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导航，请定位上海博物馆。
———浦西还是浦东？
可见的未来，可能的对话。
此情此景的最早畅想者是杨志刚———上海博物馆馆长。还是

在上博东馆在浦东花木地块打下第一根桩之前， 他就表露心迹：
“以后来上海打车，‘的哥’会告诉你上博有两馆，两馆各有千秋。 ”

岂止是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也有东西各一馆。 随着上海
市重大文化体育设施一次次刷新建设时间表，上海的文化资源、
文艺活动渐渐不再“单边起舞”：浦西的上音歌剧院计划明年开
台， 浦东世博文化公园内的上海大歌剧院也已收到不少设计方
案；徐家汇的“上剧场”在中小剧场里做出了品牌，浦东即墨路直
走到江边， 老船厂 1862 时尚艺术中心的独特气质呼之欲出 ；
2017 年 9 月底程十发美术馆在虹桥路开工建设的同时，小陆家
嘴寸土寸金的地方，最后一块沿江空地留给了浦东美术馆……

“上海文化”这张金名片，浦西丰富着 A面，B面浦东亦奋笔疾书。
曾说“夜浦东”留不住人，曾说为看一场戏要过一条江。 现

在，老观念更新了。 夜色下的浦东灯光璀璨，艺术之光会照亮沿
途；看一场戏或许依然要越过黄浦江，只是方向可能调转。

上海的文化天际线已然无边光景一时新。 同一天，去浦西看
场芭蕾，还是到浦东听场歌剧，这是个问题。

——— 编 者

这这是是一一场场赛赛跑跑
王彦

如今再谈论 25 年前费城交响乐团的来沪演出， 许多上海音乐界人士

会赧颜：那是一场在体育馆里将就的交响音乐会。
如今再回首 20 年前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很多浦东市民会唏嘘：那届艺

术节总共 56 台节目，无一在浦东上演。
如今再翻查 16 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报道，见惯世面的记者们也许不

会相信：直到 21 世纪，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活动才第一次来到浦东。
欣赏高雅艺术要过江，看戏剧要过江，就连观看“首轮电影”也要过江，

曾经是多少家住浦东市民心头的缺憾。2002 年，88 层金茂大厦竣工，世纪大

道业已通车。 市民们一边感慨欣欣向荣的浦东每建一幢楼、修一条路，都是

魅力新景点，一边也在不断追问，浦东除了景观还有什么？
曾经，浦东的文化设施建设，跑不赢大众需求。在满足了衣食无忧后，他

们更期待精神宜居。在国内外领略过一流的艺术宝藏后，住在这里的人们更

期待家门口有座殿堂能够盛放文艺的灵魂。
从 2004 年东方艺术中心建成， 到 2017 年一批位于浦东的新设施集体

亮出概念图，浦东的文化建设安上了加速器。 但只要看远些便会知道，一切

未有尽头。 目前，浦东新区有 1200 多平方公里、550 多万常住人口，已排上

日程表的文化设施只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其中一程。 当浦东的创新

发展迈入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迫

切。当浦东向全球人才伸出橄榄枝，推动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文化艺术的魅

力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显出核心竞争力。 而设施恰是文化的容器。 有了殿

堂，艺术的灵魂才不必到处流浪，亲近文艺的心才能熨帖安稳。
这是一场赛跑。浦东的文化设施建设，要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赛跑，也要同浦东开发开放一路同行。

