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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古建筑、古家具收藏家、鉴赏家赵文龙：
虹桥镇先民傍水而居，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出富庶的水乡，作

为原居民，从小生于斯长于斯，抱有深厚的乡土情结，收藏了很

多在城镇化进程中，或者旧改时被拆毁、变卖或遗弃的古家具，

古建筑，以及大量的旧物件，通过这些老物件再现虹桥镇人民的

生活原貌，还原那段曾经的历史，记录下从古镇到新城的历史。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许多历史记忆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

野之中，要记住历史，留住乡愁，希望通过这些藏品，发挥其教育

展示作用，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共同回忆过去的历史。

上海著名民俗画、连环画家罗希贤：
虹桥历史文化陈列馆花了那么大的力气，做得那么漂亮，一

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要组织和策划各种活动，让青少年，特别

是虹桥地区的青少年，通过参观活动，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

自己作为一个画故事的人，希望通过画笔，通过“虹桥镇上河

图”，用自己的画笔来还原五十年代初这座热闹的、充满着烟火

气的江南名镇——虹桥镇，让这座古老的、有彩虹映照的江南小

镇，在观众心里活起来。

锦坤创始人、上海市工商联执委石章强：
虹桥镇作为有源可溯的“虹桥”源头，有可以展现的虹桥历

史和虹桥故事，有可以传承的虹桥文化和虹桥精神，是真正的

“虹桥之源”。随着这次虹桥历史文化陈列馆的开放，更是让虹

桥源的内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和诉说。

虹桥镇发展到如今的辉煌，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的有

机结合。虹桥这片土地，因为气候宜居才能常见彩虹，最后“以

虹名桥”才有了“虹桥”这个名字，虹桥的溯源地占据着“天时”。

虹桥镇成就当年上海“蔬菜之乡”的美誉，离不开蒲汇塘流水的

浇灌，离不开肥沃的土地，离不开勤劳的人民，这是土地赋予的

“地利”。有了天时和地利，最重要的是虹桥镇的人民，因为这里

的人民善良勇敢，地下党抗敌的红色故事流传至今;也因为这里

的人民开放进取，才能成就虹桥镇的不断辉煌，这就是人民的

“人和”。

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健：
江南的河流河道，一直是最重要的交通命脉，现在很多有名

的市镇都是依托河道发展起来的，虹桥地区也是这样，这里面最

重要的河道是蒲汇塘。蒲汇塘作为虹桥镇跟西部的松江、甚至

跟整个的江南腹地相沟连的通道，上海和江南的物资来往川流

不息，这样也就带动了沿岸市镇的发展，虹桥镇地处蒲汇塘的旁

边，蒲汇塘可以说是孕育或者养育了虹桥镇，虹桥市镇最早就是

这样诞生的。

这条水上运输线上，最重要的商品是棉布，从明代中后期开

始，棉布业就是江南地区商品之大宗。从全国来说，当时东北大

豆和江南棉布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双向流通，而从全球的角度看，

那时西方大量需求的南京布，就是由上海、松江地区生产的。这

些也是虹桥镇兴起、繁荣的背景所在。

今天的虹桥已经成为了一个符号，作为承载历史底蕴文化

印象的虹桥镇，无疑走向了世界。世界跟虹桥的相遇，被赋予了

全新的历史内涵，这也是值得我们去挖掘、去传承、去发扬、去品

味的。

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
虹桥镇的发展模式与历程和母城上海如影随形高度一致。

虹桥镇连接着中国长三角发展最好的一个区域，要积极在国家

战略里谋划角色，抓住机遇，提高站位和发展格局，获得更多资

源空间，提升优化其功能形态，打造成为地理标志和核心载体。

位于上海市西南部的闵行区虹桥镇，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朝正德年间，因原来蒲汇塘
曾架有一桥、取名“望云桥”，若逢夏日雨后初晴，伫立桥头远眺，七色彩虹贯天，气象万千，故名
为虹桥。此后，“虹桥”一直作为乡镇级行政区划名沿用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成为了上海
虹桥文化的历史源头。

近日，由上海市社联和闵行区政协主办，虹桥镇人民政府承办的“溯源虹桥 ·沪上名镇的前
世今生”亮吧雅集在虹桥镇历史文化陈列馆举行。来自市社科院、市工商联、交通大学等高校和
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虹桥镇的历史和未来，深挖虹桥的历史文脉，为虹桥镇
高质量发展增添文化自信与内生动力。

追溯往昔，望云桥畔看风景，是上

海虹桥历史兴起之源。虹桥镇因桥得

名，又依水而兴。南北向有新泾港，作

为上海母亲河苏州河的支流汩汩流

淌，东西向有蒲汇塘，脉脉流向黄浦

江。在“一江一河”的滋润下，虹桥镇

先民傍水而居、掬水而用、临水而憩、

依水而兴，借着江南水乡的舟楫之利，

明清时期这里便是周边地区农副产品

集散地和民众日常生活用品、生产资

料的供应地。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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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虹桥镇大力发展乡办企业，

