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浦东史诗是如何创造的？
——— 关于《浦东史诗》的对话

何建明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名作家）

王雪瑛 （本报记者）

让文学呈现时代
的发展，人民的心声

王雪瑛： “浦东发展的意义在

于窗口作用、 示范意义， 在于敢闯

敢试、 先行先试， 在于排头兵的作

用。” 早在 2010 年， 习近平同志在

浦东调研时就作出清晰论断。 浦东

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杆， 处在

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最前沿。 面对

浦东改革开放这样宏阔重大的现实

题材， 吸引你的初心是什么？ 在采

访和写作的过程中， 如何理解浦东

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

样本意义与时代价值？

何建明： 写浦东开发开放， 我
的内心充满期待， 同时深感挑战。

我的祖先曾在浦东创业， 我与浦东
血脉相连。 走访过许多世界名城，

纽约、 巴黎、 伦敦， 我还是觉得上
海浦东最美。 浦东具有中西文化融
合的魅力， 有着充满朝气令人向上
的力量之美， 充满时代气息的现代
之美。

看着流光溢彩的浦东， 我常常
心潮澎湃。 以中国人的审美眼光来
看， 我们先辈眼中的天堂是苏杭，

当代中国人眼中的天堂 ， 我想就
在浦东新区 。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
在上海创造的人间奇迹 ， 是我们
的决策者 ， 开拓者 、 建设者照着
世界最好水平去做， 用了 30 年时
间 ， 就在一片田野上 ， 建成了世
界瞩目的新浦东 。 这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耀眼成果， 是人民珍爱的现
代化城市家园。

浦东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上
海人民 ， 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的中
国梦敢于创新 ， 不懈奋斗的心灵
史。 这样的 “中国梦”， 中国当代
作家应该去书写 ， 我要为讲好中
国故事 ， 展现上海精彩贡献自己
的力量。

王雪瑛： 《浦东史诗》 书写了

当代浦东豪迈的创业史， 让读者看

到了上海的史诗、 中国的史诗、 时

代的史诗。 作为当代报告文学的

代表性作家 ， 你是如何理解史诗

的 ？ 又是如何引导着你的创作实

践？ 你如何理解新时代史诗般的实

践， 必将催生史诗性巨作？

何建明： 西方的荷马史诗是诗
歌体的， 中国司马迁的史记是纪传
体的， 作为当代作家， 我愿继承中
国深厚的文脉， 书写民族的史诗。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党的初心始发地。 中国共产党
人领导上海人民在三十年里建设了
新浦东， 创造了当代中国的史诗，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城市的史诗，

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史诗， 也是
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炼成的史诗。

新浦东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也是中
国共产党在东方大地上用百年信仰
浇灌出的成果， 让人民过上了好日
子， 实现了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新
中国的理想。 作为中国当代作家，

我一定要以自己的情感和笔力， 努
力完成一部能够激动人心、 催人奋
进的史诗。

王雪瑛： 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化

改革开放，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进

程中， 如何与时代同行， 深入地认

识中国经验 ， 以有感染力的艺术

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 是中国当代

作家面临的课题 ， 也体现着中国

当代作家的时代意识 、 精神力量

以及文学追踪现实的能力 。 你如

何理解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

的使命与素质？

何建明：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的生活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日新月异。 中国的发展、 时代的进
步， 如战鼓激荡着作家的心。 作为
报告文学作家既要有政治家的远
见， 思想家的深刻， 还要有社会学
家的视野， 普通人的情感， 当然也
特别需要有作家的专业本领。 作家
应该敏锐地认识时代变化， 捕捉民
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要关注不同社
会制度下的治理国家和社会的能
力， 让文学呈现时代的发展， 人民
的心声。

上海这座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城
市， 应有与之匹配的文学书写。 作
家要怀着对国家和人民的真挚情
感， 与时代发展同步， 以饱满的激

情， 以高扬的文学笔力， 去书写现实
与历史 ， 当然我们也要有亲和力的
关注个人生活的文学 。 我常常站在
黄浦江边 ， 思考着如何用炽烈的情
感拥抱这个城市 ， 用文学的方式记
录和展现浦东的成长， 上海的发展，

