称之为指江庙路。

看似一条普普通通的道路，其实承载着
厚重的历史与国人对和平的祈盼。

指江庙路改为芷江路，其实有着天然的
渊源。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军
长蔡廷锴率 19 路军与侵华日寇激战于天通
庵路、八字桥一带，想要阻止日寇进犯华界
闸北地区，芷江路正好与虹口接壤，惨遭兵
燹战火，在淞沪抗战中留下不可磨灭的斑斑
血痕。

芷江路原为古河道朱家浜，南侧有朱家
宅，北侧有严家角和指江庙，沿河浜北侧有
条乡间小路，可通往天通庵镇。 清末民初，朱
家浜淤塞日久， 东段就逐步填筑成烂泥路。
1915 年，闸北工巡捐局筑成弹石路，以严家
角命名为严家阁路，1921年改称指江庙路。

解放后新中国成立，1964年更名为芷江
路。 从最初靠东一段，逐渐往西，经过宝通
路、宝昌路、止园路，到和田路（现为西藏北
路），又延伸到共和新路、大统路，最终到沪
太路为止。

21 世纪初， 我从永和小区搬迁到芷江
西路上，至今已居住了二十多年。 也正是搬
家后，我才发现路的东头，竟还有一条芷江
支路。 芷江支路从东宝兴路始，向东到华昌
路止， 与天通庵路连接， 大概只有二十来
米，北侧沿途没有居民，只有一幢“宏慧·新
里”商场，南侧为在建工地，建筑物尚未露
出端倪。

马人俊和电影《今天我休息》

说到指江庙路，绕不开的是电影《今天
我休息》。电影主人公马天民原型马人俊，至

今还健在。 出生于 1933 年的马人俊中学毕
业时，本想投笔从戎，后听从陈毅市长安排，
充实到公安干警队伍，成为原闸北区指江庙
路派出所一名户籍警。

在居民的支持配合下，还没一杆枪高的
马人俊，短短几年内就抓获近 80 名罪犯，其
中还有好几个背负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1955
年国庆前夕，马人俊赴京参加“全国青年建
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 受到毛主席的亲切
接见。 1956年 4月，马人俊又荣获上海唯一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奖章。 时任公安
部部长罗瑞卿与马人俊受邀到中南海西花
厅周总理的家中做客时， 周总理嘱咐马人
俊：“你评上一两次英模并不稀奇，要一辈子
做好警察， 被人民群众所认可， 这才最重
要！ ”

马人俊时刻牢记周总理嘱托。 鲐背之
年、患过大病的他，至今还想着如何为党多
作贡献。 马人俊是市百老讲师团成员。 前不
久，他发微信告诉我，应邀去复旦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上党课。 东华大学的师生还特地赶
到他家中，一起感怀峥嵘往昔，共话当下美
好生活。

苏家巷棚户区改造

正因为有了像马人俊这样优秀共产党
员的无私奉献，芷江路上才有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
位于芷江西路、大统路的苏家巷，是上

个世纪 90 年代远近闻名的危棚简屋地区。
居民们盛夏时节热得只能睡马路，汛期暴雨
时家中积水可达三尺深， 真可谓 “水深火
热”愁煞人。

听说有一户人家 8 口人蜗居在 15 平方
米的小屋里，为了能住得下，只能借天借地
深挖洞，再像叠罗汉般叠床睡觉。 市、区领导
前来实地勘察时， 爬上颤悠悠的木扶梯，望
着逼仄不透气的阁楼，不觉愧疚落泪。

这些年，经过城市的更新与改造，苏家
巷小区仍在，居委会的牌子还挂着，但小区
早已换了新颜，辖区内北美枫情、紫兰苑等
商品房华屋高耸，周边“五月花”生活广场
配套齐全，盒马鲜生、星巴克、肯德基等入驻
其中。

芷江中路严家阁一带也已高楼林立，
“新湖·青蓝国际”中高档商品房拔地而起，
成为市民安居乐业的向往之地。

星火电影院

坐落在芷江西路 1 号，芷江西路与西藏
北路交叉的星火电影院，建成于 1959 年 10
月，是解放后原闸北区兴建的第一座专业电
影院，五个红色大字由毛体字集成，显得大
气磅礴。

星火电影院占地面积 4000 平方米，有 959
个座位，很是宽敞。因为原闸北区是上海工人运
动发源地， 也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胜
之地，所以用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名
句来取名院名。

经过多次改扩建， 星火电影院成为集宽银
幕、 立体声和放映立体影片的多功能二级专业
电影院。在洛川共和新路、洛川东路口的沪北电
影院建成之前， 星火电影院是该地区居民和企
业职工近悦远来的文化消费首选之地， 也是原
闸北区政府召开区级大型会议的备用会场。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上世纪 80 年代，在星
火电影院观看电影《人到中年》，演员潘虹和达
式常饰演中年知识分子，尽管生活清苦，两人却
甘为国家科研和卫生事业无私奉献， 令我感佩
又嗟叹。 这类现实主义的好电影总是令人过目
难忘。

随着时代飞速发展， 像星火电影院这类大
体量、单剧场功能影院，很难满足观众个性化观
影需求，逐步退出市场。上海本土脱口秀演员蔡
嘎亮曾到星火影剧院驻演，火爆一时 ，可惜最
终也只是昙花一现，难以持久。

2013 年底，星火电影院作为区级土地储备
项目被征收，238 街坊包括星火电影院被拆为
平地。但愿曾经燎原的星火能破茧成蝶，给市民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期盼。

上海市中医医院

芷江中路 274号，坐落着上海市中医医院，
这是一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 也是当年原闸北
区域内唯一的三级医院，为缓解市民“就医难”
作出了积极贡献。

查阅相关资料后得知：1992 年， 市中医医
院从杨浦区搬迁而来；1997 年， 与原在此的上
海市中医门诊部合并， 组建成新的上海市中医
医院；2005 年，成为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如今，在嘉定又新建颇具规模的中医医院分院，
惠及更多患者。

每次走过芷江中路， 我总能见到医院对面
的沿街小店里，售卖各种煎中药的药锅，既有最
原始笨重的土陶烧锅，也有电子温控金属锅，生
意兴隆。不过，随着医院代为煎煮中药业务日渐
普及，小店的生意清淡了许多。

母亲生前患有甲亢等病症， 医生建议吃中
药调理。 我曾在宝山路上的强华大药房等处辗
转配药， 很熟悉中草药那股或淡或浓的独特药
味。 当年高考时，我曾想报考中医学院，将来悬
壶济世、“望闻问切”，做个治病救人的中医，可
惜最终走上了教坛，人生留下些许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