在吴中路、合川路串起了乡村经济发

展链。到本世纪初，虹桥镇推动产业

与城市协同转型，实现全面城市化，全

力打造了楼宇经济。如今，“虹桥”一

词闻名全国，享誉国际。

沧 海 桑 田 ，桥 边 风 景 日 新 月

异。回顾虹桥镇的发展史，就像上

海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虹桥这个

镇，迎着时代的浪潮，踩准每个阶段

发展的节奏，从一个蔬菜之乡，形成

了规模化的集市，再由集市转型成

为了现代化的城镇。为了生动展现

这段历史文化变迁，近年来，虹桥镇

着力挖掘本土文化资源，积极打造

虹桥镇历史文化陈列馆，用历史文

化空间扎牢记忆之根，传递文化自

信与兴业发展的信心。

虹桥镇党委书记范丽春这样阐

述，从过去的蔬菜田到现在的产业

田，虹桥镇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基

因的传承。正是由于历代虹桥人始

终立足全局、抢抓机遇，秉承着开辟、

开拓、开放的城市精神，我们开辟了

从一座桥到

一个镇的源

起之路，开

拓了从蔬菜

之乡到楼宇

经济重镇的

兴盛之路，

开放了让世

界认识虹桥

的 门 户 要

塞。虹桥镇

历经五百年

而 兴 盛 不

衰，逐渐成

为上海虹桥文化之源，也因此深厚文

化积淀，而将打造成为以未来见未来

的虹桥之源。

闵行区政协主席祝学军主持本次

雅集并表示，虹桥镇的历史变迁反映

的是上海这座中国特大城市近郊农村

欣欣向荣的缩影，也是中国近现代更

迭演变的缩影，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高

速发展的靓丽名片。城市化进程是当

代中国的宏大现象，历史已经无数次

证明，如何处理人类与城市，历史与未

来的关系，留住城市的肌理和记忆非

常重要。

今日的虹桥镇日新月异、生机

勃勃，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的特质，

每个区域有每个区域的风情。如果

置身于东片“古北一带”，上世纪九

十年代时仍与长宁有着泾渭分明城

郊界限的“古北”区域，现已成为国

际化住宅典范区，形成了大片国际

街区，汇聚了大量国际友人，组建了

一批“虹外援”的国外友人志愿者队

伍，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各国语言、品

尝到各国美食、体会到各国文化；置

身于西片“龙柏区域”，在繁华的吴

中路商圈经济带动下，老城厢里弄

街区已经转型成为夜间经济和文化

旅游集聚区，万象城、爱琴海、虹泉

路韩国街、青杉夜市等商圈经济空

前繁荣，已经成为各地群众来上海、

爱上海的首站打卡点，跻身全市各

大商圈第11名；置身于中片“核心区

域”，以宜山路为核心、辐射漕河泾

科技绿洲半径1公里的总部经济集

聚区已创成市级中小企业特色集

群，虹桥基金小镇位列国家级金融

小镇第二位、跻身市级特色小镇，原

来的吴中路汽车产业一条街已经转

型升级，周边林立了15幢亿元楼和

82幢重点楼，遍布着5个税收亿元

级、2个税收5亿元级的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新建道路、新建社区、新建

学校、新建楼宇等综合配套逐步完

善，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总量全

区第一，宜居、品质、国际成为了虹

桥镇的发展标签。同时，这里也成

为了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国家

级充分就业社区，创成了市平安示

范社区、市全民运动模范镇等荣誉。

来到虹桥镇，可以感受到本土、

海派、国际的文化在这里兼收并蓄，

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各类流量充

分荟萃，高质量发展活力不断涌现。

2023年，全镇新落地投资额3000万

元以上的区级重点项目17个、总量

位居全区第一；新增跨国公司总部、

外资研发中心、民营企业总部7家，

总量位居全区第一；新增上市公司1

家、总量8家。截至目前，在11.08平

方公里中，虹桥镇以全区约3%的区

域面积贡献约8%的财政收入，汇聚

了百余家税收千万级的产业，真真正

正地成为了令人心动、企业想来的

“彩虹桥”，也成为了上海通往全国和

世界的登机口和桥头堡。

“讲好新时代虹桥故事，让沪上

名镇的前世今生更好地给人以思考，

给人以启迪，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

量。”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表

示，追溯、思索、探究虹桥镇数百年文

化变迁、70余年拼搏奋斗、40余年变

革勃兴历程，是承担新使命的基础。

要发扬率先、创先、争先的改革锐气，

传承兼容、包容、宽容的开放品格，服

务上海改革开放大局，讲好新时代虹

桥故事，让沪上名镇的前世今生更好

地给人以思考、启迪、希望和力量。

用文化架一座桥，建起一片开放

创新、流量荟萃的“五型经济”新高地

和宜居、品质、国际的现代化城市典

范区。圆人人心中的彩虹梦，要从文

化中凝聚共识、汲取力量、汇聚合力，

让每个人都能在“虹桥源”中感知自

我、超越自我、实现梦想，也将通过每

个奋斗者、创业者、安家者的共同努

力，“唯虹桥、越虹桥”的未来将更加

璀璨。

虹桥源起虹桥镇

虹桥镇兴虹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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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化架一座桥
圆人人心中的彩虹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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