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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虽然，在许多上海人心目中，
新场古镇的名气可能尚不及江浙
的乌镇、周庄、西塘，然而，造访过
新场古镇的人，却都带回了一个
实实在在的江南水乡情结。因为，
这是一座生活着的古镇。在这里，
游人在街中悠闲漫步，没有晃眼
的肉蹄髈堆积如山，也没有导游
的高音喇叭催促身后。路边，原住
民摇着蒲扇，坐在藤椅上，神情同
样悠闲，眼神中透着气定神闲，还
有一丝对外来游客的不以为意。

与其他大力开发旅游观光和
购物餐饮的江南古镇不同，新场，
似乎更在意自己的闲雅，精心守
护着自己的文脉，并不轻易让蜂
拥而至的外来游客在这里猎奇、
改造、变革。

或许，也正是因着这份从容
的优雅，在国家住建部 !月初刚
宣布的中国第二批特色小镇评选
中，新场成为浦东的唯一代表。

由盐而兴人文深厚
说到浦东南汇地区的发展，

绕不开一个字：“盐”。
新场成陆于唐代中期，距今

近 "#$$年。新场地区的盐业起步
于唐，下砂（注，后写作“沙”）“皆
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
在宋代获得极大发展，元代达到
鼎盛，明末逐渐衰落。元末明初，
下砂盐监和两浙盐运使司松江分
司先后搬迁至“石笋里”，建造新
的盐场，“新场”由此得名。在长达
三四百年的时间里，新场成为浙
西地区的盐政中心之一。

盐业的兴起也成就了一大批
盐商，形成了歌楼酒肆贾街的繁
华景象，因此，获得“十三牌楼九
环龙，小小新场赛苏州”的美誉。
时至今日，新场古镇上依然能找
到许多盐文化的遗存和印迹。

如今，新场仍然是上海浦东
地区规模最大、历史遗产最丰富
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江南水乡城
镇风貌保存完整，具有“前店中
宅、跨水为园”特有的宅院格局。
现存 "%万平方米成片古建筑，&!
座古仪门、'$$$ 米老街、"($$ 米
明清石驳岸、)条“井”字形河道、
($余座石桥、*+ 座马鞍水桥，呈
现出古街、古牌坊、古宅、古仪门、
古驳岸等“八古”历史风韵。著名
历史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曾
评价称：“新场古镇是体现上海成
陆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近代上
海城镇演变的缩影，是上海浦东
原住民生活的真实画卷，是上海
地区少有的保存完整且尚未建设
性破坏的江南传统水乡古镇。”

千年古镇这一方水土滋养着
一方人文，新场古镇积淀至今，更
是人文璀璨。

几年前，新场古镇上兴建了
一处别有洞天的迷你公园式传统
文化传习基地———四库书房·新
场雅集，专事推广普及传统文化。
名字的由来还要说起新场与《四
库全书》的一段渊源———元代，新
场盐场场长陈椿召集专人编写的
《熬波图咏》有 %(首诗、%(幅图，
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海盐生产专
著，还被收录《永乐大典》和《四库
全书》，成为唯一收录进《四库全
书》的盐业典籍。

也正因此，在新场古镇上，至
今随处可见巨幅《熬波图》。如今，
《熬波图》还被绘制在丝巾等文创
产品上，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将新

场的历史文脉传播四方。

由文而雅兴致从容
认识新场古镇的人大多是因

为 (,$+年的电影《色戒》。李安导
演一眼相中这里，就因为它至今
保持着浓郁的江南水乡韵味以及
三四十年代原汁原味的小桥流水
人家，拍电影无需搭大棚，只要换
换古镇老街的店牌，在白粉墙上
涂上几个毛笔字就可以了。《色
戒》的主要场景地之一是洪福桥
边的一个百年茶楼“第一茶园”，
在新中国成立前，茶楼底层是中
共地下党的联络点，老一辈革命
家陈云就曾多次来过。

后来，《叶问》《摆渡人》等 *$

多部热播影视剧先后在新场取
景，剧组看中的都是这里千年不
变的从容与静雅。

李安导演的慧眼是有来由
的，新场，的确是一座“慢热型”开
发的古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
场镇历任领导都没有急功近利地
开发旅游，而是希望慢慢把古镇
开发与古镇保护的关系想清楚再
行动。因此，即使在 ($$+年名声
大噪了一阵子之后，新场古镇也
并没有立即卷入新一轮大开发的
洪流中，而是不断地小步慢舞，一
点点尝试着，从容不迫地向前走。

