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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游上海过大年
影视游之

◎ 记者 孙婉秋 左宇 吴典 水芙蓉 吴迪 刘星雨

2024 年年初，由上海原创、上海出品的影视

剧《繁花》热播，剧情里，巨贾的诞生与娇俏嗲嫩

的沪语方言、 老上海的旧日风情以及时代变迁

交织在一起，独特又亮眼。

它的爆火让上海黄河路成为当下市民游客

的打卡网红地，也将上海影视游推向高潮。

《繁花》同款打卡地中，苔圣园绝对是 C 位

主角， 它是剧中至真园的原型， 位于黄河路 50
号。 苔圣园始于 1993 年，是最早入驻黄河路的

本帮菜馆之一，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的建筑风格。

不同于一般以年轻人为主的网红景点，前

来打卡苔圣园的人群年龄覆盖度极广，不少“爷

叔”呼朋引伴前来寻找昔日回忆，也有“打工人”

拖家带口沉浸式游览， 还有人拉着行李箱一步

一回头，寻找最佳拍摄点。

沿着黄河路向前走， 可以陆续看到悦来酒

家、半岛酒楼、金八仙大酒店（已经不营业）以及

剧中汪小姐爱光顾的粤味馆。 这些酒楼中，粤味

馆的装修更加简约精致，白底的外立面，窗台围

栏刷上黑漆，再配上蔷薇花束，腔调十足。

各类特色小吃同样是黄河路上的重点 “项

目”，比如排骨年糕、老上海馄饨铺、老上海葱油

饼、创立于 1986 年的佳家汤包……这些美食店

铺几乎每家门口都排着长队，交谈声、吆喝声、

快门声缠绕在一起，热闹不已。

有人将路上来往的女性游客统称为 “汪小

姐”。 《繁花》中的汪小姐性格娇憨，办事爽利，又

有几分江湖义气，她爱穿红色系的衣服，整个人

热情明媚，为剧情增色不少，颇受观众喜爱；黄

河路上的“汪小姐们”装扮得体、妆容精致，她们

三五成群，以局外人的视角打卡这条老街，并以

各类美食、地标为介质，试图以此品味上海这座

城市的底蕴。

再往前走是牯岭路， 剧中宝总的好兄弟陶

陶在这条路上做海鲜生意， 是黄河路上酒楼的

供应商，有网友真情实感地评论“怪不得陶陶天

天像条鱼一样在黄河路上乱窜”。

牯岭路的另一头连着西藏中路， 按着这条

路线， 大约半个小时脚程就能到达汪小姐的工

作单位———27 号 。 27 号的前身是怡和洋行 ，

1955 年收归国有后， 由上海市外贸局及所属单

位作为办公楼长期使用，称之为“外贸大楼”，如

今是一栋集办公、商业餐饮、艺术等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建筑， 其中入驻的久事美术馆是如今大

楼中的知名景点。

“27 号”不远处是和平饭店。 《繁花》中宝总

的车祸就发生在和平饭店门外， 它也是影视剧

中的“老面孔”，见证了上海百年风云。

《繁花》中，宝总和爷叔包下的和平饭店的

英国套房，实为现在的 720 英国套房，电视剧热

播后该套房预订火爆，供不应求；和平饭店还顺

势推出《繁花》同款套餐，每天仅限 20 套，包括

“凤求凰繁花味碟”“三丝三味三种情”“虾虾侬

和蟹蟹你”等八道菜品。

此外， 剧中的沪联商厦即为南京路步行街

上的永安百货，剧中夜东京小饭店在进贤路，这

里也曾是叱咤风云的美食街， 囊括了老字号本

帮菜馆海金滋、兰心、茂隆等。

距离永安百货大约两公里处是张园 ，《繁

花》的开机仪式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它在影片中

贡献了不少内外景。 张园是上海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建筑风格最丰富的石库门建筑群，

被称为“海上第一名园”，独特的景致也使得张

园成为不少影视剧的御用场地。

可以说，《繁花》 极大展示了上海经济腾飞

的过往变迁。 为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即日起至

2 月 8 日，上海推出 2024 龙船“繁花”似锦，怀旧

宴席，浦江游览龙船上线《“繁花”似锦，怀旧宴

席》，包含海鲜泡饭、排骨年糕等美食；上海杜莎

夫人蜡像馆亦联动举行《繁花》圆梦时刻活动，

至 2 月 24 日结束。

《繁花》之外，上海还有更多精彩，比如近期

被网友们提名的宝藏打卡点“酱园弄”，其位于

虹口区乍浦路胜利电影院对面。

2023 年 11 月下旬，电影《酱园弄》剧组在乍

浦路、北海宁路开始搭建大型外景地，后吸引不

少市民前来打卡拍照。 社交平台上，已有不少网

友晒出打卡照，有人身着旗袍，置身其中，韵味

十足。

乍浦路“酱园弄”复原了曾经新昌路酱园弄

的真实街景， 一排排修旧如旧的商铺充满怀旧

氛围，高近 10 米的“酱园”二字，加上墙壁的斑

驳痕迹，毛笔字体的招牌、手绘的海报、拉毛的

水泥墙皮等，让人一秒“穿越”。

乍浦路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南北走向街道，

南起北苏州路，与乍浦路桥相连，北至衡水路。

这条路上蕴藏着丰富的过往记忆和文化遗迹，

譬如中国首家营业性电影院———虹口大戏院就

诞生于此。 20 世纪 30 年代起，在乍浦路与海宁

路交接处，汇集了虹口大戏院、胜利电影院、国

际电影院和解放剧场等四家影剧院， 成为上海

赫赫有名的影剧院“金三角”。

另外，静安区的四行仓库、黄浦区的思南公

馆、金山区的枫泾古镇、徐汇区的武康大楼……

这些影视景点是上海的新“名片”，它们不止是

建筑，更是上海文化交融的见证。

在上海影视乐园里， 游客可以找到更多剧

中原景， 这是我国最早建成开放的主要影视拍

摄基地之一。

为了招待游客，上海影视乐园给足了诚意，

其将在 2024 年春节期间举办名为 “辰龙逐梦·

烟火人间”的新年活动，用电影置景的手法还原

三四十年代的过年场景， 现场将围绕 “热闹庙

会”“龙年灯影”来打造美陈，还会有大型年货市

集，现场将有大型包饺子、包汤团、舞龙舞狮等

活动。

龙年创新意，在上海遇见更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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