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主持人! 我看到您的一段教学视频! 您站在花木路

上"公园里!高架桥下!给我们展示了各种类型的城市植

物!您怎样看待这些城市中的植物#

王家浩!我们可以列举现代城市中管理景观的方式，
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林荫大道，它是一条线，在城市中大
量存在。林荫道上有哪些植物？植物和植物之间是什么关
系等等并不是重点，关键是，这些植物共同地从形态上肯
定了它们所在的这条线，它们和“线”一起构成了更为壮
观的“绿色仪仗队”。

此外就是城市中心的公园，例如美国纽约曼哈顿半岛
中央公园。早年曼哈顿半岛被划为均等的网格进行土地销
售，经过了一些社会抗争之后，中央公园的概念和设计得
以实现，成为了现在世界上大型城市自然景观的代表之
一。这样的城市公园是纯粹人工构造的，它并不是原始的
自然风景与村落的关系，而是经过公共管理之后的景点。
此后因为它的存在周边的地价也抬高了，但这并不是此前
抗争的真正意图。恰恰正是因为这样，它作为一种“成功”
的经验在全球城市化的浪潮中加以推广，从城市公园延伸
到小区里的花园———城市地产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楼盘
中的景观花园已经成为销售前期的重要卖点，与购买房产
者的消费能力直接挂钩。纵观上海十年的房地产销售，我

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建筑的同质化日趋严重，户型变化和差
异非常小了，所以小区绿化景观作为卖点的重要性已经超
过了住房的质量与设计本身，景观成为很多房产销售过程
中先于房型与消费者进行沟通的“绿色通道”。

主持人! 您还有一个观点$%植物除了充当城市的仪

仗队和绿色推土机!能否更加有机地成为城市的肌理# &

什么是%有机的肌理&# 您对于这样的前景是否有信心#

王家浩!植物构成城市肌理，意味着城市和植物之间
并不是绿化率统计、经济利益等等的关系，甚至也不是通
常所认为的人们要尊重自然，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城
市中的某种人工构造，因此植物与城市是建立在同一系
统内部的平等关系。植物在城市中的存在意味着多样化
的时间与场景，而植物的景观化只是作为观赏对象的形
式的多样性而已，当然，这一问题是全球城市都在面临
的。让植物成为城市的肌理基于一种理想：人工化自然下
的植物介入到城市的公共生活，作为人相互构成社会关
系的中介之一，如何有助于重建邻里，让当下城市中的
人、建筑、植物、景观等等得以经由相互之间的冲撞、融
合、渗透，构建起更为直接的、紧密的、邻近的个体与社会
的关联。这也许为未来城市中的植物提供了比生态环境
等议题更为丰富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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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常住上海的植物有多

少" 哪些在上海出生" 哪些从

外地甚至外国迁移至此" 它们

何时来上海定居" 因何缘由"

它们在上海的命运如何" 它们

如何影响着这个城市的性格#

容貌#气质" $

这段有趣的文字出现在

刚刚过去的 !"#$年上海西岸

双年展% !住在上海的植物$项

目由一直关注社会参与性实

践的文化学者#香港城市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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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您做过一期有趣的讲座!名为%纸上的绿色!

!"世纪的上海植物&!为什么选择 !"世纪#

汤惟杰! 从行政区划而言，!"世纪之前上海是江苏
的一部分；对上海地区植物的研究，则要早得多，而且不
限于中国人，#$世纪末乃至进入 #%世纪后，研究上海地
区植物的各国学者及其成果日见其多，目前能看到的中
国人有关上海植物的专门著述，则要从 !&世纪算起。

主持人!从植物文献中见证的上海历史!您有什么新

发现#

汤惟杰! 对我来说首先是发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园艺奇人：黄岳渊。#%'%年他的《花经》出版，这是一
本详细介绍上海地区观赏类花木及其栽培技艺的著述。
黄岳渊 #%&%年，在上海真如地区创办了名为“黄氏蓄植
场”的园艺农场。他的蓄植场沪上俗称“黄家花园”，在上
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曾享誉沪上。黄园里有大量从外国
引种的珍稀植物品种。
我是从事中文专业的，从植物文献中还搜寻出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的“植物学”“情节”来。比如周瘦鹃先生是
著名的作家、编辑家，而他同时又是园艺家，更是现代苏
式盆景艺术的开宗立派之人。#%()年 '月上海版的《鸟
语花香》是教人栽花养鸟技术的小书，统共不过 (*页的
薄册子，作者却不乏大家、名家，书中就收了周瘦鹃、周铮
父子的两篇讲盆花、盆栽的文章。+%(%年出版过一套三
册“上海乡土地理”小丛书，其中一本《上海的野生植物》
记录了上海地区的一百六十多种野生乡土植物。有意思
的是，该书编写的一个重要指导思路是，这些野生植物
“可作油料、纤维、淀粉、药材、蔬菜、牧草等用”，“亟须发
掘出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看到这些提法，我们不由得
想到，对于自然、植物的态度在这几十年当中也有很大的
变化，由“征服、改造、利用”的主调慢慢转到了“和谐共
处”的共识。
我还找到过一册 +%*+年内部出版的《上海野生食用