对我而言 ， 这是一种作家的素质 、

责任和使命。

以 浦 东 精 神 来 写
作， 以浦东力量来超越
自我

王雪瑛： 你长期在上海进行实地

采访， 查阅了千万字的材料和文献档

案 ， 采访上百位浦东开发开放亲历

者， 探访了浦东城乡和现代化建设的

火热现场。 在一次又一次近距离接触

中， 你逐渐触摸到了这片生机盎然的

土地上的真实脉动。 你对金茂大厦、

环球金融中心、 上海中心等地标的书

写 ， 让读者沉浸在动人心魄的故事

中。 请你说说让你特别投入的一次采

访， 印象特别深刻的采访？

何建明： 说实话， 写上海， 写浦
东既是很大的挑战 ， 也是很大的幸
运， 让我印象深刻， 投入难忘的采访
不少 。 浦东创业之初 ， 八百壮士从
浦西来到浦东 ， 他们既有智慧 ， 又
有情怀 ， 既是勇士 ， 又是诸葛亮 ，

他们在大东海岸边勇敢 “闯滩 ” 和
“吃螃蟹 ”， 他们的锐意创新和艰辛
奋斗 ， 让我感动 ， 让我深思……浦
东发展历程中的酝酿者 、 决策者 、

领导者 、 投资者 、 劳动者 ， 他们成
为我作品中的重要篇章， 也是我人生
中的难忘记忆。

当我登上 ６３２ 米的上海中心顶
层， 在空中花园开始采访， 这是我最
投入的采访， 那种心灵的震撼， 让我
记忆犹新。 人在那种高度， 犹如能与
天对话， 上海人如何建造这幢摩天大
楼？ 底部的钢筋需要下触到 ２８８ 米，

向上要举至 ６３２ 米处……在浇灌大
厦底墩的时候， 二千台水泥搅拌机同
时转动， 七天七夜连续工作， 这种超
大型场景超越了最酷的电影大片， 这
就是浦东开发！ 这就是共产党领导的
上海人干的大事！ 这样伟大的事业是
靠实干干出来的！ 这是智慧和汗水交
织的故事 ， 体现着上海吸收先进科
技 、 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 。 金茂大
厦 、 环球国际金融中心 、 上海中心
的建设是我们汲取了世界先进的建
筑理念 ， 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而建
成的 。 为确保上海中心在不同天气
都有好光线 ， 大厦每一块内幕墙玻
璃都放置了 24 个阳光感应器， 通过
智能窗帘自动 “追着太阳跑”， 达到
自然的照明效果。 我听到和看到的细
节 ， 让我的灵魂出窍 ， 让我超越自
己， 才思奔涌。

书中有一节 “钻石的光芒”， 专
写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钻石交易中
心 。 这也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采
访， 上海同志从最初的 “搞点钻石生
意做做 ” 开始 ， 以 “创 ” 的智慧 、

“干” 的劲头， 使上海成为世界五大
钻石交易中心之一， 也是浦东精神的
典型体现。

洋山港跨海大桥施工队上百人团
队， 在 32 ?里海面上 “圈在用小舢
板临时搭建的工棚里”， 坚持上千天
劳作， 与海浪台风斗， 与远离家人的
孤独抗争， 胜利完成海上施工。 由由
集团的老总， 用共产党人的情怀， 为
浦东拆迁的人安顿好家园， 让他们享
受美好的生活。 这些我采访中了解的
人和事 ， 都让我心潮激荡 ， 灵感涌
现 ， 我在情感饱满的状态中完成了

《浦东史诗》。

王雪瑛： 浦东崛起是当代中国人

的伟大实践， 《浦东史诗》 将作家视

角聚焦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 将

文学笔触直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前

沿， 你是如何把握浦东改革开放这个

历史进程的宏阔与个体奋斗实践之间

的具体关系？ 你在创作的过程中， 感

到最大的难点和挑战是什么？ 采访用

了多少时间， 写作又用了多少时间？

有过重大的修改吗？

何建明： 老实说， 写上海、 写浦
东是很不轻松的事， 浦东的精彩、 宏
大和巨变， 就像一曲震撼世界文明史
的交响曲， 这是让我心动又倍感挑战
的创作。 我在写浦东时， 向浦东建设
者、 决策者和劳动者学习， 以浦东精
神来写作， 以浦东力量来超越自我，

写好浦东。

首先是时间上的难度， 我要在有
限的时间里， 抓住最重要的点， 写好
富有生命力的人物， 文学地呈现出新
浦东。 在写作中要考虑： 上海人如何
看新浦东， 全国人民如何看新浦东，

世界目光如何看新浦东。 我要提炼出
自己对浦东经验的认识和理解： 站在
中国城市的最高点， 挑战城市书写的
高峰， 书写了不起的共产党人和上海
人民 ， 其中四个维度不可或缺 ， 高
度、 深度、 精度、 宽度。 写上海不写
它的高度， 无法抵达它应有的水准，

