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崧泽古文化遗址、 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和上海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

上海最早的工商重镇朱家角等历史文化遗存，可说是上海人的“文化故乡”和“精神
摇篮”，呈现了上海独有的文化品位、艺术韵味和个性魅力，是城市发展、更新和创
新的源泉和动力。要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城市的
文化生态根系饱满、精气不散、活力强健和韵味久远

■ “上海制造”曾经风靡全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文
化基因。要从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中，寻找文化创造发展的灵感。一方面，可对崧
泽文化等本土传统古文化进行“活化”；另一方面，可对海纳百川的水文化进行“动
化”。通过确立文化的优势、提高文化的竞争力，推动“制造”“建造”发展为“改造”

“创造”，让“卖体力”转型为“赛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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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一些城市经过经济建设的飞
速发展 ，逐渐步入社区老化 、传统衰
化、资源枯化的瓶颈期。新时代，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 ， 修复城市文化肌
理 ， 进行文化基因和文化空间的活
化，使城市更新、创新和发展，离不开
文化生态的培育、 文化空间的营造、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及国际文化交
流的加强、文化贸易能力的增强。

上海的发展 ， 从崧泽古文化遗
址 、福泉山古文化遗址 ，到青龙镇的
对外贸易港口、 朱家角的文化码头，

演绎了从村落到集镇、再到城市的历
史。无论是集镇发展，还是城市更新，

靠的就是文化生态的培育、文化智慧
的迸发、城市精神的创新。

当前，上海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 需要在海纳百
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中
整合都市发展的政策之力 、 市场之
力、民众之力 ，使政府 、企业 、市民形
成共识，赋予城市文化生态以足够的
生长动力， 让文化之树枝繁叶茂，让
城市更加开放、创新、包容，奋力创造
新时代的新奇迹。

从实践层面看，如何建设更美好
的宜居城市 ，让城市更有特色 、公共
空间更有文化？如何在城市规划建设
的顶层设计中对文化生态进行细心
呵护 ，将城市打造得更有韵味 、有诗
意、有魅力？这些都是城市管理者、建
设者、参与者需要认真思考和破解的
重要课题。

“活动”文化，避免城市沦为水泥森林
———曹伟明研究员在海派文化学术研讨会的演讲

曹伟明 上海市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委员、 青浦区文联主
席、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师范大学等高校特聘教授，兼任
上海市群众文化专业高级职称
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艺
术系列高级职称审定委员会委
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评
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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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现代化和开放性，并不能切断对文化传统的认同

创造新品、优品和精品，为城市增添魅力、活力与实力

多元融合传播中实现共享，文化交流借鉴中实现共建

美国《读者文摘》曾推出“全球十大最适宜居
住城市”排行榜，名列三甲的是瑞典斯德哥尔摩、

挪威奥斯陆和德国慕尼黑。

这三座城市都不是以“经济”为强项。以雄踞
排行榜首位的斯德哥尔摩为例， 它的面积仅为
186 平方公里、人口 76 万。无论从规模还是实力
上说， 斯德哥尔摩在世界城市中根本排不上号，

却成了适宜居住的城市。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这座城市在常年的规划建设中，有意识地把
人、文化、土地、历史等元素进行综合考虑，为现
代城市发展注入文化的灵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反复证明，城市建设和文
化生态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文化是
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独特的精气神背后，必定
有着良好的文化生态。

进一步来看，一座城市只有具备鲜明的文化
个性，市民才能共享一份独特的文化记忆。只有
市民的心灵有了落脚处，才能真正参与到城市形
态和神态的更新、创新中来；只有当市民拥有发
自内心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豪，一座城
市的精神价值才会有坚实支撑。就此而言，强调
城市的现代化和开放性，并不能切断民众对文化
传统的认同。

上海的城市精神源自世世代代上海人的培
育。崧泽古文化遗址、福泉山古文化遗址和上海
最早的对外贸易港口青龙镇、上海最早的工商重
镇朱家角等历史文化遗存，可说是上海人的“文
化故乡”和“精神摇篮”，呈现了上海独有的文化
品位、艺术韵味和个性魅力，是城市发展、更新和
创新的源泉和动力。

需要看到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应该
是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高度集中的具体体现。城
市化不是同质化的过程，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是
没有个性的城市；多元化、多样化，才能体现城市
的价值。

