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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常有
“2000年看西
安，1000年看
北京，100年看
上海”之说，人
们一直误以为
上海是近代开
埠后才走向繁
华的，然而本月
初，上海博物馆
公布了万众瞩
目的青龙镇遗
址最新考古成
果，宣告上海早
在唐宋时期就
是个极为繁盛
的“东南雄镇”，
推翻了传统的
说法，刷新了世
界对上海曾是
东海“小渔村”
的认识。

千年雄镇!浮出水面"

与其他城镇相比，被称为“东南雄
镇”的青龙镇到底有多“雄”？据专家考
证，青龙镇位列全国十强“明星镇”，以上
交商税 !"#$%贯的“好成绩”排在第五位。
更为重要的是，始建于 !&'(年的隆平寺
塔紧邻吴淞江，它还是一座灯塔，位于“控
江连海”的关口位置，具有指引海上丝绸
之路过往商船进入青龙镇港口的导航功
能。大量出土文物和专家考证，使得一个
在唐宋盛世就极其繁盛并有“小杭州”之
誉的青龙古镇渐渐“浮出水面”，向世人重
现了昔日市井繁华、商贾云集的盛况。
与许多文物大省一样，上海其实也

有着极为深厚广博的历史文化资源。从
普陀区的元代水闸遗址到松江区的广富
林古文化遗址，从黄浦江两岸大量的历
史文化遗存到中共一大会址四周密布的
众多红色旧址，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红色印记烙在心间
今年恰逢建党 %"周年，上海启动了

迎接建党百年“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
程”。拿“护照”，寻访家乡的“红色地标”；
诗朗诵，缅怀党诞生的“红色历史”……
建党 %"周年之际，上海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纪念活动。经过 )个月的改建，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的新陈列展览正式向公众
开放。一批政协委员在实地调查后提出
建议，上海应打造以一大会址、渔阳里等
建党革命遗迹为核心的“红色之源———!

平方公里历史文化风貌区”，擦亮“党的
诞生地”这块金字招牌，让“红色基因”融
入城市血脉，根植广大市民心中。

留住城市文化记忆
经过 "个多月的市民投票和专家评

审，上海 !&&个乡土文化符号前不久新鲜
出炉，包括石库门、中共一大会址在内的
!&个“最上海”的乡土文化符号名列其中，
此外还有黄浦江、沪剧、鲁迅、南京路、外
滩、上海城隍庙·豫园、东方明珠、徐家汇
等。!&&个乡土文化符号可以拼成一张上
海文化地图，一部上海文化辞典。这对上
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意义重大。

今年 #月，上海百年石库门建筑均
益里的 )幢由清朝洋务重臣盛宣怀所建
的房子发现被拆，市民深感痛惜，也引发
了舆论的批评。上海一些专家学者和政协
委员因此呼吁，上海有条件的街道乡镇应
建立历史文化陈列馆，以留住乡愁，留住
文脉，并借此增强文化保护意识。曹杨新
村、江湾镇等一批文化陈列馆相继建立，
让周围居民增添了亲近感和归属感。

激活城市文化遗存
今年，作为“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

重大文化项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新
馆和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宣布两馆合一，
并在南京西路原上海美术馆旧址悄然开
工，改建工程将以修旧如旧为原则，预计
明年建成开放，为上海再添文化新地标。

上海正在积极编制“'&)&上海城市
总体规划”，其中保护规划也是重点。上
海曾公布过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中心
城区就有 !'片，包括外滩、人民广场、老
城厢、衡山路*复兴路、南京西路、愚园路

、新华路、虹桥路、山阴路、江湾、龙华、提
篮桥等。今年，上海又公布了 !!%处“风
貌保护街坊”，进一步扩大了历史文化的
保护范围。明德里、余庆里、瑞庆里……
不少石库门弄堂都榜上有名。

不到 !+"公里长的武康路上，几乎
每一幢建筑都有着十分悠远的历史。今
夏，徐汇区新推“心醉夜色武康路”———
《上海再发现》沙龙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人。这一带有巴金故居、张乐平故居等，
民国革命先驱孙中山、黄兴等和文化名
人郑君里、赵丹、秦怡、孙道临等也在此
居住过。十年前默默无闻的武康路如今
为何这么火？这与徐汇区注重挖掘这里
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有关。

上海被国家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列
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共有三条马
路，除武康路外，还有陕西北路和多伦路。
陕西北路上共有 '!处历史文化遗址，遗
憾的是，这些历史遗迹竟无一对外开放。
静安区文化局只能在这条历史文化名街
北侧另设展示咨询中心。因此，如何激活
历史遗存，让它们为上海打造“人文之城”
增添光彩，无疑还大有文章可做。

浦江两岸令人憧憬
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今年名列十个

“最上海”乡土文化符号之首，并非偶然。

目前，上海正在积极推动黄浦江两岸到
明年底基本实现总长 )"公里公共空间
的贯通开放。对此，许多市民翘首盼望。依
托母亲河，留住记忆，激活人气，打造时
尚，带动文化产业，前景不可限量。如今，
徐汇滨江已初露风采，龙美术馆、余德耀
美术馆、星美术馆等一批艺术场馆通过
“活化”老厂房纷纷落户；水泥厂旧址上将
打造迄今为止最大的中美文化合作项目
“东方梦工厂”，当年搅拌水泥骨料的预均
化库已改造成了穹顶剧场。这里将汇集起
一批美术馆、博物馆、音乐厅、画廊、演艺
广场、艺术公园，最终将打造成与巴黎左
岸、伦敦南岸齐名的西岸文化走廊。

从徐浦大桥到吴淞口，缓缓流淌的
黄浦江诉说着一个个历史故事，民族英
雄陈化成在此殉国，!#)(年上海在此开
埠圈地，江南制造局等一批近代民族工
业在此崛起，刘少奇、邓小平、任弼时等
一批革命家在此起航出国寻求真理……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指出，将推进
黄浦江两岸、苏州河沿线、环人民广场等
重点文化集聚区建设。建设文化集聚区
不是简单拆旧布新，而是在保护的基础
上激活大量历史文化遗存，开发可视、可
听、可游、可购买、可体验、可互动的魅力
文化空间，这一前景令人十分憧憬。

本报记者 俞亮鑫
# 青龙镇考古发掘现场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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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新陈列展向公众开放 潘索菲 摄

文娱

回看上海文化寻根的轨迹

传承城市文脉
打造人文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