这里有全国最高的摩天大厦； 不写它
的深度也是失败的 ， 只有了解 288

米深的时候， 才知道高楼有可以固实
的花岗岩层； 上海另一特点是宽度，

上海面向大海， 海纳百川； 上海又是
十分精致的城市， 弯曲弄堂和幽静马
路是它的重要部分……

上海犹如巨著 ， 有许多你未知
的知识 。 我采访用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 。 写作用了近四个月 ， 除了中途
因为劳累而患病， 休息了近一个月，

整个创作过程还是比较顺利 ， 没有
重大修改。

浦东已在血脉中 ，

我会奉献新的 “浦东
史诗 ”

王雪瑛： 人物塑造影响着长篇小

说整个创作过程， 成功的长篇小说离

不开内涵深刻、 有生命力的人物。 人

物塑造也是纪实作品的灵魂。 你同意

这样的说法吗？

何建明： 当然同意。 文学作品主
要就是写 “人”， 在报告文学创作中，

人物的塑造是最核心 、 最重要的内
容。 书写浦东史诗， 是写好中国共产
党人的史诗， 上海人民的史诗， 当代
中国人的史诗。 每一条道路， 每一幢
大厦， 每一幅蓝图， 都是人创造和描
绘的， 是中国共产党人， 是中国人民
创造了今天的奇迹。

王雪瑛： 浦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 是中国崛起的重要高地， 《浦

东史诗》 以人物串联史实， 呈现浦东

发展攻坚克难的奋斗、 举世瞩目的成

就 。 全书书写了中央高层和上海领

导、 浦东开发区历届精英人物， 多次

出国访问谈判、 风口浪尖上拼争的代

表团， 进驻企业和商家的联络人员，

以及相关的工作人员、 乡镇干部、 搬

迁代表、 职工代表……多达百多人。

《浦东史诗》 塑造了参与建设浦东新

区的决策者、 领导者、 投资者、 劳动

者的人物群像， 这对于你来说是不是

特别有挑战性？ 你是如何走进了人物

的内心世界， 完成人物的塑造， 展现

人物的精神境界？ 你有什么经验可以

分享？

何建明： 你问到了点子上， 人物
特别重要， 写好人物特别有挑战性。

报告文学的人物塑造和小说的人物塑
造不同， 简要说来， 有两大难点。 我
刚才提到过报告文学作家的素质， 他
要有大格局大情怀， 首先通过发现人
物， 提炼人物来体现作品的时代性与
现实性。 具体地说， 我要通过这些人
物的选择和塑造， 涉及到的方方面面
来铺展出浦东波澜壮阔的发展史， 浦
东的发展是集中了上海的力量， 中国
的力量来完成的。 我要看到整体， 不
能忽视每一个层面； 我精心构思每一
个人物， 每一个标题。 史诗， 首先是
真实的历史； 诗， 是指文学性， 浦东
开发是一部恢弘的交响乐， 要写出不
同层面的人物 ， 高层领导 、 普通干
群、 企业家、 科学家等等， 他们犹如
不同的音区， 构成丰富的音域。

第二 ， 如何写好这些真实的人
物， 特别对决策者领导者的描摹， 如
何把握好分寸 ， 将领导人写好 、 写
活、 写出个性、 写出魅力， 这些对于
我来说都是考验， 是如何写好浦东的
关键。 我的 “秘诀” 是： 既把他们当
作大领导， 又把他们当作热爱这个城
市的 “阿拉上海人 ” 来写 。 在写作
中， 我认识和亲近了他们， 被他们所
感动， 不少情节， 我一直不能忘怀。

是他们的坚定信仰和人民情怀鼓
舞着我来写好他们， 写好浦东。 我也
是真正理解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从他
们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高度的政治意
识、 大局意识和家国情怀， 同时他们
又有非常精细的工作精神， 在设计城
市的细节上， 决策者和建设者都想到
了人民生活的现在和未来， 所以今天
的浦东如此现代 、 优美 、 时尚 、 清
洁。 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是中华
民族的精英， 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

