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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 ： 早在 19 世纪末期 ，

英国就出现了 “工业考古学 ” 。

1978 年 ， 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

会在瑞典成立。 工业遗产的价值是

如何被认识的？

伍江： 工业文化遗产的历史离

我们很近， 许多厂房仍在使用中 ，

人们很难看到它的历史价值。 直到

20 世纪末的欧洲 ， 大量重要的工

业基地被荒废， 迫切需要转型， 许

多工厂用地因此被卖出去， 进行房

地产开发。 这时人们才发现， 如果

照这种势头， 工业遗产的消失速度

非常快。 今天， 距离我们更远的农

业文明， 甚至狩猎采集文明， 都能

找到遗迹。 工业文明如果它的物质

载体消失了， 以后的人根本无法想

象。 于是， 全球范围内开始有学者

展开工业文化遗产的研究， 在上世

纪 90 年代形成全球工业遗产保护

协会 （TICCH)， 后来还有 20 世纪

遗产保护研究会 ， 把工业看作是

20 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 已成为全球共识。

文汇报： 《世界遗产公约》 在

定义 “文化遗产 ” 时 ， 提到了历

史、 科学、 艺术三大价值， 这对于

工业文化遗产也同样适用吗？

伍江： 历史价值 、 科学价值 、

艺术价值———世界文化遗产的三大

价值在大部分工业遗产里很难完全

“对号入座”。 首先， 工业遗产的科

学价值需要专门研究。 比如说， 工

业文明中有各种不同的工业生产方

式 ， 怎么确定哪个是最重要的代

表？ 是最大的， 最早的， 还是最美

观的， 最有名的？ 这些都需要深入

研究。 历史价值也难以判断， 如果

说第一个 “××厂 ” 还比较容易找

到 ， 但第二个 、 第三个要不要保

护 ？ 此外 ， 工业文化遗产的艺术

价值也很难被广泛接受 ， 因为它

的建造几乎都是以实用为目的 ，

缺乏非功利的审美考量 。 除了少

部分艺术家或许能够欣赏 ， 一般

的人会觉得那些大烟囱那么丑 ，

为什么要留着？

文汇报 ： 工业遗产也不是冰

冷的钢铁和砖石 ， 如何唤醒其活

的灵魂？

伍江： 若是将原先适用于世界

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 直接套用到

工业遗产上 ， 将会带来巨大的冲

突。 文化遗产保护要 “原汁原味”，

文物价值是碰不得的。 但在工业遗

产的问题上， 几乎没有人会说工业

遗产必须原封不动保留。

工业遗产与一般的世界文化遗

产最大区别就是， 体量大、 占的资

源多。 比如德国鲁尔工业区打造成

工业公园 ， 但这不可能具有普遍

性 。 如果一切都要原封不动的保

护， 这意味着整个地球的空间资源

都没办法进行再生产。 针对大部分

工业遗产 ， 学界提出将它重新激

活， 保留躯壳， 赋予它新的价值 ，

这可能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 因此 ，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那些争论不休

的原则， 在这里可以放弃一部分 ，

大胆去做 。 比如 ， “最小干预原

则” 在工业遗产中就不一定总是成

立。 像 “一大会址” 里面， 可能一

个茶杯都非常重要。 但对于工厂来

说， 只要空间结构特征和生产线里

标志性的东西还在， 就可以了。 因

此， 在尽可能地保护工业遗产， 以

及重要的工业文化信息的基础上 ，

你完全可以根据现在需要的功能 ，

开创性地使用它。

文汇报 ：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在全球范围内纷纷兴起了工业遗产

的 “艺术转型 ”。 旧厂房为何会与

艺术家结缘？

伍江： 世界范围内那么多荒废

的工厂， 如果我们把它作为土地资

源完全交给房地产业， 最有可能的

就是推翻重建。 但问题是， 我们不

希望它们完全消失， 那么房地产开

发的这套机制就不宜全部引入。 由

于租金低， 这些荒废的工厂吸引了

许多艺术家的到来———因为他们要

空间， 又付不起高昂的租金。

最早 ， 这个故事发生在美国 。

纽约曼哈顿 SOHO 区曾经是美国重

要的工业基地 ， 但随着 20 世纪纽

约的金融化、 现代化， 工厂外迁使

得这片区域闲置。 艺术家喜欢这里

地段好、 建筑空间大。 他们把这些

工业建筑稍加改造后当作自己的艺

术工作室和生活场所。 开始没有人

管、 不收租金 。 但随着经济回温 ，

许多原厂主有机会可以把这些厂房

卖掉， 他们得把这些 “非法占据 ”

