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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古镇，成陆于唐，因盐业
而兴盛。这座有着 1300 年历史的
古镇，曾经枕河而靠海，可谓是座
海边的江南小镇， 既有着江南水
乡的气韵，也有海派城镇的风华。
盐文化、海洋文化、江南文化、海
派文化在这里交融孕育。

新场素有“十三牌楼九环龙，
小小新场赛苏州”之誉。新场古镇
上， 河道穿镇而过， 高垒的石驳
岸，雕刻精致的一座座石拱桥，傍
水而筑的大量成片的古民居，勾
勒出其别具一格的江南景象。

因盐而生、 因盐而兴的新场
古镇，是专家眼中“浦东原住民生
活的真实画卷”，也是市民心目中
理想的“城市生活后花园”。 原住
民的日常生活与旅游业态的融合

碰撞、 新老对比在老街上随处可
见。春节假期不妨来新场走走，穿
梭在古色古香的十字街巷， 漫步
在风光旖旎的井字河畔， 领略前
店中宅、 跨河后花园等独有的海
派水乡风貌。

第一楼茶园
地址：新场大街 422 号

清同治末年始建，20 世纪 20 年代翻建为三层楼
房，时为镇上高度第一，故俗称“第一楼”。20世纪 30
年代起开设书场。1940 至 1943 年间，中共地下党联
络站曾设于此。这里曾是当地著名的茶馆，也是江南水
乡文化的重要象征，也是《色·戒》等影视作品拍摄的
取景地。2004 年和 2020 年，第一楼分别经历了整体
修缮和保养维护。2014 年第一楼茶园被公布为上海市
文物保护单位。2021 年，第一楼布展建党百年主题电
影展，还原《色·戒》、平安大戏院等电影拍摄场景，成
为古镇红色地标。

晨报记者 徐斌忠

相关场所春节期间开放信息，以场所最新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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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江南古镇品年味

四库书房·新场雅集
地址：新场镇新环南路 289 号

四库书房·新场雅集是位于新场古镇南山寺旁的
一间古色古香的荷塘书阁。这间典型的坐北朝南的精
致老宅，藏书量超 3000 册，涵盖《钦定四库全书》《钦
定天禄琳琅》丛书单种等中国历代经典古籍。地方特
藏有记载浦东川沙等地成为盐场的《熬波图》的大师
手工雕版，《沪上盐乡枕水情 -新场古诗词选集》，巨
幅写实性油画《新场古镇》等珍贵藏品。四库书房·新
场雅集是传统与创新和谐兼容的特色文化空间、新场
古镇文化遗产传习基地。

新场历史文化陈列馆
地址：新场大街 367-371 号

新场历史陈列馆所在的信隆典当为张氏置业，建
于清末。原围墙和石库门已毁，现存房屋三进，有房 29
间。坐西朝东，砖木结构硬山灰瓦顶，荷叶山墙，皆面阔
五间。第一进为大厅，大厅后原有中墙门，已拆。二、三
进为口字型布局的两层楼房，进深均 7米，两侧各一间
两层厢房，房后有护墙。这座宅院，走出了新中国成立
后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吴仲超，他 15岁时曾在这里
学艺十载。
2006年完成整体修缮后，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技

术支持下，完成“新场历史文化陈列馆”布展，并对外
开放。陈列馆内设“沧海桑田”“煮海熬波”“人文翡
翠”“生态古镇”四个展厅，集中勾勒了新场的历史演
变，追忆盐业兴镇，见证人杰地灵，透视民俗风情。
2014 年，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琴书茶摄
地址：新场大街 27 弄 5 号

琴书茶摄文化艺术空间坐落于新场古镇南麓、后
市河东岸，是一座近百年的中式庭院。门扉轻启间，琴
声悠然，墨香绕梁，光影定格时光，香茗润泽心田。该空
间集展示、培训、体验、交流和创作于一体，着力打造成
为新场地区独具特色的“艺术家会客厅”和“青年文
艺人才培养摇篮”。同时，为广大文化艺术爱好者提供
一个安静并富有文化艺术氛围的休闲场所。

311工坊
地址：新场大街 311 号

311工坊开在古镇中段的古弄里，很有“文艺范”。
主理人成亮、张文秀，因版画而相识，也因版画而走到
一起，在新场结婚生子，安家创业。311 工坊内的“入版
社”，希望能在新场打造一个版画社区，吸引更多艺术
家进入，一起以“进入”的状态来古镇创作，并在各地
举办各类活动。“入版社”为新场创作的《笋山十景》
《第一楼》等版画，富有独特韵味。

末栀小院
地址：新场大街 72 号

三五好友，行走南街，到末栀小院喝茶小坐是个不
错的选择。小院门面虽不太起眼，但走进去别有洞天，
院内流水潺湲，草木扶疏，还有栀子花，暗香浮动。静坐
茶室，相望庭院，既有传统雅致，又具现代舒适，尤其是
步道水景，锦鲤嬉戏，赏心悦目。亲近自然间，茶和点心
正好。

裕大·俚舍
地址：新场大街 210 号

沿着新场大街前行，穿过石笋街，向南 “复寻数
十步”，裕大·俚舍便在阵阵咸酸饭的味道中“豁然开
朗”。这里除了网红“昂刺鱼菜饭”，还是一家极富江
南水乡韵味的民宿。裕大·俚舍整合了三座古宅，主体
是民国 20 年建造的裕大南货店。修缮中，秉承“天人
合一”的设计理念，保留了原建筑的木结构、老砖墙、
坡屋面和烽火墙，同时加入了低调简约且符合当代生
活品质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