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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文旅+”
一站式体验“乐在静安”

近年来，静安区牢牢把握文化和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和新
兴数字文化蓬勃发展的新形势，着力
推进“文化+科技”“文旅+消费”等业
态模式创新，打造和吸引一批新媒体
技术应用、沉浸式体验空间、多业态
消费集聚的新型消费场景，培育新型
消费形态、创新文旅消费场景，持续增
强文旅IP对消费人口的拉动作用。

行走路线：静安寺——百乐门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
馆暨刘长胜故居——美琪大戏院
——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
Life Chronicles生命的纪元

宝藏点位
◆静安寺（南京西路 1686 号）

又称静安古寺，其历史相传最早可追
溯至三国孙吴赤乌十年（247年），初

名沪渎重玄寺。宋大中祥符元年
（1008年），更名静安寺。南宋嘉定
九年（1216年），寺从吴淞江畔迁入
境内芦浦沸井浜边（今南京西路），早
于上海建城。

◆百乐门（愚园路218号） 百
乐门，全称“百乐门大饭店舞厅”，是
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所。1932
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
银，购静安寺地营建 Paramount
Hall，并以谐音取名“百乐门”。卓别
林夫妇访问上海时曾慕名而来，陈香
梅与陈纳德的订婚仪式亦在此举行。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
列馆暨刘长胜故居（愚园路 81 号）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
刘长胜故居是一幢西班牙式建筑。
这里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上
海局的秘密机关旧址之一，也是刘长
胜同志1946年至1949年在上海从

事地下革命斗争时的居住地。
◆美琪大戏院（江宁路 66 号）

建于1941年，由著名建筑师范文照
设计，定名美琪，取其“美轮美奂，琪
玉无瑕”之意。1941年10月15日开
幕之际，被海内外人士誉为“亚洲第
一”“远东最先进的艺术影宫”，也是
当时西片放映的首轮影院。

◆星巴克臻选®上海烘焙工坊
（南京西路789号） 星巴克海外首
家臻选烘焙工坊是星巴克亚洲首家
全沉浸式咖啡体验门店，也是上海市
工业旅游景点。

◆Life Chronicles生命的纪元
（南京西路789号兴业太古汇L3多功
能厅） 由230余年岁月沉淀的法国
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专业背书，多位
古生物学家、古植物学家、进化学家
以及生物声学家共同倾力创作的地
球生命史诗。

海派经典、潮流生活、元宇宙体验、文商旅融合……

静安文旅推出四条特色旅游路线
2024年5月19日是第14个中国旅游日，静安区文化和旅游局组织

区域内文旅场馆、旅行社、文旅项目主体等，向市民游客重点推荐四条中

国旅游日的“静安特色线路”。

这四条“静安特色线路”涵盖海派经典、潮流生活、元宇宙体验、文商

旅融合等，是市民游客在初夏时节走进静安、体验生活和文旅消费的好

去处。

■记者 邢蓓琳

文艺、时光、亲子
艺术苏河一次逛不够

苏州河在汇入黄浦江前，划出了
一道长数公里的优美弧线，它就是静
安苏河湾。在这片4.2平方公里的区
域里，历史建筑总量达50万平方米，
拥有17个风貌保护街坊，170处博物
馆、美术馆、文化新空间等文旅资源点
位，是中心城区独有的“一河两岸、中
西合璧”滨水活力中枢。

2023年7月，静安区打响“艺术
苏河”品牌，通过挖掘历史建筑价值、
增加公共文化配置、举办文化节展赛
事、吸引高端艺术产业，开始全面建设
苏河湾艺术生态高地，大艺术、大苏
河，使苏河湾地区成为上海艺术地图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支线一支线一

苏河北岸时尚文艺线路
行走路线：苏河湾万象天地——

浙江路桥——TBCA文化艺术中心
——UCCA Edge静安尤伦斯美术馆
——静安大悦城——SUHE HAUS
苏河皓司——Fotografiska 影像艺
术中心——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
——苏州河乘船游览

