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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郊记忆纪念馆里，一位仔细观看实物、照片的老人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上前攀谈，原来他是原红光电子管厂的老职工杨春燕。

“经常都要过来转转。那时候这一片全是工厂，我们厂生产电视机显
像管，第一个黑白、彩色显像管都是我们产的；隔壁的成都量具刃具
厂，他们产的读数值0.0001的英制千分尺，是当时世界最精密的千分
尺……双燕冰箱、峨眉牌自行车、效力多牙膏……这些牌子当时哪个
认不得？”站在依照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成都地图，以1∶450比例还原
的数字沙盘前，杨老不断比划的手势，在璀璨的灯光中透着骄傲和苍
凉。

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整个东郊记忆由占地
18万平方米的成都国有红光电子管厂废弃厂房改建而来。整个东郊曾
先后聚集253家中央、省、市、自治区属规模以上大中型企业。

2001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东郊工业企业过度集中带来的负
面影响显现出来，搬迁改造被提上日程。但是，东郊在成都人心目中
的象征意义极其重大，让负责改造的成都传媒集团压力巨大。

这种意义，正如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所总结的：“新中国
成立前，成都只有一根烟囱。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五’、‘二
五’、‘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成都工业现代化开始起步，烟囱林立。
可以说，东郊是成都现代工业文明的遗产，延续着一个城市的血脉。因
而东郊是不能从成都人的记忆中抹去的，我们应该用合理的方式去传
承。”

作为东郊项目改造总设计师，刘家琨对国内外老工业区改造
进行了全面比较。“无论是国内首钢石景山厂区老工业还是德国鲁
尔区，都给我这样一个启示，那就是把工业遗产作为景观整体性
保护起来，同样可以很艺术、很美。”

在这种理念指引下，设计师将整个厂区横向分成前中后三
段，纵向分成北中南三区。前段西大门广场和水景、星光墙作引
导，中段为艺术功能区，后段东大门及车场作结尾；中段的明星
街、北街、舞台东西街、岁月画廊通道，划分成美展区、影视
区、演艺中心、露天舞台、办公区、文化餐饮区，形成了一个与
传统不同的全新艺术场所。

在具体操作中，“修旧如旧，旧房新用”的例子比比皆是。“跨度24
米、层高16米的熔配车间，现在被改造成影院和剧场；直径达16米的氢
气罐，打造为视听空间；多夹层、多管道的厂房，化身为艺术展示殿
堂；烟囱、传送带、锅炉等巨大构筑物围合而成的独特区域，成为音乐
酒吧区；老办公楼则被改造为设计酒店。”东郊记忆负责人沿着中央大道
边走边介绍。

为了营造整体的怀旧气氛，园区创新做法也不少：龙门刨床被改造
成别致的景观造型；国产 B43雷达、歼 6战斗机，掩映在高大的桉树和
梧桐树间，供游人拍照。

众多餐饮商家中，“东郊食堂”独树
一帜。食堂内，服务员身穿工装，装修
风格也是定位在当年的食堂风格，例如
墙上的标语、桌椅的设计等。市民李女
士说：“看见东郊食堂，感觉回到了小时
候。”

在游客接待中心，几名游客正在购
买红光厂当年产的军用雷达显示屏半成
品，工作人员用激光印制机，把游客想
要的图案印在屏幕上。“这些纪念品也就
几十块钱，都是我们利用厂区产品创新
改造而来的，目的是让游客对成都东郊
老工业区有一个记忆载体。”莫晓涛一边
介绍，一边娴熟地帮着工作人员操作机
器。

“在寸土寸金的东郊，一座老厂遗址能够完整保留，这是很难得的。
这体现了新一代成都人对老一辈成都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的传承。”
成都传媒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跳动的音符图案、舞动的迈克尔·杰克逊雕
塑、咪咕公司“听歌的孩子”标识……走进东郊记
忆，随处可听到乐队演奏的音乐声。2009年5月，成
都传媒集团与中国移动通信四川有限公司签约，
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入驻东郊记忆。自此，东郊
与音乐结缘。

“在 2012 年更名前，这里叫成都东区音乐公
园，我们当时的定位是音乐产业聚集园和音乐文
化体验园。”成都传媒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东郊
记忆现在已成为国家四大音乐产业基地之一和中
国的数字音乐企业集聚区，200余家无线音乐内容
服务商（CP）和渠道合作商（SP）的总部、区域总部
及其数字音乐研发及市场部门都汇聚于此。