其中，文化体系的齐全、文化投入的充盈、文
化设施的齐备、文化活动的丰富、文化载体的多
样是城市文化生态建设的必备条件，更是城市精
气神的生动写照。

例如，古代的青龙镇，不仅是上海最早对外
贸易的港口、最早的金融中心、最早的商贸中心，

也是一个文化码头、一个文化中心。面对这一文
化遗迹，城市的规划者、管理者和建设者应当既
具有宏观视野、世界眼光，又要善于借力做好培
根铸魂工作。

要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使城市的文化生态根系饱满、精气不
散、活力强健和韵味久远。在街区和社区更新中，

要科学处理现代和传统的关系，既接受传统文化
水土的滋润， 又注重打造可持续发展的造血动
能，让城市变得活色生香。

同时，对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这一
战略目标，在城市发展中一定要注意弘扬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体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归根结底，要让城市的文化产品能够得到公
众喜爱，让城市的软实力能够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和资源集聚，从而达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产生持久的吸引力和
影响力。

城市的发展与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在我
看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富有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征的文化底蕴。

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个性的文化，具有不
能被模仿和复制的文化基因。追根溯源，上海城
市的发展得益于本土的崧泽文化、 吴越的江南
文化 、融合的海派文化等助推 。其中 ，海派文化
是上海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融合的创新型文
化，为近现代上海的城市发展增添了魅力、活力
与实力。

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 ，无论是崧泽村的崧
泽文化 、福泉山的良渚文化 ，还是青龙镇的港
口文化 、朱家角镇的工商文化 ，它们都是一脉

相承 、奔流 “入海 ”的 。改革开放初期 ，青浦 “富
民经济城 ”“新城经济城 ”等的崛起 ，就是开拓
奋进 、自强不息和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文化
基因的体现 。 从青龙镇港口到黄浦江港口 、洋
山港 ，古老文化蕴含的先进基因同样在发挥重
要影响 。

第二，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倡导创造新品、

优品和精品的文化自觉。

在学术界， 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运用文化因
素，来解释城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仅就创
新发展模式而言，一个关键要素是知识、科技、人
才和文化的含金量。

要通过确立文化的优势、 提高文化的竞争
力，推动“制造”“建造”发展为“改造”“创造”，让

“卖体力”转型为“赛智力”，从而变“贴牌生产”为
“专利生产”、变“散兵游勇”为“总部经济”。最终，

让城市真正成为适宜居住的“风水宝地”以及企
业家大展身手、大显才华的创业热土。

“上海制造”曾经风靡全国，一个重要原因就
在于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文化基因。创造新品、

优品和精品的意识，不是某一个行业或领域的专
利，而需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要以文“化”人，努
力造就一大批胸襟宽广、思路创新、气质谦和的
建设者和实践者。

第三，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树立活起来、动
起来的文化理念。

文化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 ，有些
文化因素可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有些文化

因素却可能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 要从传统文
化 、非物质文化中 ，寻找文化创造发展的灵感 ，

积极扬弃和改造传统文化 ，努力弘扬和发展先
进文化 。

流水不腐，“流动”是文化的生命力。一方面，

可对崧泽文化等本土传统古文化进行“活化”；另
一方面，可对海纳百川的水文化进行“动化”。最
终，让古文化和水文化活起来、动起来，使文化的
生命之树常青。

从中外文化交流来看，合作创新越来越成为
主流。在加强交流互鉴的同时，每个国家、每个城
市的个性文化，更应注重特色。越是特色的，才会
被其他国家和城市所认可，才是城市个性化发展
真正的软实力。

新时代的上海， 需要在城市发展方式优化、

文化生态营造中， 进一步推动全面更新与创新。

要通过积极改善城市的“硬环境”和“软环境”，持
续增强发展活力和城市竞争力。

一要融合和包容共存，让城市的空间形态更
趋多元化、特色化。

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城市要避免成为
“水泥森林”，需要保护好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找到自己文化的根和源，使经济发展和
文化滋养并存。为此，在城市空间不断拓展的同
时，应当为市民创造更多的文化空间。

近年来， 上海大力实施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农家书屋、“三合一”综合共享工程等，有力地提
升了公共文化氛围。同时，在各类文化活动空间
中，人与人得以通过有益的文化活动保持密切的
社会联系， 助力了精神文明与社会共同体建设，