的艺术家给赶走。 为此， 全纽约的

艺术家就要保护这些工业遗产。 当

然， 这个 “保护 ” 具有双重意义 ，

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低成本

的使用 ， 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历

史。 当时， 他们的诉求得到了正面

的回应。 因为这些艺术家的存在确

实是有利于工业文化遗产的再利

用。 所以， 一个传统的工业生产空

间就很自然地转化为现代创意产业

的空间， 工业厂房既是工业文化遗

产保护的对象， 也是新兴产业的承

载体， 两者就合二为一了。

文汇报： 工业遗产的蝶变， 证

明它们可以是城市的文化富矿。 唤

醒 “沉睡” 的资源， 同样的故事在

中国是怎么上演的？

伍江 ： 上世纪 90 年代 ， 在中

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的上海， 大量

的工业用地转化为商业用地， 进行

房地产开发， 但一些项目在开发过

程中遭遇亚洲金融危机， 并就此搁

浅。 最后， 也是以很低的价钱暂时

外租作为临时用途， 这时大量的艺

术家开始进驻 ， 除了价格便宜外 ，

他们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美国

艺术家都喜欢在厂房， 为什么我不

可以呢？ 原身为上海春明粗纺厂的

M50 创意园就是这样兴起的。

文汇报： 上海春明粗纺厂从本

世纪初开始向艺术创意园区转型 。

而从 2003 年到 2008 年， 您时任上

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 能否

为我们介绍下当时这些工业建筑改

造的具体规划情况？

伍江 ： 我 03 年进入市规划

局， 直接参与这一讨论。 我们当时

就提出， 这个事情本质上是不合法

的 ， 因为土地功能转换必须经过

“招拍挂”。 但这样的话， 哪里还有

什么创意产业？ 哪里还有什么艺术

家？ 他们根本做不起。 所以当时打

了一个 “擦边球 ”， 我们提出 “三

不”： 不改变土地的规划性质 ， 它

还是工业用地； 不改变土地上的房

屋结构； 不改变房子的权属关系 。

但是鼓励重新利用， 把新的功能引

进来。 到今天为止， 这还是有争议

的， 现在你开画廊做艺术产业， 大

家还能接受， 但开咖啡馆开饭店 ，

大家就好像很难接受。

其实， 工业遗产的保护本身就

意味着它不能 “随心所欲 ”， 把土

地看作是一张白纸来进行房地产开

发， 它有许多附加要求， 这些都与

利益最大化的逻辑是冲突的。 综合

这些因素我们再来思考在这些旧厂

房中生长出来的文化产业、 创意产

业， 乃至于餐饮行业， 到底是不是

这座城市想要的。 如果是想要的 ，

那就说明是我们现在的政策有问

题 ， 应该调整政策 。 这是我和当

时上海大部分决策者的观点 。 也

正因为这样 ， 上海在工业遗产再

利用上的实践 ， 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 。 2005 年前后 ， 上海已经有了