宝藏点位
◆苏河湾万象天地 说起苏河湾

万象天地（福建北路100号），必然会
提到这两个户外艺术装置：一步跨越
两层楼的“沪上大长腿”小男孩和隔空
对奏的大象亲子乐团。

◆浙江路桥 浙江路桥兴建于
1880年，是亚洲罕见的鱼腹式简支钢
桁架桥之一，被列入上海市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TBCA 文化艺术中心 （曲阜
路9弄下沉庭院B1-6）由中央美院、
湖南电广系统全新打造的集文化艺术
与商业运营于一身的综合体，承载了
影像内容智造、设计策划、创意制作、
艺术策展等多项功能。

◆UCCA Edge 静安尤伦斯美术
馆（西藏北路 88 号盈凯文创广场 2
层） 秉持“持续让好艺术影响更多
人”的理念，UCCA Edge将众多艺术
大师在中国的首次大型个展带到上
海，同时也让更多人了解上海本土的
新生艺术力量。

◆静安大悦城（西藏北路166号）
被誉为“魔都爱情地标”的悬臂式屋顶
摩天轮SKY RING、主打复古国潮风
的轻艺术主题街区摩坊166……让人
心动的美好时刻在这里，等你来发现。

◆SUHE HAUS 苏河皓司（文安

路30号） 坚持与全球领先的艺术机
构、画廊、品牌和创意人士合作的新兴
艺术与设计中心。为艺术提供停驻、
生根、繁荣的港湾，是不变的追求。

◆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光
复路127号） 来自瑞典，亚洲首家。
落地静安苏河湾畔的Fotografiska
影像艺术中心为摄影爱好者提供了一
个沉浸式观展的艺文生活中心。

◆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光
复路21号） 上海近现代仓储建筑的
典型代表，建筑西墙复原了8个炮弹
孔、420余个枪弹孔。1937年，“八一
三”淞沪抗战后期，谢晋元率领“八百
壮士”在这里坚守四昼夜，抗击日军。

◆悠游苏州河 乘船荡漾于苏州
河上，换个角度一览两岸流动的风
景。伴随行船途中详细的解说，驶过
地标性建筑景观，穿行于造型别致的
桥梁，了解苏河脉络及背后的故事。

支线二支线二

穿越苏河时光记忆线路
行走路线：上海铁路博物馆——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
——乌镇路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
部旧址陈列馆——上海自然博物馆
——静安雕塑公园艺术中心

宝藏点位
◆上海铁路博物馆（天目东路

200号） 通过史料和实物展示铁路
进入中国后，上海及华东铁路走过
的风雨历程，还能“触摸”我国第一
条营运铁路——吴淞铁路的历史记
忆。

◆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
念馆（浙江北路118号） 1923年，中
共中央局迁至上海，从这里始发出去
的号令指导了一系列革命运动。

◆乌镇路桥 一座外形沉静肃穆
的简支架桥。它是解放上海时，人民
解放军通过苏州河上的第一座桥，也
是上海发展变迁的“见证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
馆（成都北路893弄1-11号） 1921
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中华全
国总工会的摇篮。

◆上海自然博物馆（北京西路
510号，静安雕塑公园内） 上海自然
博物馆陈列着来自七大洲的11000
余件标本模型、28万余件藏品，拥有
10个常设展区及临展厅、4D影院、探
索中心等功能区域。

◆静安雕塑公园艺术中心（石门
二路128号） 位于静安雕塑公园内，

市民游客休闲游憩的同时，也可以欣
赏国内外著名艺术家的优秀雕塑作
品。

支线三支线三

苏河南岸欢乐亲子线路
行走路线：M+马利创意园——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馆——
MOHO MALL——昌平路桥——
蝴蝶湾公园——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
馆——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越
界·陕康里

宝藏点位
◆M+马利创意园（西康路 850

号） 曾是百年国货品牌马利颜料生
产车间的旧址，如今已成为“大孩子”
和小朋友最爱的色彩世界。园区内的
Mamǎfufú超级百货是集艺术展
览、手工workshop、画材、图书、家居
好物等于一体的文创空间。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纪念
馆（江宁路673弄10号） 1926年，中
共中央秘书处成立，承担党中央重要
文件资料收发、保管及中央机要工作。

