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俗学的叙事理论可成为破译

古镇密码的钥匙， 进而挖掘古镇在

树立地域形象、 建构地方认同等方

面的价值和功能， 助力打响上海古

镇的文化品牌。 民俗学以研究叙事

见长 ， 民俗以叙事为存在的方式 ，

通过叙事实现民俗文化的传播传

承 、 建构相关族群的文化认同 。

“叙事 ” 可被通俗地理解为 “讲故

事 ”， 那么 ， 上海古镇的故事可通

过哪些渠道进行讲述呢？

上海古镇的语言叙事主要包括

书 面 的 记 载 和 口 头 的 讲 述 ， 可

“说 ”、 可 “听 ”， 是民俗文化最基

本的叙事载体， 保存着上海古镇的

文化记忆， 也是可供开发的文化资

源。 在相关的历史典籍、 地方志等

文献中， 有大量关于上海古镇的文

字记录 ， 从中可以追溯古镇的文

脉， 挖掘历史文化价值。

例如青龙镇为曾经的 “上海第

一镇 ”， 可谓上海历史的源头 ， 民

间有谚云： “先有青龙港， 后有上

海浦 ”。 青龙镇在历史上具有军事

要地、 商贸重镇、 交通枢纽的重要

地位 ， 万历 《青浦县志 》 有载 ：

“粤有巨镇 ， 其名青龙 。 控江而淮

浙辐辏， 连海而闽楚交通。” 随后，

由于吴淞江淤塞， 海岸线东移， 青

龙镇逐渐为上海浦取而代之， 所幸

的是， 在原镇址的范围内尚有青龙

村 、 青龙塔 、 青龙寺等实物 “佐

证” 留存至今。 尽管古老的青龙镇

已不复存在， 但它开启了上海城市

文明的进程， 有关青龙镇的历史记

载和民间传说为我们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时代篇章， 见证了上海地区江

南文化、 海派文化的发展历程。 时

至今日， 青龙镇还有着龙文化的口

头讲述， 是上海地区创世神话的典

型代表。

此外 ， 被誉为 “文化长城 ”