100 个左右的创意产业园区， 其中

85%以上是旧工业厂房的再利用 。

也有新造的 ， 但都不成功 ， 艺术

家不愿意进去 ， 反而是旧厂房改

造的都成功了。

文汇报 ： 从政策方向来看 ，

《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 》 支

持利用国家工业遗产资源， 开发工

业旅游项目， 建设工业文化产业园

区、 特色小镇 （街区 ）、 创新创业

基地等。 上海在工业遗产建筑再利

用方面利用率较高， 但也有学者认

为， 利用类型过于单一化 。 对此 ，

您怎么看？

伍江： 确实， 你很难想象上海

所有的工厂全部都变成美术馆。 还

是要开动脑筋， 把各种各样的新功

能加进去。 我个人认为什么样的新

功能都可以加进去， 但前提是你要

认识到这里是上海历史上重要的工

业发展的记忆， 必须留住。 在这个

前提下 ， 就需要寻找既可以保护

它， 又能够跟你植入的新功能相容

的交点， 才有可能让它活在当下 ，

活在未来。 比如， 我们的油罐可以

变成一个剧场， 事实上国外的油罐

变成住宅的也有。

最近我去青岛考察四方机车

厂， 它曾经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名

的造火车的地方， 现在也是主要的

高铁基地。 旧址上都是 100 年前的

厂房， 怎么办？ 他们有了一个很好

的方案， 打算在旧建筑之间造一些

跟工厂的功能转型直接相关的新建

筑。 比如说， 有些原来的厂房， 被

改造成高铁的研究所和展示厅。 还

有一部分经过改造成了服务于附近

社区的公共设施 ， 比如小学 、 中

学、 幼儿园， 还有菜场等等。 与此

类似 ， 在上海 ， 我们现在也在讨

论， 能不能最大可能地把当年工厂

的那些建筑、 生产的工艺特点， 最

大程度的保留下来， 让后人还能够

感受到当年这里的样子， 比如当年

的上海第一钢铁厂是什么样子。 同

时又把新的开发融进来 ， 里面不

乏有大楼有办公 ， 有新的文化功

能 ， 我认为这可能成为上海一个

新的亮点。

文汇报： 对工业遗产的利用不

只是卖情怀、 卖文化， 您所要强调

的是， 在赋予工业遗存当代价值的

同时， 也要保留当时的社区记忆 ，

让人们望得见乡愁。

伍江： 是的。 其实所谓的城市

历史文化记忆保护， 不仅仅是我们

学术界讨论的事情， 它事关每一个

人。 当时我在市规划局的时候， 每

天都会收到很多建议信， 有很多专

业的建筑师、 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来投诉， 说哪哪被破坏了。 但令我

触动很大的是一位杨树浦电厂的工

人， 他说你们不能把工厂的大烟囱

拆掉， 拆了我们的记忆就没了。 他

说我已经退休了， 烟囱现在也不用

了， 但是它是我们所有杨树浦电厂

人的一个念想。 所以， 专业学者讨

论一栋建筑的价值是什么， 从理论

上讲大烟囱也许不算什么， 但对于

普通老百姓来说， 那就是记忆。 就

像在家里面， 如果去世的老人的东

西都没有了 ， 也就谈不上记忆了 。

虽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留

着， 但你总是要留下点什么， 给自

己一些念想。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谈工业遗产保护———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
要载体 ， 承载了行业和城市的
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 ， 标志了
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一系列
重要历史节点。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
源地 。 如今 ， 步入后工业化时
代 ， 如何留住工业文明的历史
乡愁 ？ 如何加强对工业遗产的
保护和利用 ？ 记者就此专访了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伍江教授。

■本报首席记者 杨逸淇 记者 陈瑜

“最 小 干 预 原
则” 在工业遗产保护
中不一定总是成立

“转型” 不能随
心所欲， 要看是不是
城市想要的

激活工业遗存， 要增功能更要留记忆
荐 读

▲ 黄浦江 潘思同 （1904-1980） 1962 年作

油罐或变剧场或
成住宅， 关键是要留
住 “乡愁”

据银联统计， 2018 年上海 “晚

7 点至次日晨 6 点” 的夜间消费规

模已高达 5253亿元， 差不多相当于

当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41%。 上海 “夜间经济” 的不同模

式， 共同构成上海的 “夜间消费生

态系统”。 从夜间消费主体的角度来

看， 大体上可分为 6类消费群体。

【夜生活迷恋者】 基本上是 90

后、 00 后。 晚 8 点到凌晨 2 点是一

天中他们最为疯狂和享受的时间 。

酒吧、 迪厅、 卡拉 OK 是主要光顾

的场所， 注重场景的情调和特色 ，

消费地点相对稳定。

【国内外旅游者】 他们对城市

观光景点特别感兴趣， 也会光顾一

些著名商场、 夜市和娱乐场所。 一

个城市具有特色的品牌商场、 夜市

和娱乐场所是吸引旅游者夜间消费

的关键要素。

【工余逛街购物者】 基本上是

本市居民及在沪工作的上班族。 他

们休闲逛街之际， 即兴购物也经常

会发生， 主要是对那些价位不高 、

但设计新颖而富有冲击力的商品。

【文化艺术休闲者】 如观赏夜

场电影、 戏剧或音乐会的观众们 。

除此之外， 参观博物馆 、 展览会 ，

进图书馆、 逛书店是他们的主要选

择。 带着孩子汲取夜间文化也是一

些家庭的时尚。

【社交商务群体】 往往会根据

社交活动和商务活动的对象和内容

选择消费场所氛围和消费档次。 又

可分为注重实质效果的活动 （如商

务洽谈 ） 和注重形式效果的活动

（如朋友聚会）。

【夜间加班工作者】 他们中间

有白领、 教师、 记者、 主持人、 文

艺工作者， 也会有警察、 保安、 出

租车司机、 公交职工和环卫工人 。

他们对宵夜的品类、 档次、 服务方

式有所不同。

我们大体上可根据二个维度将

他们分为四种主要模式。 一个维度是

“内容-场景”， 其反映了夜间消费群

体所关注的消费客体的侧重面， 另一

个维度是 “物质-精神”， 其反映的

则是夜间消费群体主观上的需求。 四

种夜间经济的模式： 享受型、 保障

型、 促销型和意义型。

享受型 。 参与者注重 “精神 ”