在原红光厂 18 号楼，曾经的彩色电视机显像
管成品的生产线、装配车间，大红墙上如今挂上了

“咪咕音乐有限公司”的牌子。
“在国内无线音乐市场中，我们的优势无可比

拟。”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综合管理部的甘霖告
诉记者，咪咕音乐主要由音乐基地运营。她用一组
数字来介绍音乐基地的优势，“目前音乐基地的内
容合作伙伴已经达到了 1400 余家，拥有国内最大
的正版音乐内容曲库，收录正版歌曲数量达到391
万首，累计销售 162.8亿次、新歌覆盖率达 98%。音
乐基地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音乐内容销售平台和

音乐会员运营平台，目前已经累计咪咕
会员1.32亿，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艺人

活动演出平台，迄今已举办
1200 余场‘咪咕和 TA
的朋友’品牌系列巡演

活 动 。近
年 来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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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占 中 国
数 字 音 乐

市场六成左右的份额。”
“实现集音乐、通信、互联网一体的跨界运营，

是我们下一步的目标。”甘霖说，目前，以东郊记忆
为阵地已经集聚了一批上下游为一体的产业链企
业，通过拓展 B2B、B2C、B2B2C 等商务模式，希望
为普通民众提供性价比更高、体验更好的“互联
网+音乐”的创新应用。

为了提升东郊音乐的知名度和品质，作为园
区运营商，成都传媒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在这方面
的投入也不遗余力。沿着园区中轴线，约 1万平方
米、可容纳不少于1200多名观众的演艺中心落成，
唯乐音乐厅、大地音乐厅、斯坦威钢琴音乐厅等以
古典音乐、严肃音乐为主的专业剧场已投入使用。

“音乐会、中小型演唱会、明星见面会，周周都
有。”相关负责人说，“我们还举办了很多音乐活
动，像本周末将要举办的‘聆·音——日本声优演
唱会’、已经举办了7届的‘成都国际友城青年音乐
周’。去年音乐周，一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的25支
音乐院团参加，超过 40万人次的乐迷来到东郊观
演。这些活动我们会一直办下去。”

此外，园区还拥有专业的音乐消费业态，玩民
谣、买唱片，在东郊记忆明星街逛一圈都能搞定。
在一家叫“民谣流域”的琴行，每天，店门口都会安
排专业吉他手自弹自唱。在音乐之声唱片店，记者
看到，周杰伦、萧敬腾等歌手的专辑都已上架。在
一家名为“KK Party”的 KTV，7000 平方米的场地
里，Hello Kitty、海贼王、机器猫等各种主题的包房
让人耳目一新。

“让瞬间变永远，让未来像从前。旧工业建筑、
主题酒吧以及铺满红砖的中央大道。漫步、音乐、
感悟。哪怕只是路过的匆匆一瞥，也会翻出你记
忆深处的逝水流年。这就是东区的魅力，这就是
音乐的主题。”音乐人大陆曾这样表达他对东郊
记忆的感悟。

“一基地、多名片”，这是东郊记忆目前的定
位。除了音乐基地，东郊记忆正在朝戏剧、展览、
摄影等多元文化形态的拓展，以打造现代化、国
际化的西南文化创新高地。

在“8 点空间”剧院，有成都小剧场“启蒙人”
之称的李京，带着一群年轻人，硬是让以前不爱
花钱买票的成都人掏了腰包。“现在我们的观众
每场都能达到六七成。”李京说。

前些天，在拥有 5500 平方米展览空间的“锦
颂东方”，200 多个国际标准展位前同样人流攒
动。汇聚国内音乐、影视、动漫、游戏各产业百余
家代表企业的中国（成都）数字娱乐节刚刚在这
里举行。运营方全球移动游戏大会项目中心副总
裁尚德新告诉记者，看中东郊记忆的原因主要是
这里人气旺，硬件设施、服务功能完善，移动游戏
企业、人才集聚，政府在政策、税收等方面
的扶持力度也很大。

而在旁边一个稍小的展厅里，诗人流
沙河，巴蜀文化专家谭继和、袁庭林、肖平
等 200 多名文化界人士正聚集一堂，参加
成都阅读协会成立大会。

“东郊记忆作为成都的文化地标，人
气集聚，必须占领这里。”大会发起方成都
图书馆馆长胡建强笑着说，目前，装有图
书330册、每周流转一次的24小时自助式
街区图书馆已在园区运营，市民凭身份证
即可免费注册借阅。

园区也在积极举行各类文化活动，像

成都国际戏剧节、原创民族歌剧、赖声川导演系
列话剧、历史大讲堂等。“每年这样的时尚文化消
费体验不少于800场。”成都传媒集团相关负责人
说，作为成都东郊的新人，必须有这样的梦想：东
郊的工业曾是成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在东郊
成为文化创新产业基地，同样应该是成都先进生
产力的代表。