的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 中 ，

也收录了流传在上海市郊古镇的

“天地降生 ” “女娲娘娘捏泥造

人 ” “女娲与一日三餐 ” “盘古

和他的妻子 ” “人的由来 ” 等创

世神话 ， 表明上海地区自古以来

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符号的承担者

和继承者 ， 在当代社会尤其担当

着强本固元 、 树立文化自信的重

要功能 ， 这是上海古镇文化品牌

塑造的重要依托点 。

上海古镇的民间故事资源丰

富、 类型多样， 涉及历史人文、 地

理环境、 名人轶事、 革命事迹、 景

观风物 、 匠心精神等方面的内容 ，

其中有很多对重构地方传统、 树立

地方形象有着很大影响。 如孟姜女

的故事， 顾颉刚先生就认为上海松

江是其重要传播地， 至今在很多上

海古镇都有着活态传承， 具有浓烈

的江南文化色彩。 华东师范大学的

罗永麟先生将孟姜女故事与牛郎织

女故事、 白蛇传故事、 梁祝故事并

列为 “中国四大民间故事 ”， 已成

为中国民间文学的经典话语， 足以

证明孟姜女故事是上海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语言叙事， 可挖掘孟姜女故

事所蕴含的文化基因， 进行民间故

事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 如旅游开

发 、 影视片制作 、 社区文化建设

等， 为树立古镇文化品牌助力， 为

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再如松江小昆山镇的 “云间两

陆” 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故事， 极具

江南文化特质， 有助于上海文化根

脉的研究开发； 乾隆皇帝下江南的

传说， 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南北交

流和满汉民族的交融， 具有积极的

文化建构价值。 所以上海古镇的语

言叙事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本土文化

资源， 保存着古镇的文化记忆， 有

助于 “讲好古镇故事 ”， 塑造 “上

海文化” 品牌， 提升上海的文化软

实力。

物象叙事是对传统文化的物化

凝结 ， 具有可视性 、 具象性的特

征， 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力获得受众

的认知和认同。 上海古镇的 “小桥

流水人家 ”、 塔亭楼阁 、 瓦肆街巷

等景观都属于物象叙事的范畴， 或

被称为景观叙事。 如果说语言叙事

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 景观叙事则

是对传统的固化， 将特定的文化与

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 从而形成对

地域文化的认同。 古镇的风物特产

等实物形式也是物象叙事的重要载

体 。 在上海古镇文化资源的背后 ，

很多都附丽着优美的传说 ， 为其

增添了诗意的想象和瑰丽的色彩 ，

更注入了文化的灵魂和活力。

例如， 在嘉定区南翔镇， 流传

着 “白鹤化缘造寺” 的故事， 便是

关于云翔寺的景观叙事。 南翔因寺

成镇， 云翔寺是其核心景观， 该寺

的仙鹤已然成为整个古镇的文化标

志 ， 在当代 ， 南翔镇建有仙鹤厅 ，

镇政府广场矗立着仙鹤雕塑 ， 于

是， 古老的景观叙事便又通过景观

生产固化到当地， 形成不可替代的

文化符号， 从而建立了稳定的地方

文化认同。 再如古镇的桥梁是最具

江南水乡特质的景观元素之一， 桥

梁勾连了 “流水 ” 与 “人家 ”， 描

绘了江南意象， 其本身也蕴含着丰

富多样的传说故事。 青浦的金泽古

镇便有着悠久的桥文化， 自古以来

便以 “桥桥有庙， 庙庙有桥” 的桥

庙景观风貌著称。 传说金泽的风水

很好， 会出帝王， 刘伯温为了保住

朱元璋的帝位， 便设法压制金泽的

风水， 与此同时， 又大造庙宇表达

对 “福地” 的敬畏之心， 于是形成

了 “六观、 一塔、 十三坊、 四十二

虹桥” 的格局。 诚然， 金泽的桥庙

文化肇始于宋代 ， 并非明代的创

制， 但这样充满想象的景观叙事却

烘托了古镇的 “神圣” 气氛， 提升

了金泽的文化高度和地域形象。

相较于景观的不可移动性， 古

镇的风物特产则可以成为旅游商品

进行流通， 从而成为代表古镇形象

的文化商品， 具有远大于物品本身

价值的象征意义， 因而， 围绕风物

特产为中心的物象叙事则是 “讲好

古镇故事” 的又一载体。 如说起丁

蹄， 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金山区的枫

泾古镇； 提起阿婆粽， 会将其与青

浦区的朱家角古镇联系起来； 下沙

烧麦则被认为是浦东新场古镇的特

产； 等等。 但仅限于这些表象的认

知是远远不够的， 关于古镇风物特

产的故事讲述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

整理和研究， 发挥其应有的文化价

值。

例如在浦东新区的三林古镇 ，

有 “三宝” （三林塘崩瓜、 三林塘

标布 、 三 林 塘 酱 菜 ） 、 “三 绝 ”