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创造、全民共享的良好格局。

二要传承和培育兼顾，让城市文化生活更丰
富、更具多样性。

从上海古文化之源和申城水文化之魅中，可
以寻觅上海城市发展的踪迹。其中蕴藏的各种文
化元素、纹理，体现了上海独特的地域特征、人文
精神，是一笔丰富的无形资产。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上海应当进
一步用好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三种资
源。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走”入寻常百姓家。

同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跨文化交流的趋
势下，还应处理好本土文化保护与文化多样性的
关系。文化的多样性可以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源头活水，有助于提升城市生活的幸福指数。

一座城市既有横向文化，也有纵向文化。对
上海来说，横向文化包括本土与外来之间、主流
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相互撞击、包容创新而衍生出
来的海派文化；纵向文化则是指，现代海派文化

从传统上海古文化和近代上海工商文化中汲取
养分 ，以旧养新 、新旧交融 ，迸发出新的活力和
魅力。

上海城市文化就是在纵横交错中不断演进，并
日益显示出生机与创造力，也得以避免与其他城市
的文化趋同。只有这样，才能在多元文化融合、传播
中实现共享，在文化交流、借鉴中实现共建。

三要提升城市发展软实力，造就强大的凝聚
力和影响力。

近年来， 上海城市更新改造的滨水空间，已
经成为市民的健身苑、文化区、后花园、会客厅，

给城市带来了更美好的生活。这些城市空间的华
丽转身，既传承了上海老工业基地的底子，又用
智慧和灵感点化了工业遗存， 成为充满意趣、让
人着迷的世界级“绿色空间”。原本的“锈场”，成
为叫好又叫座的当代“秀场”。

事实上， 水网发达的上海一直因水而兴。青

浦等区的环城水系改造“借水造景、依水建绿”，

通过架设桥梁、打通阻断联系的支河，增容滨水
空间，传承古代城墙风貌，修复水关遗址，进一步
激活了古文化和水文化，演绎了江南版的“清明
上河图”，营造了生态绿色的城市客厅。广大市民
在亲水、乐水、戏水中，增加了生活的幸福感，点
燃了创业、创造、创意的激情。

四要培育创造创新人才，为城市发展提供源
头活水。

文化建设上，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
重人、爱护人、培育人、造福人。新时代，要努力打
造人才成长的“高产田”，大力培育与城市发展相
匹配的高素质文化队伍， 包括高级管理人才、创
作创意人才、活动策划人才、辅导培训人才、理论
研究人才。在构建文化人才蓄水池的同时，着力
建设体现城市发展水准的文化志愿者队伍，为上
海文化大都市建设增添亮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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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了儿子

婚后，我还发现是之有时为了一些
不太顺心的事， 爱自己跟自己生闷气。

解放初期， 我们从供给制刚改成工资
制时， 每个人都按自己评的级别领到
了一笔钱， 大家都纷纷上街去商店里
置办些东西。我们俩也揣上钱（像穷人
乍富）出去了。因为过去手里从来都没
有过这么多的钱，也很少进商店，所以
也不知要买什么东西。 事先我俩并没
有什么计划，到了商店转来转去，一时
也拿不定主意， 最后决定一人买一块
“英纳格”(ENICAR)手表（那时也算是
奢侈品了）。 买完表还剩了不少钱，我
们就回家了。一路回来，他就有些不高
兴，也没怎么说话。到了家，一个人就
唉声叹气，嘟嘟囔囔地说：“有了钱，都
不会花！” 一会儿就用拳头捶桌子，一
会儿又捶自己的胸口。 我一时也不知
怎么劝他，又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才慢
慢缓解了。

还有一次， 大约是结婚快一周年
时，我俩商量好下个星期天正好两人都
没事（那时是一周工作六天，周日有时
也排戏或开会）， 要一起去北海公园走
走。没想到的是，在周日的前一天晚上，

突然听到院里传达室老张在叫：“于是
之， 院部通知明天上午九点在院部开
会。”“什么会？”“不知道！” 他一听就又
来气了，好不容易有点时间，又开会。他
一个人生起闷气来，也不说话了，也坐
不住了，屋里屋外来来回回地走，一会
儿唉声叹气，一会儿捶胸顿足。一气之
下，干脆躺下“睡”了。我当然也觉得很
扫兴，可反应没有他那么强烈。他说睡