◆MOHO MALL（江宁路 699
号） 拥有多个独家原创IP空间和超
50家品牌首店。如钟楼般的商场外
立面展示着复古美，一层中庭的潮流
棋盘艺术装置蕴含“时尚是一盘大棋”
的巧妙寓意。

◆昌平路桥 以“苏河之眼”为设
计灵感，上翘的人行道与主梁之间距
离缓缓变化，仿佛一只微微睁开的眼
睛。

◆蝴 蝶 湾 公 园（康定东路 50
号） 蝴蝶湾是苏州河南岸一处“宜乐
宜游”的公共空间，因其湾岸连接两片
绿地，似蝴蝶展翅，得名“蝴蝶湾”。公
园内有一体化滨河步道、景观绿化“樱
花园”和“荫生墙”。

◆静安区少年儿童图书馆（康定
东路28号） 安妮女王复兴风格的城
堡式建筑，以少儿绘本类图书为馆藏
特色。定期在这里举办的河畔故事
会、“悦”读英文绘本等活动，深受小读
者的欢迎。

◆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武定路
203号） 曾被誉为“海上第一当”，集
徽派建筑和欧式风格于一体，是迄今
上海仅存的规模最大和保存最完好的
当铺建筑。

◆越 界·陕 康 里（康定路 358
号） 原上海重要的材料工业集散地，
现为隐藏在社区中充满烟火气的城市
新空间。各种小店林立，艺术设计画
廊Dest Gallery也落户于此。

慢行“巨富长”
梧桐树下品幸福滋味

“巨富长”是上海“梧桐区”的三
条小马路——巨鹿路、富民路和长乐
路的简称。梧桐下，花园洋房与历史
建筑交相呼应；马路旁，咖啡、贝果与
油条、豆浆觥筹交错；路灯下，名人故
居与时尚园区互诉衷肠。

行走路线：静安区旅游服务中心
（文明旅游互动体验）——丰盛里·静
安寺广场——华山路天桥——大胜
胡同——华山 263 老字号品牌馆
——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馆——景
华新村——LABELHOOD蕾虎——
PLUSONE咖啡——JULU 758——
TIMES REMAKE——合众图书馆
旧址

宝藏点位
◆静安区旅游服务中心（安义路

63号） 1920年毛泽东寓所旧址位
于原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
路63号）。

◆丰盛里·静安寺广场 2024
年3月18日，丰盛里·静安寺广场焕
新回归，正式启用。坐落于此的

“Apple 静安”是中国大陆最大的
Apple Store零售店。

◆华山路天桥 位于华山路和
延安西路交叉口，是上海著名的打卡

胜地之一，也是上海摄影爱好者必打
卡的“法师桥”。站在桥上，往静安寺
方向随手一拍，就能得到构图绝佳的
城市风景大片。

◆大胜胡同 大胜胡同坐落在
华山路229-293号。虽名为胡同，
其实是法式新式大型里弄住宅群，建
筑风格也与北京胡同截然不同。

◆华山263老字号品牌馆（华山
路263弄） 这座英国都铎复兴风格
建筑建成于1899年，原是英国大律
师德莱蒙德的私人宅邸。2022年，
华 山 路 263 老 字 号 品 牌 馆 在 此
开馆。

◆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馆（华山
路 303 弄 16 号） 1937 年 10 月 29
日，杰出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蔡元
培先生携家眷租住于海格路175号
（现华山路303弄16号），一幢英式
三层花园洋房。如今，这里是上海蔡
元培故居陈列馆。

◆景华新村（巨鹿路 820 号）
景华新村是上海市的一处历史建筑，
修建于1938年，设计者是勃兰特罗
杰斯公司。其所在地曾是私人园林
周家花园的一部分。1937年，在原
周家花园南部兴建里弄房屋，因风景
秀丽，故名“景华”。

