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2244 .. 1122 .. 0099 星 期 一

编 辑 唐 舸 倪 维 佳

1106 上海市民
生活指南

请回答
上海 1994

一月份立新年 flag 的日子还近在眼前，2024 年已走到了最后一个月。
时间转眼而过。 可能在一些人看来，30 年前的上海也近在眼前。
那一年发生的事，你还记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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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4年的冷空气力道不够。
按照气象学标准，“立冬”之

后，连续 5天日均气温低于 10℃即
可判定为入冬。11 月底，上海开启
第一波入冬冲刺，但是连续 4 天日
平均气温低于 10℃之后，最后一天
功亏一篑，首次入冬失败。
时间倒回 30 年前，1994 年的

12月也不冷。
1994 年 12 月 24 日的最高气

温达到 16.6℃。气象专家介绍说：
“上海进入隆冬的步伐似乎放慢了
20天左右。”
不止是当年年底不冷，年初冷

意也不强。
即使是进入了一年中最冷时段

的“三九”天，当时上海还几乎没有
隆冬严寒的迹象，平均气温高出常
年 3℃。
暖冬迷雾，1994 年 1 月初开

始，连着两三场大雾，而 1 月 8 日
凌晨的那一场最大，连续三天没有
消散。
和 1987 年因为大雾酿成陆家

嘴摆渡口踩踏伤亡事件时不同，
1994 年的上海，浦东和浦西的交通
并不是只有黄浦江摆渡这一种方
式，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过江隧道
都已建起。所以在浓雾“警报”响起
时，全市 21个摆渡口关闭。
在浓雾将车辆和行人吞没的大

桥上，执勤的民警及武警三五步一
岗，用自己的身体将机动车与行人、
自行车分隔开，同时用哨声引导车
辆和行人前进；隧道口，大卡车输送
自行车及行人过江；退休的阿姨爷
叔手执红旗协助民警指挥路口的自
行车及行人通行……
在这一场浓雾考验中，除了曹

安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外，市区
没有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
等到大雾散去，站在外滩，会看

到浦东的天际线有了巨大的变化。
1994 年，是邓小平同志对上海

提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要

求的第三年，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建
造，俨然就是大变样的具象表达。
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升至 212米

的时候，创下上海开埠以来最新纪
录———浦东建筑高度首次超出浦西。
在它最终落成的时候，高度为

460米，当时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
三。1994 年的国庆节，它成了上海
“最靓的仔”，身上张满彩灯，熠熠
放光，与外滩夜景遥相辉映。
这一年，金茂大厦桩基工程也

顺利竣工，它是当时上海在建高楼
之最，总高度 420 米。金茂大厦后
来和两名后起之秀组成了“厨房三
件套”，成为游客来上海必举起相
机的地方。
有了高度，还有长度。
这一年，上海地铁一号线全线

贯通。在前一年的 5月 28日，地铁
一号线南段试运行。虽然只有徐家
汇到锦江乐园这几站，但市民热情
很高，纷纷前往试乘。
1994 年 12月，经过万余名建

设者 5年的努力，地铁一号线全线
建成开通调试，全长 16.1 公里，从
锦江乐园直通到上海火车站。
聪明的房地产商也紧贴地铁热

度，“地铁一号线何处房价最低”、
“某某园位于上海地铁一号线旁”
这样的广告语频繁见诸于报端。
这一年，地铁二号线的建设，也

提上了议事日程。30 年过去了，地
铁在上海人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作用，现在上海地铁运营线路共 20
条，共设车站 510 座，运营里程共
837千米（含磁浮线）。
向地下延伸缓解了当时上海部

分的交通压力，但还远远不够，要向
空中延伸。
1994年 12 月 7 日，上海内环

线工程全线通车，全长 48 公里，浦
西段近 30 公里。内环线浦西段的
双向四车道对于负载现在早晚高峰
的车流已力不从心了，但它在当时
是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城
市高架快速干道系统。

二
这一年，上海的城市面貌变化

还在别处。人民广场的焕新工程在
紧锣密鼓地进行，争取在当年国庆
节时以国际大都市中心广场的风范
展现在世人眼前。
1994 年，上海博物馆新馆拆下

脚手架，在人民广场展露新姿。现在
这座以“天圆地方”理念而建的建
筑被人们称为老馆，更新更大的上
博东馆在浦东建成。
这一年，大剧院也正式开工。即

使它有 3000 个座位，但在音乐剧
《悲惨世界》来上海演出时，演到最
后第 21 场，依然无法满足观众的
热情，最后大剧院首次出售站
票———在台阶上给观众安插座位。
这一年，在西藏中路和武胜路

路口的黄金地段，竖起了一块超大
屏幕，所在建筑高 34 米、宽 22 米、
屏幕面积达 309 平方米，当时是上
海最大的电子显示屏。
建造的初衷是，可以成为上海

宣传建设成就的一个新颖窗口，但
没想到，它成为了上海人约会的首
选地。说上一句，“老地方，人民广
场大屏幕下碰头”，基本上就不会
把人丢掉。
大家要靠显著的地标来确定见