上海天文馆效果图。

� � � �下一站， 上海科技馆站，请
乘客提前做好准备，每个出口都
能通往文化地标

青年作家滕肖澜 1990 年之前住在浦东 ，
她后来把儿时记忆写进书里 ：“……还是个冷

僻的地方。 讲起来也算是上海，却更像是续弦

进门时身后跟着的小拖油瓶 ， 羞羞答答可怜

巴巴 ，也不甚起眼……”旧居早消弭在了时间

里，那条路名却是保存至今 ：花园石桥路 。 这

是 陆 家 嘴 中 心 地 带 有 着 文 艺 范 儿 名 字 的 马

路 。 从老浦东到浦东新区 ， 从未更名的路不

多 。 与 周 遭 改 为 陆 家 嘴 环 路 的 烂 泥 渡 路 相

比 ， “花 园 石 桥 ”四 个 字 实 在 卓 尔 不 凡 ，素 雅

里透着小小遐思 。 于是 ， 它在改天换地里留

了下来 。
这份小遐思后来越见浓郁。 花园石桥路四

五公里开外 ， 浦东新区建设者们把他们对于

美好生活的 企 望、祝福，凝结在了那片透着幸

福感的区域里———丁香 、迎春 、合欢 、玉兰 、梅

花……一 种 花 命 名 一 条 路 ， 是 为 花 木 地 块 。
1998 年， 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大剧院开台演

出，轰动了一座城。 陆续搬到浦东世纪公园边

的居民们开始遥想，要是能在这些鸟语花香的

路上遇见诗情画意，那该多好。 彼时的他们未

必敢想象，自己脚下将是一片文化高地。
去年 8 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了新一批市级

重大文化体育设施建设规划表 ， 浦东占了三

项：上海博物馆东馆、上海图书馆东馆、世博文

化公园。 紧接着，新区政府亮出区一级的三项

新建、改扩建重点文化设施，浦东群艺馆新馆、
浦东青少年活动中心、 浦东美术馆。 “三大三

小”六处崭新文化地标 ，除了世博文化公园和

浦东美术馆，其余都落子花木。 加上已有的上

海科技馆、东方艺术中心以及目前全上海体量

最大的区级公共图书馆浦东图书馆 ， 谁还记

得，20 年前的“奢望”；谁还记得，哪怕五年前，
许多人对于“在浦东复制一个人民广场文化聚

集区”，还抱着审慎的乐观。
到 2020 年，地铁二号线由西往东从人民广

场途经陆家嘴飞奔而来时， 兴许会有人这样嘟

哝———下一站，上海科技馆站，请有“选择困难

症”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 因为每个出口都通往

文化地标，每座文化地标里都能让人忘记时间。

再扩大些范围，八号线连着中华艺术宫、梅
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四号线站台距离老船

