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幕后故事

■本报记者 张晓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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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社会产生真正深远影响的技

术往往是隐形的， 但万事万物却因它的

出现而变。 在上海大学日前举行的国际

文化研究学会第 12 届双年会上，多位海

内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研究目光投向万

物智能、 万物互联的时代将给人类社会

带来的改变。

“过去千百年来，人们所熟悉的物之

为物的固定性，正在发生变化。 未来，我

们不仅需要重新认识人与物的变化，也

要意识到， 人生存的外界环境正在随物

联网的出现而变。”一位英国学者的这番

话，引起与会者的共鸣。

“物非物”之后，很多情境
让人哭笑不得

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 要准确描述

“物联网”概念还有些困难。 但从一些身

边趣事或新闻中， 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

物联网脚步的临近。“物非物”之后，很多

情境让人哭笑不得。

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的高级讲

师默西迪丝·邦茨在出席学术论坛时，分

享了她的几则观察———亚马逊 2014 年

推出 Alexa 智能音箱迄今已销售 5000

万台，Alexa 能播放音乐、用语音回答“主

人”提问，还能在线购物，但在海外社交

媒体上，不少用户对 Alexa 集中 “吐槽 ”

的一点是：它会时不时发出怪笑声！有用

户说：“当我告诉我的室友 Alexa 很聪明

时，它竟然发出一声怪笑来回应，吓我一

跳。 ”比起这个欢乐的场面，也有用户被

Alexa吓得不轻。 “家里十分安静，连猫都

在熟睡。 突然，你听到一个带有嘲弄意味

的笑声———那不是人发出的，而是语音助

手 Alexa。 当时，家里并没有人使用它！ ”

虽然听上去像玩笑，但笑过之后，值

得深思的事情太多。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

学教授格拉哈姆·米克尔说，区别于普通

物品，步入“万物互联”世界的各种智能

产品均具有“习得新技能”的特点，比如

定位、追踪以及拥有视觉和语言能力。

因为物联网的实质正是使用传感器

来收集信息、分析信息，通过信息互联来

实现一些功能的应用。

在享受“物联”便利之时，

人们也在付出代价
“物联”给人们生活带来不少便利，

但硬币的另一面是， 人们也在自觉或不

自觉地放弃一些权利。

智能手机便是一例。“手机已不仅是

一种通讯工具。 手机上的摄像头可以抓

取我们的面部信息，屏幕可以采集指纹。

此外，我们的声音、位置信息、个人通勤

路径和喜好等， 都可以经由手机被采集

和分析。 ”格拉哈姆·米克尔还谈及了智

能手机另一更隐蔽的属性， 而这也是如今智能手机备受争议的

一点———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已处于手机实时“监视”之下。

“在享受精准定位的便利之时，无时无刻不在‘监控’下的

你，是否会感到负担过重？”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讲师迪代姆·奥兹

库尔说，就算用户不堪其扰选择关闭手机定位系统，因为手机的

“智能”属性和“互联”特征，仍有一些软件在试图通过用户连接

的 WiFi 等信息来推断位置信息。“很难想象，我们其实处于一个

位置数据约等于身份信息的时代， 本该属于个人隐私的位置数

据，都流向了各种手机软件、商业的大数据统计甚至广告商。 信

息安全成了人们焦虑的重要来源。 ”

格拉哈姆·米克尔由此剖析了物联网所内含的 “媒介属

性”———在大众传媒时代，诸如报纸、广播、电视台这样的媒介才

是信息的生产者，大众是信息“文本”的接收方。而随着物联网时

代的到来，人成了“可供编辑的文本”。用户不仅是数据服务的对

象，也在产生源源不断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会被软件进一步加

工，以便提供更进一步的服务。

传统的人与物关系将被重新审视

步入物联网时代，人们不仅终将面对“物非物”的现实，传统

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将遭遇“变数”，需要被重新审视。

“无论是物的智能化，还是被信息技术发展推着走的万物互

联，这一切正在倒逼人们深度思考人之为人的意义。 ”上海大学

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明教授直言，“在工业时代，一

切人造的产品都有变坏的风险。 迄今为止的智能产品也都是由

人制造。我们有何理由因为这些产品具有貌似智能的属性，就把

自己安心地托付出去？ ”

在国际学术界，因“物”的智能化而造成的劳动力就业岗位

锐减问题也引发关注和讨论。王晓明认为，值得思考的是借助这

些智能设备， 人们如何更好地从传统雇佣劳动关系下的简单重

复劳动中解脱出来，实现自由劳动，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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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貌换新颜”要留住城市记忆，彰显文化独特性
曹祎遐