新场的从容来源于古镇千年
积淀的精神财富。

新场古镇虽然古镇保护区面
积不大，仅 *-)!平方公里，然而，
却拥有 +.个市、区级文保单位，
锣鼓书、浦东派琵琶等 (项国家
级非遗项目，江南丝竹、卖盐茶、
灶花等 /项市级非遗项目，浦东
土布技艺、浦东三角粽制作技艺
等 )项区级非遗，以及 !$余项非
遗资源。($$! 年新场镇被评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年、
($*)年两度被命名为“中国民间
文化艺术之乡”。

在今年 %月 %日的“三月廿
八庙会”行街表演中，卖盐茶、打
莲湘、鹤器班等非遗表演穿梭于
新场古镇的大街小巷，来到创意
大田的田野公园，让年轻人们在
乡土艺人的传承中看到了自明
代以来就闻名于江浙一带的新场
庙会，也看到了因盐而兴的古镇
文化。
小小新场，还是院士故里。元

明清三代，这里走出了进士 *.

人、举人 )&人、秀才上百人，近现
代，也涌现出“两院”院士三人。

说起新场名人，记性好的古
镇老人都能如数家珍。“固本肥
皂”的发明者叶汉丞，新中国第一
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三名
新场籍院士都是我国赫赫有名的
科学家，包括———中国通讯科研
教育泰斗叶培大，中国化学学科
奠基人唐有祺和航天空间领域的

一面旗帜黄培康。
一镇三院士，古镇人文深厚

可见一斑，也正是这份滋养，造就
了今日之从容。

由点及面复兴在望
($*( 年，历经多年沉淀思

考，一份时间跨度达到 ($年的新
场古镇发展中长期规划出台。其
后，虽然有过一些修改，但最内核
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要
继续保护这座生活着的古镇，而

不是像一些古镇景区那样出现
“重景区，轻古镇”的高度同质化
倾向。

这些年中，新场古镇发生了
不少变化：架空线入地，街道变得
整洁了；门前屋后挂上鲜花，老
宅变得鲜活了；河道疏浚了，水系
变得清朗了；一些主打创意的小
店、民宿开张了，古镇变得小清
新了……但同时，古镇也没变。这
里，还是原住民的家，只是，生活
的环境更美好了而已。

作为上海市重点推进的历史
文化名镇保护案例之一，新场古镇
确定了“最文雅、最休闲、最具创
意”的功能定位，新场将优雅转身，
成为一座独具特色的文创小镇。

% 月底，以“文创新场”为主
题的 ($*+ 新场古镇文化体验季
活动圆满闭幕。在为期一个多月
的时间里，吸引了 *$万余名游客
来欣赏“浮生忆梦·古镇奇缘”文
创精品展、“因为遇见你”爱情主
题展、感受非遗之美的“老土布·
新创意”市民布艺展等展览，或在
文创集市中淘宝，并在亲子国学
体验活动、农场亲子课堂、茶艺课
堂、“古镇朗读者”、市民摄影大
赛、写意书画展等活动中，体验如
歌如画的慢生活。

在收官之作的“文创新场”集
思会上，新场镇镇长林廷钧发布
了新场最新的发展思路：“十三
五”期间，新场镇将以古镇为核
心，重点依托东横港文化创新走
廊、大治河生态走廊的延伸，形成
历史文化圈、产城融合圈、郊野生
态圈三个圈层的发展布局，实现
生产、生活、旅游、居住等功能叠
加融合，在全镇范围内形成“古
镇0文创0旅游0乡村”的特色，打
造以休闲度假、文化创意和高端
制造为主导功能，具备郊野公园
特色的“文创小镇”。

其中，在 1-)!平方公里的新
场古镇风貌区，将加强古镇空间
资源控制，加快业态和产业引导，
着眼于非遗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
展，打造古镇文化创意产业综合
体。为此，新场已拿出多处文创资
源供企业选址，还将设立文创发
展专项资金，从开业补贴、租金补
贴、人才引进等方面予以支持。在
古镇南部，从工厂厂区脱胎换骨
而来的拾久厂文创园与以农耕文
化为特色的创意大田比邻，已经
初具规模，未来，以中国文化为特
色的 !%!+ 创意产业园等项目还
将不断出现，让文创激活古镇沉
睡的文化基因和发展活力，让这
座生活着的古镇更添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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