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故居开放
考虑方方面面

! ! ! !熟悉上海的人都知道，陕西路
是上海文化的一颗明珠。陕西路上
既有何东公馆、宋家老宅、荣家老
宅、马勒别墅等独立式花园住宅，
又有华业公寓、太平花园等公寓
建筑群落，西摩会堂、怀恩堂等宗
教建筑等，展现了老上海公共租
界拓界期间的社区原貌。然而，许
多老建筑尚未对外开放，上海市政
协文史委常务副主任吴建中表示，
文史委今年将与市文物局、静安区
等合作，开展对这一提案的协商办
理工作。

事实上，一些陕西北路上的居
民表示，他们不希望生活被打扰。
有时旅游团组织游客到附近游玩，
不仅很吵，还很不安全。不仅是陕
西北路，上海许多名人故居中都有

这样的问题。地处上海市陕西南路
!"弄 "!号的三层洋房“日月楼”是
一代漫画大师、美术教育家丰子恺
晚年的旧居，他在这花木扶疏中的
新式里弄住宅度过了人生的最后
#$年。#%%&年，丰子恺后人出资回
购了二楼和三楼，将其辟为故居展
览区，并于 #%$%年免费对外开放，
但是在开放四年半之后，因为邻里
之间的问题被迫暂时关闭。
位于静安寺附近、常德路 $"'

号的常德公寓是张爱玲曾经居住
过的地方。它原名爱丁顿公寓，又
名爱林登公寓，建成于 $"!(年。张

爱玲在这里完成了她一生中最主
要的几部小说创作。张爱玲曾经在
常德公寓居住过的两间房，现在都
有人居住，整个公寓的其他房间也
都有住户。

虽然无法进入公寓内参观，但
公寓底楼开着一家“千彩书坊”，吸
引了很多人。走进这家书坊，书架
上摆放着很多与张爱玲有关的书
籍，店内有咖啡、茶点供应，而且还
常常会举办和张爱玲相关的讲座。

#%$!年，朱国建委员提交《关
于上海市名人故居保护开发的建
议》，呼吁研究出台相关的鼓励政

策，试点设立专项基金会，探索通
过多种模式来巩固和发展本市名
人故居开发保护工作。在赵丽宏看
来，并不是一定要故居开放，没有
条件的地方可以做个名人的雕像，
再没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做个浮雕，
或者仅仅是一块写有介绍文字的
铜牌也是可以的。

上海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社科
界界别活动副召集人安翊青，长期
研究日本的名人故居保护，“在日
本，有专门的文化财产保护法。他
们非常注重保持原貌，即使一些名
人故居不得不迁移，也会下一番功
夫，不仅尽可能恢复原貌，更重要
的是，会根据名人的一些作品中提
到的地点还原，力求最大程度地展
现其中的人文气息。”

! ! ! ! #%%'年，巴金辞世。作为巴金
忘年交的赵丽宏，在 #%%(年全国
两会上，联合冯骥才、梁晓声、贾平
凹、张抗抗等委员联名提交提案，
建议在巴金居住了大半生的上海
武康路 $$! 号建立巴金故居博物
馆。赵丽宏委员的提案得到了上海
市政府的支持，虽然没有将故居扩
建成博物馆，但经过几年的努力，
巴金故居终于向世人开放了。

#%%)年 $#月 $!日上海市政
府决定正式筹建巴金故居，保留屋
内原有的布局，家具原样置放。
#%$$年 $#月 $日起免费开放，很
快成为中外读者心仪的宝地。周立

民写过这样一段话：巴老在这里住
了五十个春秋，不知有多少落叶飘
在他脚下，也不知有多少飘进了历
史的书页中，有心人弯下腰去，点
点滴滴都关岁月风情。

在周立民看来，现在有些名人
故居所在地，商业开发已经有点过
了。观众更像是来赶集的，很难想
象在这样的氛围中能够感受到的
文化厚度，“我觉得现在人们的生
活中充满了喧嚣，而名人故居应该

是在现实和历史之间搭建起的一
个桥梁，她应该给我们带来的是一
个宁静的‘港湾’，让我们有机会停
下来思考。”

近现代，上海以其“海派文化”
的“磁场”，吸引了许多文化艺术名
家在此生活和工作，因而也留下了
不少名人故居。社会各界对于这些
故居的保护越来越重视。#%%"年，
全国政协委员为柯灵先生故居开
放呼吁。在 #%$(年的上海两会上，