近来， 延安西路的 “上生新所” 通

过保护修缮， 与新文化、 新媒体等业态

嫁接， 当年的名人别墅、 俱乐部等历史

建筑成为时尚打卡地。 这个案例再次说

明， 旧城、 历史建筑蕴藏着上海文化的

基因密码， 是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宝

藏， 也是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的重要

载体。

讲有特色的故事

成功的旧城改造都是从提高人的生

活质量出发 ， 将旧城中的历史文化街

区、 工业遗产街区等各种能够留下城市

历史故事和记忆的特色街区进行主题式

改造， 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与城市现代

化建设相结合， 将历史风貌景观与现代

功能业态相结合。 通过具体情境分析和

针对性改造开发， 人们遇见的， 将是一

座座有故事的建筑和文化地标。

上海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

化各具特色。 建筑正是文化的载体。 将

旧城依据当地本真特色进行主题式改

造， 或是城市原真生活情境体验主题，

或是文化创意主题， 拒绝脸谱化的旧城

改造， 让每一栋旧建筑都能留下属于自

己的文化标签和形象标志， 才能沉淀历

史， 让建筑的形象更加鲜明， 唤醒人们

去了解旧城背后故事的动机， 加深对各

类特色文化的印象。

激发旧城新活力

许多文化创意产业集中于旧工厂 、

旧仓库， 不仅因为早期租金低廉， 更因

为老厂房、 老仓库内部开阔宽敞， 可以

随意分割、 重新布局， 促成了一种具有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思维架构。 原建筑外

部的美学特征被保留下来， 而内部经由

人们的改造， 将现代材料和设施设备以

艺术手法布局其中， 为创意的发展提供

了独特的生长环境。 传统元素与新元素

混合运用， 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的同时

又满足新规划用途的需求 。 不论是餐

饮、 艺术工作室还是办公空间， 都没有

被生硬地定义。 旧建筑内部的现代活力

由改造者定义， 使得一个老空间磨平其

曾经被赋予的意义， 沾染上新主人的味

道与气质 ， 产 生 新 的 灵 魂 与 活 力 。

UNDEF/NE 便位于 M50 艺术园区的一

个角落里 ， 在保留旧厂房的构建基础

上， 通过开阔的空间陈设， 不仅是一家

咖啡馆， 也不仅是一家画廊， 而是一个

创意空间， 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甚至经

常成为电影拍摄场地， 在人的作用下，

实现了旧厂房的价值再生。

可见， 保护旧厂房、 老建筑并不只

是维持现状或修旧如旧， 而是挖掘出城

市的人文底蕴和地方特色 ， 融合现代

的、 时尚的创意元素， 结合城市的发展

目标进行前瞻性的规划设计， 合理开发

拓展这些空间的功能， 这必能推动上海

由 “效率都市” 向 “活力都市” 转型。

与新兴业态嫁接

商业在旧城改造中承载着丰富的内

容和多变的形态， 引入新的业态是旧城

改造后构建人与人之间交往节点的重要

途径。 通过引入新文化、 新媒体等业态

嫁接， 老建筑变身社会公共空间， 这也

正是空间共享新业态、 体验式业态发展

的大好机会。 就像暖流和寒流交汇地带

定是极大的捕鱼场， 城市最活跃的经济

和文化存在于物种丰富的状态下， 城市

价值的再创造源自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碰

撞， 而改造后的旧城恰好能提供这样的

平台 。 这个平台满足的不仅仅是逛 、

吃 、 买的需求 ， 而是渐渐成为人们互

动 、 情感交流的全新生活空间 ， 提供

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验和情感诉求

的抒发。

旧城改造要维持长足的发展后劲 ，

需营造差异化的氛围提升人与人之间的

互动感、 增强参与度， 让人们有限的时

间更具价值， 让时间变 “慢”。 老洋房、

老厂房具有先天优势， 因其突破了购物

中心 “盒子” 的形态， 打破千篇一律的

商业动线， 依托文化底蕴、 工厂文化进

行设计， 配合园林、 场景的营造， 加以

沉浸式体验， 即可跳出同质化改造的怪

圈。 例如 《Sleep No More》 这类沉浸

式剧目入驻上海老洋房， 满足了人们互

动需求和情感体验， 这便是旧城改造与

新兴业态的成功嫁接。

上海国际饭店曾被视为 “高耸入

云” 的奇观， 如今在摩登大厦的环绕中

却显得如此 “矮小”， 但那厚重的身姿

在玻璃幕墙上映射出新建筑无法比拟的

文化底蕴。 正如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原

主席乔治·弗格森所说： “城市当然可

以修建世界最高的楼， 但最高纪录也只

能保持一两年而已， 很快就会被更高的

楼代替而不存在独特性， 但城市文化的

独特性则不会消失 ， 只会历久弥新 。”