厂 1862 时尚中心不过举步之间；七号、十一号、
十三号线都可能通往世博文化公园； 十六号线

直往凭海临风处开去， 滴水湖地铁站静候世界

建筑面积最大的天文馆……可期的未来， 遍布

浦东新区的十条轨交， 每一条都会引向心灵的

休憩站、智慧的发动机。
有些事情， 写下第一笔时就预订了将来。

2004 年最后一天，有着蝴蝶兰造型的东方艺术

中心以一场试运营音乐会辞旧迎新。 浦东新区

的居民奔走相告， 丁香路上，“蝴蝶兰” 开了。
2005 年 11 月， 东艺策划主办了柏林爱乐乐团

首次访沪音乐会，一举成名。 十多年来，老浦东

们在公益票、艺术普及课的推动下，走进古典乐

堂； 全城的专业乐迷们， 习惯了 “听交响到东

方”。 十多年来， 世界上排名前 20 位的交响乐

团，除个别不进行国际巡演的，都已成为丁香路

座上宾。甚至，交响乐名家名团来浦东演出的数

量已超过浦西。
20 世纪最伟大的小提琴家之一伊扎克·帕

尔曼来过五次浦东，今年他还会来第六次。在他

眼里，“这里的音乐厅总是生气勃勃”。

浦江两岸绝非文化生态的
“楚河汉界”。相反，她们“东成西
就”，共同涵养着一座人文之城

浦东的场馆落成后，浦西老馆怎么办？未来

浦东的演出场所个顶个高大上， 浦西老剧院们

怎么办？类似疑惑在一项项新建场馆公布“使用

说明书”后，应该可以烟消云散。
上海图书馆在淮海路边已陪伴了读者 20

余年。 尽管 8.3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彼时在全

国数一数二， 但供读者直接使用的仅一万多平

方米。 整个建筑超七成空间属于书库。 时间推

移，读者需求不断扩容，上图的馆舍日益捉襟见

肘。 2015 年至 2017 年， 上图的到馆人次都在

320 万以上， 全年图书流通量都超过纽约三大

公共图书馆的总和。对标世界著名城市的上海，
其市级图书馆却无法提供国际通行的大开间藏

阅一体空间，新建东馆显得必要且紧要。
按规划， 上图东馆将以阅读人群和阅读目

的划分不同主题馆， 陈列图书、 增加多媒体设

备，更打开读者体验、交流、分享的第三空间。与

此同时，淮海路馆舍里深藏不露的家谱、碑帖、
名人手稿、藏书票、老唱片等上图特色宝贝，都

会在东馆拥有一席之地， 还是能与读者常相见

的一席之地。
老馆支援东馆馆藏， 东馆的开放则成就老

馆的功能升级。 升级后的淮海路馆舍将是专业

型、研究型的读者乐园，而东馆会是大众化、体

验式阅读的热土。
与上图淮海路馆舍“年岁”相仿，位于人民

广场的上海博物馆现有馆舍也在风雨里伫立了

20 多年。而上博的建筑面积更小，才 3.9 万平方

米，远远跟不上近年来民间掀起的文博热。东馆

建成后， 上博的 101 万余件文物有了更多机缘

被看见， 风雨无阻的人民广场旧馆舍则有了余

地分批“体检”。
物理空间上互为补充， 上博两馆的展陈内

容更有相对侧重。顺着藏品路线，浦西馆保留目

前以青铜、陶瓷为主的经典展示，东馆着力书画

和工艺藏品；以设计论，浦西馆根据文物材质设

置十个常设展，而东馆展览则会跳脱材质分类，
以破常规的展陈设计来讲述中国故事。

从大众需求出发，从时代需求出发，仍在不

断完善方案的上海大歌剧院， 亦折射着如此考

量。 现在的上海演出市场里，歌剧还属小众。 但

未来人们的文化素养会对城市文化设施提出怎

样的要求？ 或许，30 年乃至更久之后，浦江两岸

的市民会感恩今天的远见。
一条黄浦江隔开浦江两岸， 但浦西浦东绝

非文化生态上的“楚河汉界”。 相反，她们彼此

扶持，“东成西就”，共同涵养着一座人文之城。
上海音乐学院艺术管理系主任林宏鸣此前

担任东方艺术中心总经理 13 年之久。 眼下，他
正参与上海大歌剧院的筹建工作。在他看来，浦
东已从“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经
济向东流，文化向西走”走到了“逐步缩小浦江

两岸文化发展不平衡和浦东经济文化发展不平

衡”的阶段。 在上海打造“四个品牌”的大背景

下，多个标志性的重要文化项目集中落户浦东，
将从战略上彻底改变整个上海的文化生态。 而

上海大歌剧院的定位决定了， 它瞄准的绝不仅

仅是浦江东岸， 而是要努力成为承载上海城市

文化客厅功能的新剧院， 亚洲演艺之都的新标

志，推动中国民族歌剧创作演出的新平台，直至

世界歌剧艺术发展的新高地。
明天， 徜徉于浦江两岸的文化天际线下，

人文之城会温暖往来人的胸怀。

上上海海图图书书馆馆东东馆馆、、 上上海海博博物物馆馆东东馆馆将将与与已已有有的的东东方方艺艺术术中中心心、、 上上海海科科技技
馆馆合合成成上上海海又又一一处处文文化化集集聚聚区区。。 下下图图为为效效果果图图。。

世博文化公园效果图。

奔驰文化中心。

浦浦江江东东岸岸艺艺术术撩撩人人，，
文文化化天天际际线线风风景景无无边边

文文化化场场馆馆温温暖暖人人的的胸胸怀怀，，点点亮亮人人文文之之城城

正在建设的上海图书馆东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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