◆LABELHOOD 蕾虎 蕾虎是

一个集结中国年轻群体的先锋时装
文化体验社区，旗下拥有先锋时装艺
术节和独立设计师品牌买手店。

◆PLUSONE 咖啡 咖啡店所
在的光华里曾是电影皇后胡蝶的旧
居所在地。PLUSONE咖啡店是电
影《爱情神话》取景地之一。电影
中，老白经常与朋友在此喝咖啡
聚会。

◆JULU 758 前身是上海仪表
厂，上世纪90年代成为东方证券办
公楼。改造后的JULU 758整体呈
现工业风。

◆TIMES REMAKE 上海保
罗花园的新空间是一个充分契合
vintage和archive的陈列空间。品
牌 收 集 来 自 全 球 各 个 地 区 的
vintage，将过去的服装改造成独一
无二的产品。

◆合众图书馆旧址 1941年9
月，这座由华盖建筑事务所著名设计
师陈植主持设计的多层图书馆建筑
竣工并投入使用。发起者张元济、叶
景葵、陈陶遗以“三人成众”“众擎易
举”之意，将其命名为“合众图书馆”，
专注于集纳、守护、传承中国传统文
史典籍。如今，这幢建筑正式启动保
护修缮，将成为上海图书馆中华家谱
主题馆。

文商旅体联动
国际静安“好看”又“好逛”
南京西路是“中华商业第一街”南

京路的西半段，东起西藏中路，西迄延
安西路，全长3833米，穿越静安寺闹
市地区，横贯静安全境。南京西路沿
路分布着众多历史建筑、名人故居和
数家大型商业综合体，是上海最有艺
术人文价值的街区之一。国际剑联花
剑大奖赛、上海时装周、国际美妆节、
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上海国际茶文
化旅游节、静安音乐节、上海静安（世
界）咖啡文化节等众多大型文商旅体
活动也都在这里举办。

行走路线：静安公园——静安嘉
里中心-安义路街区——陕西北路中
国历史文化名街——静安雕塑公园
——张园

宝藏点位
◆静 安 公 园（南京西路 1649

号） 改建后的静安公园占地33600

平方米，中心大道栽种着32棵百年悬
铃木。公园东部是八景园，东南部是
人文景观，西部则是自然山水景观。
公园内还设有儿童游乐园、休闲健身
苑、茶室和异国风情咖啡吧等休闲游
乐场所，是一处清新典雅，集休闲、健
身、旅游于一体的都市花园。

◆静安嘉里中心-安义路街区
（南京西路1515号） 地处静安区静
安寺商圈的静安嘉里中心-安义路街
区，是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也是上海
旅游休闲文化氛围最浓厚的街区之
一。全长264米的安义路贯穿街区中
心，既为市民休憩放松提供了开阔的室
外场所，还不定期举办高人气集市“安
义夜巷”，以及“建筑可阅读”文创市集、
上海时装周等各类文化艺术活动，满足
并丰富游客和市民游览、出行需求。

◆陕西北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陕西北路（巨鹿路—新闸路），旧称西
摩路，于1914年筑成，是上海仅有的

三条经国家文化部评定的“中国历史
文化名街”其中之一，还被列入上海

“64条永不拓宽的马路”名单。
◆静安雕塑公园（北京西路510

号） 静安雕塑公园是一个以雕塑为
主题，展示为手段的开放式城市公
园。公园内，绿化与雕塑、小品相互渗
透、和谐统一，是上海中心城区公园绿
地与文化设施结合的典范。

◆张园（茂名北路188弄） 张园
全名叫张氏味莼园，是晚清富商张叔
和于1882年兴修的花园，是当时上海
较大的私家园林。1885年起，张园正
式向公众开放。市民可以在这里看
戏、照相、宴客、品茶、纳凉、看展、购
物，甚至是登热气球望远，被誉为“海
上第一名园”。1918年前后，这里逐
渐改为各式民用建筑。2022 年 12
月，张园西区完成保护性修缮，焕新回
归大众视野，成为上海城市更新的新
范本，繁华更胜往昔。

线路22

线路33

线路4

*以上皆为推荐线路，非旅游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