因此， 我们要让历史建筑与新建筑在对

话中焕发出符合新一代认知的元素和符

号， 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激发

上海城市更新的新动能。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室副主
任）

一方“玫瑰红”的传承与创新
有着15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鼎丰厂即将告别位于奉贤南桥的旧址，

未来将在现代化的工厂里继续酿造上海人餐桌上的美食腐乳

上海人喜欢吃泡饭。 配泡饭的小菜各

式各样， 其中， 一块玫瑰红腐乳无疑是极

佳选择。 四四方方一块， 一截为四， 那玫

瑰红里， 便露出了嫩实的乳白。 用筷子触

一点， 放在嘴里， 鲜咸漫溢， 赶紧吃上一

口泡饭， 那味儿就鲜甜正好了。

鼎丰厂， 今天的全称叫上海鼎丰酿造

食品有限公司， 仍坐落于奉贤南桥 150 多

年前开办的 “萧鼎丰” 腐乳作坊原址之上。

不过， 记者最近走访了解到， 它即将告别

旧址， 搬迁到庄行工业园。 鼎丰新厂预计

明年 3 月竣工、 年中投产， 届时一座现代

化酿造工厂将拔地而起， 继续传承历久弥

香的腐乳。

54道工艺、半年多时间才能制成

吃一块腐乳可能只需要几分钟， 但做

一块腐乳则需要半年多时间。

鼎丰厂总经理沈仲华介绍， 腐乳从生

产到成熟要经过 54 道工艺、 6-8 个月时间

才能完成。 简单地说， 就是在制作腐乳时，

先要选择优质黄豆， 加工成豆浆， 再做成

豆腐， 然后把豆腐切成小方块， 放于笼格

中， 接上毛霉菌种， 放到温暖密闭的房中，

慢慢地， 豆腐表面长满了雪白竖立的绒毛。

这种绒毛是一种叫做腐乳毛霉的微生物 ，

称为 “毛霉菌”。 毛霉菌能分泌出丰富的蛋

白酶 ， 将豆腐中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 ，

使腐乳变软变鲜。 豆腐坯上的毛霉菌生长

完成以后， 就要开始掰毛头和腌制， 工人

们将一块块菌丝体连在一起的豆腐掰开 ，

此时豆腐上的绒毛会倒伏下来， 黏结成一

层外皮， 这些半成品要被整齐排列后放于

框中， 用盐进行腌制。

为了使腐乳的色泽、 风味、 口感更佳，

后期发酵中将加有红曲的卤汤添加至坛中，

没过腐乳， 最后将坛口密封好， 防止空气

进入 。 6-8 个月后 ，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

坛中产生了芳香的酯类， 这就构成了腐乳

特有的香味。

至于招牌玫瑰腐乳， 则是在腐乳发酵

过程中加入玫瑰花， 让玫瑰花的芳香渗入

到腐乳当中。 除了红方腐乳和玫瑰腐乳外，

鼎丰厂还生产糟方 、 香辣等口味的腐乳 ，

也是享誉一方的产品。

不变的是对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遗憾的是， 由于季节关系， 每到夏天，

鼎丰厂的腐乳生产要暂停两个月左右。 不

过， 这个时节走在厂里， 依然能看到不少

腐乳生产的影子。

在厂区一隅 ， 一摞摞酱缸摆放整齐 ，

古朴大方。 再朝前走， 就来到散发着醋香

味的醋车间。 原来， 除腐乳之外， 鼎丰厂

还生产酱油 、 食醋 、 酱品 、 调料等产品 。

据介绍， 每到冬季腊月里， 鼎丰厂的门市

部前都会排起两条长长的队伍， 一条采购

“白方腐乳”， 俗称 “臭豆腐”； 另一条则是

购买 “毛花卤”， 用于腌制过节的年货。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今人吃到的腐乳与

古人所食之物已有所不同。 沈仲华介绍，过

去，老百姓生活水平较低，一块腐乳，不但是

调味佐餐的小菜，更是摄取盐分和蛋白质的

重要来源。 如今，人们更愿意把腐乳看作一

门增香的调味品，相应地，盐分含量要减少，

氨基酸营养物质含量要保障。

当然， 不变的是对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一方面 ， 鼎丰师傅的技艺是一代传一代 ，

一个车间技工要在腐乳的世界里摸爬滚打

十年以上， 才能通过看、 嗅、 尝， 准确判

断一批腐乳所处的成熟阶段， 最终将美味

的腐乳送上餐桌。 另一方面， 随着工厂化

运作， 一些老工艺也不断被如今的新手段

所取代。

比如 ， 在腐乳制作过程中 ， “点浆 ”