植物》，里面向郊县干部介绍了当地可以找到的 *'种野
生可食植物以“代粮、代菜”，带有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沉
重记忆。
阅读这些资料，也会发现上海在自然植被保护方面

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上海植物志》,#%%%年-中提到：在
上海野生植被保存得相对完整的佘山地区，!& 世纪 (&

年代中期本土植物大概有六百多种，在 $&年代，这个数
字是五百多种，而到 %&年代，迅速减少到了只有二百五
十多种。这些数字也告诉我们，保护好上海这个大都市的
植物生态，实在是任重而道远的一件事情。

! ! ! !主持人!能否说说你写'自然笔记(这本书的缘起#

芮东莉!我写作《自然笔记》是受到了美国艺术家
克莱尔·莱斯利《笔记大自然》的启发，这是一本艺术家
写的指导如何给大自然书写日记的入门书，带给了我
们另一番大自然的色彩与神奇美的感受；《自然笔记》
的本土性在于，它让自然笔记超越了艺术的框范，是以
更加质朴的方式可以带领所有的人真正回归自然，真
正去认识自然的秘密和宝贵。

主持人!自然笔记是什么#它需要绘画技能以及一

些动植物学基础吗#

芮东莉!自然笔记是一种方法，用图画和文字记录
自然的过程，也是一种探索和发现之旅。
自然笔记是一种亲近自然的方式，而绘画可以帮

助我们静下心来进行细致观察，不是计较画得好不好。
比如，一只白头鹎的鸟巢，因为要画下来，我就会去注
意它里外筑巢材料的差异，就会尽可能形象地用线条
把它表现出来，而在表现的过程中，我又会想，这只鸟
怎么就这么聪明呢？白头鹎的巢，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使
用到了塑料袋（绳），我就猜，这可能是一种习得的本
领。这就很有趣。
至于这些动植物知识基本上都是在做自然笔记的

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不认识的，自己翻图鉴、查资料，
网上问，慢慢就积累起来了。

主持人!自然笔记可以让小朋友感受自然的美妙"

培养小朋友细心观察的能力!对于成人也有影响吗#

芮东莉! 做自然笔记不是培养专业的植物学家
和动物学家，其实是培养一种习惯和生活态度，让自
然笔记成为我们普通人生活的一部分。对于小孩来
说，是他们认识世界、探索世界的过程，作用更大；对
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和自然对话是找到宁静和快
乐，获得心灵栖息的一种途径。 当我们细心观察过
万物生灵之后，会自然萌生出对物种进化后的惊叹，
从而于内心深处根植下对身边自然、对自己生活的
热爱。

主持人!自然笔记需要跑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吗#

芮东莉! 不需要，现在家长经常带孩子去植物
园、动物园，外地甚至是国外去参观游览，这固然也
好，但是我认为不妨从身边的自然做起，自然笔记重
要的是观察，而不是地点，任何一块土地上都有千变
万化的大自然。比如闸北公园的一年四季就有很多变
化，其实已经包含了自然笔记的方方面面了，已经非
常丰富了。

对周遭不再视而不见
! ! ! !主持人!郑老师!您并不是一

位植物学者!为什么会想到做%住

在上海的植物& 这样听起来十分

专业的项目#

郑波!的确，以前我完全不懂
植物，也不关心植物。!&+!年，我
在杭州的中国美院工作，美院所
在的南山路非常美，有各种各样
美丽的植物，这个环境触动了我，
我突然想我也许应该了解它们；
另一方面，我所任教的是跨媒体
艺术学院，我们现在谈公共艺术，
其实可以通过很多形式创作具有
公共性的作品，不仅是城市雕塑。
做植物的想法就这样扎下根

来，我有感于国内教育太抽象，往
往喜欢宏大主题，比如很多人喜
欢看探索频道，去猎奇一些珍稀
的品种；但其实身边的东西、植
物、小生命也很壮观，也很令人惊
讶，我就是想选择日常大家都能
看到的东西。

主持人!%住在上海的植物&

内容设置是如何考虑的#

郑波!比如，植物与中药、城
市、建筑有关，它与生态、历史、大
家的生活状态有关。比如，城市中
的自然湿地；让植物占领城市荒
地：让植物进入阳台；教孩子们做
自然笔记等等。

主持人! 您自己从中学到了

什么#

郑波!具体来说，我知道了一
些植物的名字，比如一枝黄花，
现在坐车经过浦东，很多地方能
看到这种灿烂的植物，当然，我
也知道了这种美丽的植物代表
的是外来物种的入侵；还有在科
技馆后面的小湿地看到野生的
小柳树，我才突然理解了在国画
中经常看到的柳树为什么会画成
这样。
所以，收获是非常多的，我觉

得最终的收获是自己突然对周遭
一切都多了一份关切、感觉，而不
再是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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