（三林瓷刻 、 三林本帮菜 、 三林刺

绣 ）、 “三特 ” （三林舞龙 、 “三

月半” 圣堂庙会、 城隍出巡） 等独

具特色的文化资源， 但现在很少有

人能够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和

传说故事了， 导致其知名度和美誉

度撑不起三林应有的文化高度。 应

充分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的传说故

事 ， 重塑三林昔日的美名 。 如关

于三林崩瓜来历的故事 、 “三林

标布进京城 ” 的故事 、 三林酱菜

的传说等 ， 都是古镇风物特产的

物象叙事 ， 要多整理 、 多讲述 、

多传播 ， 让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

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 ， 建立情感

认同和地域认同 ， 推动古镇形象

的树立 。

民俗的行为叙事以相关的民

俗行为 、 仪式祭典等方面的活动

为载体 ， 是可 “做 ”、 可 “参与体

验 ” 的叙事形式 ， 有娱乐性 、 狂

欢性的一面 ， 在一些场合又彰显

出强烈的神圣性与肃穆感 ， 在这

一张一弛的节奏中 ， 以动态的 、

立体化的展演方式传播民俗 、 促

进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

例如宝山区罗店镇的龙船文

化 ， 有别于一般的舟船竞渡文化 ，

不以速度取胜 ， 而是以表演性和

观赏性为主 ， 通过龙船的色彩 ，

形制 ， 行进的姿态 、 路线 ， 以及

船队的队形变换等方面来体现罗

店的江南水乡风貌 。 于是 ， 在这

样的民俗行为叙事中 ， 便书写了

古镇的文化 ， 树立了地方形象 。

目前 ， 罗店的龙船文化已被列入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已

然成为当地的一张金名片 。

由民间信仰发展起来的庙会

是民俗行为叙事的集中承载 ， 人

们可通过各种仪式行为祭神 ， 又

配以类型丰富的民间文艺表演娱

神 ， 同时人们自身也得到了身心

的舒缓和愉悦 ， 神圣性与娱乐性

兼而有之 。 与大多数民俗活动一

样 ， 庙会也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社

会的农耕文明 ， 在现代化 、 城市

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 ， 其生存

空间遭到了很大程度的挤压 。

例如已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

录的龙华庙会近些年来就不断地

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 有日渐

衰弱的趋势 ， 发展状况堪忧 。 但

古镇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 ， 可为

传统庙会提供展演的空间 。 当前 ，

不少上海古镇还有着 “香汛 ” 等

传统庙会的活态传承 ， 有些已被

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

行保护 。 在金泽 ， 有农历三月二

十八和九月初九两大香汛 。 农历

三月二十八为传说中泰山神东岳

大帝的生日 ， 届时人们要在东岳

庙举办 “廿八汛 ”， 有东岳大帝出

巡等仪式行为展演 ； 在九月初九 ，

当地百姓要向被誉为 “关西孔子 ”

的杨老爷上香 ， 俗称 “重阳汛 ” 。

在三林古镇 ， 有圣堂庙会 、 西城

隍神出巡仪式等活动 ， 属于三林

的 “三特 ” 之二 ， 其对于三林的

文化标志意义是非常显著的 。 所

以 ， 上海古镇的民俗行为叙事不

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 也

是 “讲好古镇故事 ” 的重要手段 。

承上所论 ， 上海古镇历史悠

久 、 文脉绵长 ， 但上海古镇的目

前面临的短板还有待积极改进 ，

其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

提升 。 可依照民俗学的叙事理论 ，

全面系统地整理上海古镇的文化

资源 ， 通过语言 、 物象 、 行为等

多重载体 ， “讲好古镇故事 ”， 塑

造文化品牌 ， 发挥上海古镇的文

化价值和功能 。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

《杜威在华学谱》 （顾红亮
编著 ， 2019 年 5 月 ，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美国著名的哲学家 、 教育

家 、 心理学家杜威博士受邀来

华， 在华 28 个月内， 演讲足迹

遍布大半个中国， 留下对华论述

文章数十万。 今年 10 月 20 日正

值杜威诞辰 160 周年。 本书以年

谱的形式呈现杜威在中国访问的

行程和学术安排， 时间跨度是从

1919 年 1 月至 1921 年 12 月 ，

既展示杜威在华期间的日常生活

与学术生活， 也把杜威访华前后

的背景和离开中国后的反应容纳

进来 ， 把 “前因后果 ” 呈现出

来， 更全面地展示杜威访华的丰

硕成果和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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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民俗故事， 让上海古镇文化更走心

（热点） 网红经济三问

网红经济， 依托网红， 通过社

交媒体上聚集人气， 拉拢粉丝， 再

依托日渐庞大的粉丝群体进行定向

精准营销， 进而将粉丝转化为销售

额或者其他价值的新经济模式。

网红经济为什么那么红？ 在中

国 ， 网红经济有着充分的社会基

础 。 据百度的 《95 后生活形态调

研报告 》， 中国 “95 后 ” 人口约为

1 亿 。 他们从小与互联网为伴 ， 最

爱刷屏、 晒生活和吐槽。 埃森哲研

究显示 ， 超过 70%的中国 “95 后 ”