面的地方，是因为这一年，手机还没
有普及。那时的移动通讯工具是BP
机和大哥大，虽然大哥大是大户标
配，拿着神气，但是接通率低，被用
户形容为“高级玩具”。
1994 年 2月，在上海长途电信

局的努力下，“大哥大”接通率才有
明显回升。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大哥大劣

势不少，模子大信号差，但在当时价
格可不便宜，1994 年的广告推出了
一家通讯公司售卖大哥大的信息，
显示手机全套价格为 8888 元，登
记入网等费用 5000 余元。黄牛更
是搅局，可以把价格开到 2、3万。
以当时上海人平均年收入

7000 多元的水平来说，大哥大只能
是宝总之流才买得起。
还好丰俭由人，普通上海人也

可以有一些时髦的消费。
1994 年，“钟点工进入普通人

家”成为了新闻，对一些双职工家
庭来说，傍晚时候请 2 小时钟点
工，帮忙完成做饭、接孩子的任务，
是帮了自己大忙，而一个月 100 多
元的费用，也算是能承受。
这一年，又有两家银行发行信

用卡，加上之前所发的信用卡和储
蓄卡，上海的“电子货币”增至 10
只，持卡人数超过 100万。
那个时候还面临着各家银行所

发卡自成体系，互不通联的问题，在
当时，是怎么也没法想到，30年后，
根本就不用带着现金和银行卡，只要
携带一个手机就能到处消费的场景。
这一年，麦当劳在淮海路光明

邨的一楼开出了在上海的首家餐
厅，而这一年，已经是肯德基在上海
开店的第五年，它在浦东南路东昌
路口开出了浦东第一家。
由于套餐在当时尚属 “奢侈

品”，所以虽然肯德基已在上海开
出首店多年，但第一次去麦当劳消
费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上海市民出
了洋相。有人会说“来个麦当劳”；
还有人按照中餐思维，带着钢宗镬
子来排队。
上海人总是爱赶时髦的，前申

花球员谢晖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自己经常和吴承瑛一起去麦当劳。

三
谢晖正是 1994 年加入申花队

的，1994 年 1月，申花足球俱乐部

宣布，经过双向选择，22人正式加
盟申花足球队，这支队伍的平均年
龄为 23 岁，比历届上海队都要年
轻。
这支队伍的主帅是徐根宝，他

带领着申花队经过一年的比赛，取
得了当年甲 A 联赛第 3 名的成
绩。
12 月，申花足球俱乐部决定

续聘徐根宝为 1995 年度申花队
主教练，当时徐根宝给自己定下军
令状：如果 1995 年他完不成前 3
名的任务，他就将“自己炒自己的
鱿鱼”。
没想到，他超额完成自己的

KPI，1995 年申花队在联赛中创下
十连胜的佳绩并提前两轮夺取甲
A 联赛冠军，当时，上海虹口体育
场全场沸腾。
1994 年，另一个更大的体育场

计划开工建设，它就是最终于 1997
年建成的上海体育场，上海人更爱
直白地叫它“八万人”，但实际上它
的座位数量是 72000 个。
体育精彩，文艺也丰富。
1994 年，《智力大冲浪》开播，

截止到它停播的 2006 年，一共陪
伴了上海观众 12年。
在这档综艺节目中，有很多上

海人的集体回忆，被外景主持人在
马路上随机拦下来提问的“街头福
星”、主持人林栋甫与和晶的“姜胡
同话”、少儿节目主持人豆豆客串
的小品，以及每次必定会“七里传
到八里”的“拷贝不走样”等等。
在电视还是上海人主要娱乐项

目的 1994 年，一部现象级的电视
剧已完成了制作，并进行了试映，计
划在 1995年播出。
这就是本号一直在研究的《孽

债》，在当时的试映会上就得到了
一致好评，参加看片的影视界、新闻
界人士还有不少被感动地留下热
泪。
等到 1995 年 1 月份播出之

后，每天晚上 8点 05 分，《孽债》
在当时的八频道准时开播，这时候
上海的马路上、公交车上几乎空无
一人。因为大家都在家里看 《孽
债》，甚至有饭店把电视机搬到了
大堂。
《孽债》一点都不悬浮，它忠实

地记录下了 1990 年代上海的风
貌。
导演黄蜀芹在 2009 年回顾拍

摄《孽债》的初衷时曾说：“那个时
候，我清醒地感觉到时代大变革快
要来临了，上海市区的许多老房子
被推倒了，上海的生存环境，将近七
八十年，甚至于一百年的历史文化、
城市文明，应该通过影像抢下一些
留作历史记忆的镜头。”
感谢《孽债》把 1994 年记录

了下来。

文 / 晨报记者 顾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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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4年城隍庙元宵节庙会
看市民穿着，可知当天并不太冷

全线贯通后的一号线

1994年12月7日，内环高架通车典礼

东方明珠改变了浦东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