是一个重要环节。 鼎丰传承下来的工艺是

用 “苦卤”， 作用是凝固豆浆中的蛋白质。

然而， 随着科技发展， 从食品安全的角度

考虑， “苦卤” 逐渐被替代， 鼎丰开始使

用国家规定的介质， 经过数百次试验， 终

于将其用量控制得恰到好处， 腐乳的香糯

和细腻保持不变， 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腐乳厂旧址将成奉贤文化地标

鼎丰的前身， 是浙江海盐人肖兰国于

清同治三年 （1864 年） 与任子欣合股在莘

庄镇开设的鼎丰酱园 ， 同治五年 （1866

年） 迁至奉贤县南桥镇。

清光绪六年 （1880 年 ）， 本族人肖宝

山毛遂自荐出任 “鼎丰” 经理， 第一年提

高质量， 挽回声誉； 第二年打开销路， 转

亏为盈； 第三年挤垮 “鼎和”， 扩大经营。

据说， 清代苏浙两省著名的腐乳酿造地有

四处 ： 平湖 、 苏州 、 绍兴 、 奉贤 ， 其中 ，

以奉贤鼎丰酱园所制腐乳， 色香味最为佳

美。 2007 年， “鼎丰” 被商务部第一批重

新认定为 “中华老字号”。

不过， 曾经是农田阡陌的鼎丰厂周边，

如今早已是居民区密布。 厂区与周边环境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也限制了企业的扩大

发展。 据悉， 即将乔迁新址的新鼎丰， 不

论建设规模还是设计产能均将实现翻倍 ，

项目总投资 3.5 亿元， 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

米， 设计产能 8 万吨， 这意味着鼎丰将实

现发展大跨越， 迎来全新时代。

同时 ， 鼎丰厂旧址将被改建成一个

“历史邻里中心”， 在赋予其行政服务、 社

区活动、 娱乐休闲等新功能的前提下， 保

留包括传统酿造工艺、 老厂房设备在内的

历史积淀， 展示上海传统酿造业百年技艺，

成为南桥新城的文化地标之一， 让品牌历

史文化得以延续和发扬。

为“老字号”新生送上政策“礼包”

中华老字号“鼎丰腐乳”久负盛名。 近
年来，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市民消费习惯
的改变，一些老字号招牌黯然失色，而上海
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则开始大刀阔斧改
革，准备整体搬迁到庄行工业园。

奉贤区税务部门调研小组在走访调研
中了解到企业在搬迁中的涉税困难和需求
后，及时送上政策“大礼包”，帮助企业选择
最合适的税务处理方案。经测算，预计企业
2018 年可享受税收优惠近 400 万元。

此次搬迁， 对鼎丰来说不是简单的换
位挪地，而是要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产品升
级换代，为“老字号”带来新生。鼎丰公司财

务经理瞿激扬介绍：“搬迁后， 我们将引进
最新的温控系统和更加专业的生产线，解
决鼎丰厂长久以来的季节性停产问题。 但
大笔固定资产投入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
资金压力。 ”

奉贤区税务部门调研小组了解到这个
情况之后， 向企业介绍 “固定资产进项抵
扣 ”“新购入 500 万元以下设备一次性税
前扣除”等最新政策。 以后者为例，企业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
过 500 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
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不再分
年度计算折旧。 经测算， 享受这些政策之
后， 预计鼎丰今年可省下近 400 万元，用

于再投资、再升级。

奉贤区税务局局长吕世春说：“对于类
似鼎丰这样勇于坚守传统、创新发展的‘老
字号’，我们更应该助其一臂之力。 ”近期，

调研小组再度上门走访鼎丰， 深入了解企
业的进一步诉求。 同时， 将纳税服务平台
“奉税驿站”引入鼎丰所在的庄行工业园等
园区。面对企业各类诉求，税务部门提前介
入，积极对接，多方协调，搭建绿色通道，安
排专职联络员协助企业办理各项涉税业
务，提供全方位涉税服务。

在各方支持下，鼎丰这一知名本地“老
字号”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迎接新生。我们也
希望，上海其他“老字号”在传承发展中也
能够获得更多支持，从而走出“焕新”之路。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实习生 张瓅天

■本报记者 张晓鸣

■ 一方面， 鼎丰师傅的技艺是一代

传一代， 一个车间技工要在腐乳的世界
里摸爬滚打十年以上， 才能通过看、 嗅、

尝， 准确判断一批腐乳所处的成熟阶段，

最终将美味的腐乳送上餐桌。 另一方面，

随着工厂化运作， 一些老工艺也不断被
如今的新手段所取代

制图：李洁

腐乳从生产到成熟要经过 54 道工艺、 6-8

个月时间才能完成。 图①为手工摆放豆坯， 图

②为乳腐压榨。

图③： 鼎丰厂生产的糟方腐乳。

图④： 鼎丰厂的招牌玫瑰腐乳是许多人吃

泡饭时必不可少的配菜。 （均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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