其实根本睡不着，夜里一个人跑到院子里
坐在走廊上， 用头顶着木柱子使劲地蹭。

记得还是我把他劝回屋睡觉的。 闹了一
通，气也消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还是乖乖
地开会去了，不过脑门儿上却多了一块红
色的印迹。现在想，他这种“生闷气”的由
来大约跟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他出生
后约百日，父亲（在张学良的部队上当个
小官）就在一次战役中阵亡了。他对父亲
一点印象也没有，从小就是孤儿寡母过着
清苦的日子。 他上学也要靠本家接济，母
子俩在人前受的窝囊气只能都憋在心里
生闷气，没地方去发泄。

他“生闷气”这个毛病发展到后来，生
活条件好了，有时就摔茶杯了。这毛病剧
院的同志都知道， 严重时还摔过暖水壶，

这就是他发的最大的脾气了，他是不会跟
人大吵大闹的。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
来得的病有关，这也是我逐渐才理解的。

1954 年，我们有了儿子。那时我们已
经搬到人艺的另一个宿舍去了———在东
单北大街路西的一个院落（剧院的人俗称
那里为“小旅馆”）。那里住的都是剧院中
家里有孩子或老人的家庭，大约有十几户

人家。靠南头的房子上边还搭起了二层小
楼，上边只有两间房。我们被安排在靠里
边的那间，屋子的面积比原来住的那间大
多了。我们没添什么新家具，只为孩子买
了个四周有栏杆的小木床。屋里地面虽说
是地板，可那地板走上去，若是有分量的
人或是走得急些， 就会感到颤颤悠悠的，

好像一跺脚就能杵到楼下去似的。我们在
屋里只能轻轻地走。

有了孩子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件
大喜事，但没想到却出现了麻烦事。大约
就在我产后三天，医院背着我把家属请来
了。是之很紧张，不知有什么事，请黎频大
姐陪他一起到的医院。 大夫告诉他们：这
个孩子先天脑积水，可能活不长，即便长
大了也是白痴，所以劝他们就把孩子留在
医院，不用带回家了。是之一听就蒙了，他
们只得跟医生说， 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

这两个人正在医院楼道里商量怎么跟我
说时， 我无意中从病房里看见了他们，我
就叫住他们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你们
怎么来了？”他们只好进到病房里，便把刚
才大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这当
然是意外打击，可我想，我还没看清儿子

是什么模样就叫我“扔”掉，这说什么也不
行。 我们决定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家去。我
说， 等我的伤口一拆线马上带着孩子出
院。他俩说“好”。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做出
了这个果断的决定。

出院的当天下午，是之就请来了当时
儿童医院的诸福棠院长。大夫检查了孩子
的情况， 主要发现孩子头顶囟门没长好，

前囟和后囟是通的，用手放在头顶上感觉
是软软的，在跳动。大夫只嘱咐说，孩子头
骨还没长好， 千万不要叫孩子大声哭闹。

又说， 不可能这么早就诊断是脑积水。就
这一句话， 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
着我们便精心护理。我的奶水很好，按时
喂奶，每天洗个温水澡。孩子夜里睡得很
踏实，很少哭闹。在快要满月时，还是黎频
大姐和是之带着孩子去了当时的中苏友
好医院（今友谊医院），请苏联专家会诊，

大夫也没确诊是什么问题，只给了维生素
D 滴剂，一次只吃一小滴（当时这药只有
这个医院才有），要求每月去检查一次。记
得还要给孩子注射父母的血，他们并不问
我们的血型，只是皮下注射，每次量极少，

共注射了七次。是之那时很忙，他只去了
两次，其余都用的是我的血。每次都由一
位苏联护士来注射。她的动作非常熟练，

从我这里抽了血， 马上就注射到孩子的
小屁股上（因怕血凝固），孩子甚至都没
感觉。很有趣的是，当护士把针拔出来之
后，孩子才哭，他是以为要打针了，其实
人家已经都打完了。 经过一年多的观察
治疗，大夫才确诊孩子为“严重软骨”，提
出治疗的方案及护理应注意的事项，让
我们心里都有了底。 所以我们特别感谢
这里的大夫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 他们
与原来叫我们扔掉孩子的庸医形成了鲜
明的对照。

（十二） 连 载

于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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