他们的强大生命能量鼓舞着我， 我一
定要写好他们， 我投入了全部情感和
心血来完成作品， 这样的创作是我情
感和信念的真实呈现。

王雪瑛： 作为一个上海市民， 每

当我徜徉在浦江两岸， 无论是走在南

京东路、 中山东路， 还是陆家嘴、 世

纪大道； 两岸的建筑， 湿润的江风，

让我遐思连篇， 我也是浦东崛起的见

证者。 从你的笔下， 追梦者开拓创新

的故事， 大厦拔地而起的故事， 每一

次解放思想的重大突破， 每一次锐意

进取的挑战成功， 从真实的人物， 有

力的细节中， 我更加理解了浦东激情

和浦东速度， 浦东智慧和浦东逻辑，

浦东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

的样本意义与时代价值。

何建明： “上海”， 隐含着先人
早已明了的大格局、 大气魄， 我们的
祖先见了大海 ， 向往寻找远方的
“诗”： 海来啦， 我们上海去吧！ 我认
为， “上海”， 是我们祖先面对大海
的一种乘风破浪的精神姿态， 一种面
对未来勇敢迎上去的志向及理想。 在
浦东的大发展中， 上海朝着世界舞台
中心走去的时候， 我们才真切理解祖
先赋予 “上海” 地名的真正含意。 过
去一些人对上海的了解非常狭窄而有
限， 比如只知道上海人 “小气”， 而
不知上海人大气的时候可气吞山河；

上海人锐意改革、 思想解放的时候，

特别有魄力与创新意识。

王雪瑛： 作家对关注和写作过的

对象， 往往怀有特殊的感情。 你在后

记中写道， “真正的浦东史诗还在继

续谱写和延伸， 它可能在更大的机遇

中获得新的高度和美度……” 完成作

品的两年来 ， 浦东一直在你的视线

里， 你还在关注着浦东吧， 还会续写

浦东吗？

何建明： 浦东一直在向前发展，

浦东精神的外延和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与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 站在新时
代的历史起点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 谋篇布局， 为
浦东改革开放再出发指明前进方向。

在日前举行的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 为浦东全面谋划未来发展指明
了方向， 赋予了新的使命， 明天的浦
东一定会更加辉煌。 我会关注浦东人
素质的提高， 浦东人的未来生活， 浦
东对长三角发展的影响， 浦东对世界
的影响， 这都是我想要续写的， 这三
年来我在上海创作， 主要住在浦东，

感受着浦东的 “体温 ” 和 “表情 ”，

浦东已经在我的血脉中， 总有一天，

我会向读者奉献新的 “浦东史诗 ”，

也可能会用长篇小说来完成。

作家对话

在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中奋进的上海 ， 迎来了浦
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 从一片阡陌农田， 变为一座功能
集聚、 要素齐全、 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 ， 浦东成就
让世界瞩目， 浦东速度让世人惊叹。

浦东史诗是如何创造的？ 著名作家何建明精心创
作的 《浦东史诗》， 全景展示浦东开发开放波澜壮阔的
历史进程与时代画卷， 以沾泥土、 冒热气 、 带露珠的
浦东开拓者、 建设者们的动人故事， 书写浦东创新发
展强劲崛起的史诗，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 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 浦东不忘本
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 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和综
合配套改革的全新探索和实践。

本报记者与他的对话从他两年前的创作开始 ， 深
入他心灵震撼的写作过程， 催人奋进的浦东精神 ， 激
励着他展现浦东传奇， 讲好中国故事， 呈现了一个当
代中国作家的使命、 信念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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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

浦东，跃动的天际轮廓线
1994 年， 因上海文艺出版社所

出的 《四牌楼》 获得上海优秀长篇小
说奖， 我应邀到上海领奖， 其间一位
上海市领导， 抽出时间带领我们几个
作家走访了刚刚开发开放的浦东， 整
个是一派看不到边的大工地的景象，

气氛很令人振奋。 那时候浦东最高的
建筑———东方明珠尚在紧张施工， 轮
廓线已经出来 ， 从浦西望去 ， 惊为
UFO 降临 。 找出一张那年在杨浦大
桥上与王安忆、 张炜的合影， 我那时
竟显得那么年轻 ， 拿现在的照片对
比 ， 不禁感叹岁月这把雕刻刀的厉
害， 但岁月雕老雕丑了我， 却雕靓雕
美了浦东。

1995 年， 又因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了一套名人日记随笔集， 也收录了
我的一本在内， 因新书出版搞活动，