消费者更喜欢通过社交媒体直接购

买商品。

从大环境来说， 中国的数字经

济发展、 移动互联网发展等带来宏

观环境变化 ， 同时媒体沟通环境 、

企业广告 、 消费者都发生了变化 。

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市场

营销系副教授周颖认为， 网红经济

重构了 “人货场 ” ， 从 “人-货-

场 ” 变成 “货-人-场 （线上 ） ” ；

重构需求路径 ， 从 “需求-产品-

消费 ” ， 到 “内容-需求-消费 ” ；

重构商业逻辑， 从 “找对人” “用

对货 ” “去对地 ”， 变成边看边买

“所见所得”； 重构传播模型， 从卖

产品到卖信任。 此外， 还重构了营

销模式 ， 发展出 “跟着买 ” “种

草” 的营销。

当网红经济遇到了资本和新技

术， 遇到了开放的创业环境， 其成为

消费经济的增长点也就不难理解了。

网红经济可以红多久 ？ 从目

前的行业实践看， “网红经济” 主

要有 3 个盈利来源： 直播平台上粉

丝打赏、 社交媒体上植入品牌商广

告 、 电商平台上向粉丝销售商品 。

无论哪种模式， “人红好卖货” 都

是 “网红经济” 变现的普遍路径。

但是随着社交媒体流量增长放

缓， 普通网红越来越难以跃升为有

号召力 、 带货能力强的头部网红 。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

靖认为 ， 网红们抢流量越来越难 ，

流量变现越来越慢……为了继续

红 ， 于是有些网红背离公序良俗 ：

直播时 “黑化 ” “丑化 ”； 带货时

夸大其词； 煽动粉丝到其他网红店

或者名人微博进行轰炸屠版……

此外， 内容生产同质化也饱受

诟病。 搞笑、 娱乐、 消遣是大多数

“网红 ” 的标签 ， 由于没有形成鲜

明的个人风格和原创能力， 导致许

多 “网红” 被快速更新替代， 久而

久之难免被市场和消费者淡忘。

网红经济何去何从 ？ 胡靖表

示， 网红经济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

现象， 它不可能脱离经济规律而存

在 。 即便网红经济现在成了一只

“风口上的飞猪”， 但如果， 资本脱

实向虚， 产品华而不实， 宣传弄虚

作假， 粉丝变成韭菜， 最后飞猪迟

早还是要 “硬着陆”。

所以 ， 网红经济不能只赚快

钱， 只希望更快速地收割市场， 还

要符合经济规律 ， 做成蓬勃的线

上、 线下交互的网络生态。 对网红

而言 ， 网红升级为 IP， 可选择的

路径才能大大拓展。 当然， 这也要

求网红拥有更全面的技能和素质 ，

传递正确的价值观、 生活理念和消

费方式。 对市场而言， 网红经济快

速流量表现的模式无法持久， 必须

寻求更可靠的商业模式； 对监管者

而言， 对于网红市场的监管要有预

防性和主动性 ， 制度建设上 ， 要

形成政府-行业-平台监管与自律

结合的体系 ， 最终要实现网红经

济监管的实时动态化 。

网红， 也是该有底线的； 网红

经济 ， 也是要讲经济规律的 ； 当

5G 走进日常生活 ， 网红经济更是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网红经济三问

■ 游红霞

江南水乡小桥流水、

粉墙黛瓦， 石板小巷曲径
通幽， 是一幅古意盎然的
风情画卷。 上海古镇是上
海的宝贵资源， 也担当着
承载江南文化、 海派文化
的重任。

从民俗学的角度深入
研究上海古镇的文化特
色， 深度挖掘上海古镇历
史底蕴， 传承延续历史脉
络， 丰富拓展文化内涵，

将能更好彰显江南特色。

讲好民俗故事， 可以让上
海古镇的风貌韵味、 颜值
气质更加彰显 ， 入眼景
观、 走心文化相得益彰。

创世神话、 民间
故事是上海古镇文化品
牌塑造的重要依托点

唤醒景观叙事
中凝聚的文化记忆 、

情感认同和地域认同

打造古镇金名
片， 民俗行为叙事是
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

■ 刘 迪

论 道

《英国： 优雅衰落 （“脱欧”

时代的权力 、 荣耀 、 秩序与现
实）》 （桂涛 著， 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 2019 年 3 月）

脱欧公投像一把无情的手术

刀， 将英国的表皮瞬间切开， 把

深藏其下、 最真实的繁复肌理与

血脉呈现出来。 脱欧所带来的刺

激与冲击引起了英国最自然的应

激反应， 无论是欣喜、 愤怒、 后

悔， 抑或是无奈， 它们就是最真

实的 “优雅衰落中的英国 ”。 新

华社驻伦敦记者桂涛走访二十余

个英国城镇，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与采访、 感受， 试图在脱欧这个

节点去理解英国社会的方方面

面， 解读脱欧背景下的英国。

《看山是山 》 (周振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5 月）

本书是周振鹤先生近年发

表文章的结集， 主题庞杂， 内

容广博， 涉及历史地理学、 语

言学、 古籍版本学、 中外文化

交流史、 移民史、 城市史， 等

等。 有些是长篇精深的专业论

文， 有些是短小精彩的一家之

论， 为周振鹤先生近年来在学

术研究和文化探索上的主要成

果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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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点

———编者

图为吴冠中笔下的江南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