满足， 关注 “场景” 体验。 绚丽夺目

的城市灯光夜景、 五光十色的酒吧、

歌厅等都是其主要载体。 针对此类需

求， 应规划好主要的夜间娱乐商圈，

创新内容， 提升品位， 并加强管理。

在强化圈内场景氛围的同时， 严格做

好与居住区之间的隔离， 以防扰民。

保障型。 参与者主要是商务人

士、 夜间加班工作者和部分居民。 他

们以 “物质” 满足为主， 关注消费的

“内容”。 夜排档、 便利店、 深夜食

堂， 甚至一些无人售货设施等都是其

主角。 因此除了对居住区、 商务区加

强各种便利型商业设施的配套完善之

外， 还应当考虑到对一些办公文化用

品和其他应急用品方面的夜间供应网

点的布局。

促销型。 在夜间逛街购物的消

费者大多是无明确的购物意向的 。

而购物中心、 专卖店， 甚至是一些

夜间市场的现场促销活动往往会引

发其中不少人驻足购买。 可以考虑

在一些主要商圈， 结合一些文化活

动开展区域性的联合促销。

意义型。 参与者主要追求 “精

神” 的满足， 重视消费对象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 目前图书馆、 博物馆、

展览会、 电影院、 演剧场等是其主

要代表。 当前应当根据不同类型消

费者的需要， 包装和宣传一些概念，

让已有的一些 “内容” 资源能开发

出更强的 “意义” 价值。

只有明确了 “夜间经济” 参与

者的不同需求， 调整好 “夜间经济”

的供给和布局， 才能使上海的 “夜

间经济” 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并产

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作者单位： 上海财经大学）

“夜间经济” 的六种消费主体
■ 晁钢令

锐 见

《复合系统： 人类世的全球
治理》 （[美] 奥兰·扬 著， 杨剑
孙凯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该书的核心命题是解决人类

世的问题需要创建并实施具有创新

特征的引导机制。 扬认为， 目前以

规制和监管为主的治理机制已经不

能满足复合系统治理的需求， 我们

需要拓展我们的 “工具箱”， 添加

新的方法来回应治理的需要。 新的

治理机制具有足够的持久性， 以有

效地指导行为； 并具有足够的敏捷

性， 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 在这

本书中， 扬将对人类与自然系统的

关注和对社会制度的关注结合起

来， 打破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

间的学科壁垒， 为人类世的全球治

理提供更加科学可行的思考角度与

实践方案。

《何为真正生活》 （【法】 阿
兰·巴迪欧 著， 蓝江 译，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哲学家如何理解青年？ 又如

何理解 “真正的生活”？ 青年时期

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还是人

生中一段不堪回首的时光？ 而你，

会选择在彼时燃烧生命， 还是构

筑人生？ 如果可以， 79 岁时的哲

学家阿兰·巴迪欧会对年轻人说些

什么？ 也许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谈起更引人深思。 在这本语出兰

波 “真正的生活” 的作品中， 阿

兰·巴迪欧指出， “真正的生活并

非不存在。 或者说， 它并非完全

不存在”。

《明史》 （彭勇 著， 人民出
版社， 2019 年 6 月）

有人说， 明代的历史充满了

暴力、 专制、 独裁， 充满阴暗、 另

类与变态， 明代的恐怖社会宛若人

间地狱； 有人却说， 明代的历史洋

溢着睿智、 新奇和文明， 它开启了

近代中国民主社会的新纪元和新时

代， 如果能够穿越历史， 他们更愿

意生活在晚明时代。 迥异的观点似

乎各有证据， 却让人莫辨是非。 明

代是中国传统帝制的继续， 是传统

帝制走向衰败的开始， 也是孕育新

时代、 新生活的时期。 在明代， 垂

死与方生并存， 腐朽与神奇共生，

有机遇， 有挑战， 明代的历史异彩

纷呈、 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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