再到上海， 那时我老伴尚健在， 随行
参与， 著名演员潘虹也出了一本 《潘
虹独语》， 我老伴得到赠书， 活动间
隙便读， 她说写得比我那本 《人生非
梦总难醒》 好， 她那次跟潘虹很聊得
来， 两个人有时候还在人群外， 凑在
一处喁喁低语， 因她们相好， 潘虹邀
请我们到她居所作客， 聊天中自然谈
及浦东的开发开放， 都说应该登上建
成后开放的东方明珠去 “一览众楼
小”。 但后来潘虹忙， 我和老伴去登
临了， 视觉上和心灵上都受到震撼。

我和老伴， 当然还有潘虹， 还有那套
丛书的诸位作者， 以及更多更多的人
士， 乃至十几亿中国民众， 都是改革
开放的受益者， 浦东和深圳、 珠海一
样， 也是改革开放的旗帜之一， 想起
浦东的发展历程， 总不免激动不已。

2010 年， 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了我的散文集 《命中相遇》， 应邀到
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 。 因我老伴
2009 年去世 ， 心情总不免有些抑
郁。 但书展上得到热心读者的鼓励，

又恰有好友薛人望、 李黎夫妇旅沪，

我烦请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修晓林， 他
是老朋友， 也是 《四牌楼》 《命中相
遇》 的责任编辑， 在和平饭店餐厅预
订餐位， 大家欢聚。 晓林竟订到了和
平饭店餐厅靠窗的餐位， 窗外下面就
是外滩， 可朝南望见浦西楼影， 更美
不胜收的是窗框仿佛画框， 把浦东新
的天际轮廓线展现出来， 东方明珠的
高度已然被矗立的金茂大厦比下去，

金茂大厦造型把中国竹与现代审美趣
味糅合一起， 既有民族特色， 又是对
外开放的无声宣谕， 我们在餐桌上忘
记了品尝美食， 不由得频频赞叹。 后
来晓林又陪我去金茂大厦顶层餐厅，

边喝下午茶， 边观赏浦江美景。 昔日
片片农田的浦东， 已然林立起春笋般
高低、 造型不一的楼群。

2014 年， 漓江出版社推出我的
长篇小说 《飘窗》， 我又到上海参加
书展活动， 这次去， 浦东的最高建筑
又不是金茂大厦， 而是造型独特的环
球金融中心了， 其顶层呈现 “巨型开
瓶器” 的造型， 感觉是一种 “后现代
主义” 的美学追求。 我不懂金融， 但
大致晓得充实于这座 “巨型开瓶器”

里面的 ， 都是全球顶尖级的金融机
构， 我们国家， 上海浦东是深入地参
与到全球金融活动中了。 出版社安排
我去那摩天楼最高层参观。 没出息的
我恐高， 那长条形的观览厅地板是透
明玻璃的， 所乘坐上去的电梯， 不能
下行， 下去必须通过透明玻璃通道前
往几十米外的那边电梯， 惶恐中， 是
年轻人两边扶持着我， 把我架到那边
电梯口的， 终于降到底层， 大松一口
气。

2018 年， 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
我的散文随笔集 《恕》， 再到上海书
展与读者见面。 活动后， 我们在老城
隍庙湖心亭饮茶小憩， 窗外可见浦东
新的天际轮廓线， 最高的摩天楼又并
非环球金融中心， 而是造型更加新潮
的上海中心了 ， 朋友问我还敢登顶
吗？ 我正犹豫， 朋友笑着告知我， 上
海中心顶层观览的设计 ， 考虑得周
到 ， 不是非得踩着透明玻璃去体验
“悬空快感”， 有了大面积可让恐高者
放心的观览区域。 那我当然要去。 而
且我北京的老相识马未都， 在上海中
心 37 层开设了观复博物馆， 无妨先
参观博物馆再登顶眺望。 那晚的登顶
体验极佳， 落地窗外上海夜光璀璨流
溢， 放眼望去有改革开放颂歌的交响
轰鸣于心。

改革开放， 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中
国的天际轮廓线。 浦东开发开放三十
年， 那不断跃动的天际轮廓线， 正是
整个中国良性发展的美妙缩影。 爱我
浦东， 改革开放的步伐不停， 未来必
将更加辉煌。

孙颙：

上海的灯光，因何璀璨？
海外回来的朋友， 曾经告诉我，

三十多年前， 乘坐夜间的航班， 飞到
上海的空中， 从机窗往下瞧， 灯光稀
疏， 城市笼罩在灰暗的夜幕下， 这就
是号称中国第一都市的上海。

俞天白写过一部小说， 以小说的
虚构对上海当时的状况有过涉及。 在
浦东开发开放之前， 上海早已城建债
多， 确实是彼时分分秒秒摆在眼前的
真实。

当时， 到底困难到怎样地步呢？

学者们可以摆出洋洋大观的统计数
字， 我只能讲述一点亲身的感受。

在小说 《风眼》 中， 我写了一个
细节。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一位优
秀编辑的女友， 将南下闯荡， 他俩的
恋情也处于危险之中。 分手的原因，