漫步东郊，不论立交桥旁的俄式“红楼”，隐
于高楼后的消防塔，还是“麻石烟云”里的那尊著
名的“建设者”雕塑，都在诉说着成都东郊那段辉
煌的过往。而就在这块土地上，激情演奏的乐队，
西门口高耸的“演奏家”雕塑，人声鼎沸的展演
厅，同样在传递着东郊新的梦想。这记忆与梦想，
都属于这里，都蕴藏着成都人的艰苦奋斗、改革
创新精神。

在“8 点空间”剧院，一群年轻人正在紧张排
练。“他们正在排练荒诞公路喜剧 《合伙人》，这是一
个讲述人生道路坎坷和人世间尔虞我诈，梦想、爱情
和友情的故事。”“8 点空间”总经理李京告诉记者，
这部话剧的导演是中国青年戏剧导演徐小朋，演员则
多来自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四川音乐学院等。

谈到入驻东郊记忆的原因，李京说，“最主要的原

因是我们是小剧场演出”，小剧场戏剧要求层高9米以
上，没有柱子，没有台口，以方便观众看戏。东郊记
忆的工业厂房很好地满足了这一点。“此外，这里文化
氛围很浓，宣传机会也很多。”

在成都戏界，有人将李京称为成都小剧场的“启
蒙人”。“在‘8 点空间’以前，成都还没有这种无台
口的小剧场演出。”李京介绍道，小剧场演出是现场演

出的方式，只能一次成功，而且每一场都不重复。“此
前在成都，观众买票观演、演员和观众互动、接地气
地创作等观念都不普及，但现在我们的观众每场都能
达到六七成。”

为了向更多成都人介绍国内外小剧场的最新剧
目，李京已开始购买北京、上海乃至英美国家成熟的
剧目版权来排练演出。“今年我们计划引进 12 部，像
李伯南导演的都市情感剧 《剩女郎》、《经济适用男》
等，就是引进吸收创新的成果。”

“为了留住本地观众，我们还在培养自己的导演、
演员、编剧。”李京说，为了让戏剧更接地气，剧院专
门拿出一些场次供原创话剧演出。“像成都本土的卓文
君和司马相如的戏曲、故事，我们都在尝试改编、融
入到现代戏剧中。”

在上世纪的老火车头前和爱人留影在上世纪的老火车头前和爱人留影、、和歌星疯狂摇摆和歌星疯狂摇摆、、在无台口的小剧场里领悟中国先锋戏剧对后现在无台口的小剧场里领悟中国先锋戏剧对后现
代生活的最新表达……对于成都众多文艺青年来说代生活的最新表达……对于成都众多文艺青年来说，，每个周末每个周末，，一个叫一个叫““东郊记忆东郊记忆””的地方总是好去处的地方总是好去处。。

在成都人的印象中在成都人的印象中，，城东曾是成都老工业基地城东曾是成都老工业基地。。作为中国工业的大后方和全国三大电子工业基地之作为中国工业的大后方和全国三大电子工业基地之
一一，，功勋战斗机功勋战斗机““歼歼66””的发动机的发动机、、中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投影显像管在此问世中国第一支黑白显像管和第一支投影显像管在此问世，，这里承载着成这里承载着成
都人半个多世纪的辉煌记忆都人半个多世纪的辉煌记忆。。

本世纪初本世纪初，，随着成都市随着成都市““东调东调””政策的实施政策的实施，，经历无数风雨的东郊老厂区经历无数风雨的东郊老厂区，，退出了历史舞台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如今，，
在原有工业遗址上在原有工业遗址上，，陈旧的厂区改造换新陈旧的厂区改造换新，，在烟囱在烟囱、、锅炉锅炉、、车间车间、、厂房之间勾画着成都人对于音乐厂房之间勾画着成都人对于音乐、、美美
术术、、戏剧戏剧、、摄影等多元文化的梦想摄影等多元文化的梦想。。

““目前目前，，东郊记忆有超过东郊记忆有超过100100家企业入驻家企业入驻，，年产值近亿元年产值近亿元，，我们正在打造国内最大的数字音乐企业集我们正在打造国内最大的数字音乐企业集
聚园区聚园区、、中国重点商业中国重点商业（（服务业服务业））集聚区和成都旅游文化的新地标集聚区和成都旅游文化的新地标。”。” 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成都传媒文化投成都传媒集团旗下成都传媒文化投
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链接：

对话成都小剧场启蒙人——李京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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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郊记忆西大门的咪咕东郊记忆西大门的咪咕
音乐雕塑音乐雕塑。。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园区内的艺术雕塑园区内的艺术雕塑。。王红强王红强摄摄

园区内举办的演唱会园区内举办的演唱会。。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东郊记忆园区大门。资料图片东郊记忆园区大门。资料图片

园区里的演艺园区里的演艺
中心中心。。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园区内的创意画园区内的创意画。。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