陈海波、黄春华、何赛飞等委员建
议尽快恢复上海吴昌硕故居。委员
们在提案中指出，现在每年有无
数海外来宾要求参观上海吴昌硕
故居，都因内部居住环境而无法
参观。委员们建议尽快恢复上海
吴昌硕故居，建设与其相配套的
文化设施。
“大家印象中的上海是一座经

济发达的商业城市，但同时它也是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源地。中国几乎
所有最重要的作家都在这里生活
过、写作过，将他们的足迹保存下
来让后人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
赵丽宏说。

互动体验
带着思考参观

不是“包袱”更不是“摇钱树”
! !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名人故

居被尘封"被遗忘!现存下来的就越发显

得珍贵# 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也

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 然而!只要是名人

住过的房子就需要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吗% &名人故居'与&历史名宅'究竟差别

在哪里% 名人故居是否就应该成为当地

政府开发旅游的&摇钱树'呢% 这些问题

都值得深思$

从海外的情况来看!在名人故居的保

护上!除了多渠道地筹措资金之外!更为

重要的是采用灵活"多样的利用方式!特

别是建立基金会!全方位地挖掘名人故居

背后的名人身影$ 除了以博物馆的形式

外!还有多种方法!如挖掘名人故居的使

用功能!与居住房"餐厅"咖啡馆"图书馆"

画廊"展览等形式结合!探索名人故居保

护利用的多样化方式$

保护名人故居绝不应该是政府的&独

角戏'!更应该发挥全社会的力量!特别是

突出名人故居的教育作用$用完善的制度

确保更多名人故居走向开放之路!鼓励社

会各界投资参与名人故居的保护性开发$

名人故居绝不只是一座老房子!而且

是对名人精神与文化的继承和延续$ 名人

故居的保护不是刻意地保留&外壳'!尊重

故居所在的历史和生活形态! 着眼于传承

人文价值才是真正地保护名人故居$ 方翔

记者手记

近日，巴金故居迎来了一
批特殊的观众。他们并没有跟
随讲解员的安排路线参观，而
是折返往复，寻找故居中最能
打动自己的一件藏品，找到巴
金的5张书桌，充分感受文化
氛围的同时，听老房子讲故事。

这次名为“猫博士带你品
故居”的活动是巴金故居和复
旦大学中文系博士袁坚合作的
一次名人故居保护探索。门口
的二维码扫一扫会跳出谜题，
参观者自行在故居中寻找答
案。袁坚表示，参观故居，观众
不应该是来接受教育的，而是
应该来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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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巴金故居里，有很多东西，
都是巴金先生当年使用过的。其中
有哪些吸引到你的注意、令你印象
深刻呢？如果可以选择一件带走，你
会带走什么？”“猫博士”袁坚的考题
新奇有趣。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追

求标准答案，在我的教育理念中，就
是希望能够把边界拆掉，突破标准
答案，这也是我办此次活动的初
衷。”袁坚表示，此次活动要让观众
通过对于巴金先生日常使用物品的
关注，进而去关注巴金先生的生活
状态，并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还原当
初巴金先生的写作过程，这将使得
人们对于巴金先生的作品产生更大
的兴趣。
在袁坚看来，以往人们在参观

名人故居以及博物馆的时候，往往
是按照既定的路线，或者相关资料
按图索骥，基本上不会带着自己的
思考。这样的参观更多地只是来
受一种灌输式教育，小孩子往往还
是为了写心得、完成作业来参观，
因而在情绪上非常抵触。“我非常
希望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参观，看作
是一种浸入式戏剧，能够寻找到自
己的关注点和兴奋点，通过探索产
生愉悦。”
“作为巴金故居来说，我们今

年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青少年教
育。”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
说，“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保护名人
故居，仅仅为了给观众‘上课’吗？
我觉得保护名人故居的目的，还是
要让名人所拥有的文化魅力来感
染人。”在巴金故居开放前，巴金先
生的女儿李小林老师曾经说过，这
里过去是巴金的家，今后也要是家
的样子，有家的氛围。周立民表示，
要有家的氛围，就绝对不应该是生
硬的陈列，更应该有彼此的对话，
巴金故居此次与“猫博士工作室”
合作，也是希望能够以一种全新的
尝试来打动和感染观众。我们今后
还会继续尝试更多的方式，把线上
和线下结合起来。”

浸入式参观启发主动探索!收获愉悦教育"""

名人故居保护的第N种方式
本报记者
方翔

搭建桥梁
连接历史现实

" 参观名人故居也能成为一种时尚!不少观众拿着门票在巴金

故居门口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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