是他们在上海做梦都难以获得一间小
小的婚房。 临别， 在某次聚会上， 那
个女孩给出版社的社长唱了一首表达
心声的歌 “我想有个家”。 老社长听
着无比心酸， 却无能为力。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 区别
在于 ， 我那时还很年轻 ， 并非 “老
社长”。 我接手上海文艺出版社， 是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 记忆中，

最棘手的工作 ， 还轮不上策划选题
或者经营管理 ， 而是如何摆平几套
房子的分配 。 几百名以知识分子为
主的员工 ， 许多是受人敬重的资深
编辑 ， 几乎家家为住房头疼 ， 几代
人同处一室， 并非罕见， 为了解困，

争得不可开交 ， 实属可以理解的人
之常情 。 某日 ， 一位青年编辑愁眉
苦脸地告诉我 ， 他相恋多年的女友
即将南下 ， 因为他们在上海难以获
得能安下一张床的斗室 。 不久 ， 在
某聚会上 ， 即将南下的女孩来了 ，

说是给我这个社长唱一首歌 ， 歌名
就是 “我想有个家”。 当时， 她动情
的演唱 ， 逼得我泪水盈眶 。 在外人
看来 ， 作为一家老牌大社的社长 ，

我有很大的权力 ， 其实 ， 我连满足
他们最起码愿望的能力也没有 。 当
年， 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沪上年轻人，

想结婚却没有可以容身的蜗居 ， 一
间小小的婚房 ， 仿佛雨后的彩虹 ，

美丽而难以触摸。

我们清楚地记得， 那时， 如此这
般的窘迫， 是上海人心里的疼。 浦东

开发的号角吹响， 绝对不仅仅是为在
黄浦江的东岸盖几幢摩天大楼， 浦东
开发开放的本质， 是卸下了上海发展
的种种重负， 是打开了任凭上海腾飞
的广阔天空， 于是， 上海的无穷潜力
终于迸发， 上海人的聪明才智喷涌而
出， 浦江两岸， 迅速成为中国崛起的
骄傲和象征。 其间的丰富与宏阔， 具
体的种种细节， 自然不是我这篇短文
所能包容。

现在的年轻人打算结婚， 目标早
就不是十来平方米的斗室， 好的不去
说了， 中间点的， 也得有两房一厅的
独立空间吧？ 你告诉时下的年轻人，

说当年恋人们分手的理由， 也许是因
为缺少一间安放婚床的小房子， 他们
恐怕会天真地发问， 买不起房子， 租
一套总办得到吧？ 请不要嘲笑他们的
幼稚， 因为上海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
十余年， 民居从头号稀缺资源变成相
对过剩商品， 已经让年轻一代很难想
象前人的困窘。

今年元旦前， 在华山医院， 我偶
遇一位科技英才， 他三十多年前去美
国留学， 后来一直在匹兹堡就业， 是
一家科技企业的高管。 为了消磨漫长
的等候， 我们在华山医院的走廊上闲
聊 。 他说 ， 他每年请假回来看老父
亲 ， 老人很孤独 ， 至亲只剩他一个
了 。 我夸他孝顺 。 我问起他往返中
美这么多年的感受 。 他想了想 ， 竟
然如此回答 ， 印象最为深刻的 ， 是
城市的光亮 。 本来 ， 他从美国飞上
海 ， 觉得这里的城市夜景 ， 和匹兹
堡没得比 ， 现在不一样了 。 离开上
海飞到美国 ， 到匹兹堡上空时 ， 竟
然会觉得下面的灯光很幽暗。 他说，

其实 ， 匹兹堡没有多少变化 ， 只是
因为上海的万家灯火 ， 光鲜璀璨 ，

对比之下， 形成了错觉！

万家灯火中， 无数年轻人， 有祖
辈就定居于上海的孩子， 也有新到上
海、 到浦东不久的才俊， 正孜孜不倦
地编织着他们的人生彩图。 在浦东开
发开放 30 周年庆祝大会上，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 要率先实行更加开放更
加便利的人才引进政策， 积极引进高
层次人才、 拔尖人才和团队特别是青
年才俊。 相信未来， 上海的灯火将更
加璀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