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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历 史 建 筑
“活化性再生”

近年来， 城市更新中历史建筑的保

护与再生， 愈来愈成为学界、 业界探讨

关注的焦点 。 日前在同济大学 举 办 的

“建成遗产： 一种城乡演进的文化驱动

力 ”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 多名 专 家 谈

到， 建筑文化遗产并非静态 “凝冻” 的

事物， 倡导保护遗产的多样性和创造的

多样性并重。
建成遗产 （Built Heritage） 是国际

文化遗产界提出的概念， 指以建造方式

形成的文化遗产， 由建筑遗产、 城市遗

产和景观遗产三大部分组成。 此次 “建
成遗产” 国际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建筑学

会和同济大学共同主办， 近 200 名来自

世界多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知名教授、
业内人士作了 10 余个主题报告及 40 多

个分主题报告。 中国建成遗产相关领域

第一本英文学术期刊 《建成遗产》 同时

创刊首发。

建筑学这门古老的学科
可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

不少学者认为， 建筑学这门古老的

学科可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遗

产保护与传承 ， 一面是设计转 化 与 创

新。 对于少数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建筑

来说， 单独作为保护对象是合适的， 但

对于大量历史建筑和历史环境而言， 则

需考虑留存岁月风貌后， 如何让开发匹

配不同建筑体量 、 文化特征 、 历 史 脉

络， 重焕建筑活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 同济大学教授郑

时龄参与了上海多处历史建筑 保 护 项

目。 他说， 近些年国内的大规模建设，
对历史建筑造成了一定冲击， 如今全社

会意识到建筑遗产再生保护的重要性，
使得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有学者以福建永泰庄寨为例， 庄寨

在开发修缮中， 审慎考虑地域特征与文

化风俗， 摒弃了 “一提及旅游民宿， 言

必称丽江大理” 的局限性思维， 避开了

“土楼” 旅游开发中业态同质化的弊端，
凸显庄寨在闽东乡土文化中维系乡愁的

据点角色。 毕竟， 建筑遗产的修缮不是

为了把物质空间凝固在过去某一刻， 也

不是一锤子赔本买卖， 而是应激发遗产

中蕴含的文化凝聚力， 重建地域认同，
恢复乡村造血能力， 才能更好实现遗产

保护的终极目的。

融入当下城市文明与日
常生活中

在业内人士看来， 建筑修复保护并

不仅仅是用一个栅栏将古旧景观和城市

文明粗暴地分隔开， 而是应根据建筑物

特定的历史文化意义， 使其融入当下城

市文明与日常生活中， 让历史建筑对话

当下。
研讨会上， 城市遗产保护的专家、

清华大学教授张杰分享了去年开业的景

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 这一公共空间以

原国营宇宙瓷厂为核心启动区， 既保留

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工业厂房、 苏

式风格锯齿状 “包豪斯” 厂房、 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现代工业厂房等各具时代

特色的典型建筑， 又在老厂房肌理上结

合现代时尚元素翻新改建。 经改造修缮

后 ， 如今老窑炉 、 烟囱 、 水塔 依 然 耸

立， 成为众多游客寻找工厂记忆、 感受

城市灵魂的标志性建筑物 。 除 了 “怀

旧”， 这里也是年轻人就业创业、 当地

市民休闲的好去处———在街区举办的美

术馆展览、 创意集市、 动漫展等系列活

动吸引全国多地同好者相聚切磋； 夜幕

降临时， 三三两两居民在厂房外惬意散

步。 可以说， 日常使用赋予了建筑遗产

“活态” 的生命、 一种自我更新修复的

能力。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 《建筑遗产》

主编常青看来， 建成遗产是回顾过去的

一个个时空坐标点， 它给予了人们身份

和记忆的灵感源泉。 “建成遗产不可复

制， 需要再生、 活化， 既有助于提高一

个地方的社会名望和文化品质， 又可打

造成有投资回报预期的观光体验地， 这

在国内已有一些成功案例。 但需警惕的

是对其过度开发， 不但不利于保护， 反

而会使之变味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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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之春”继续力推新人新作
第34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本月28日开幕，39台音乐舞蹈演出讲好中国故事

本 报 讯
（ 记 者 徐璐明 ）
第 34 届 上 海 之

春 国 际 音 乐 节

将 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 至 5 月

18 日 在 上 海 举

行。 记者从昨天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音乐节期间，
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波兰、瑞士、英国、
俄罗斯、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的乐团、音
乐家、舞蹈家们将奉上 39 台精彩纷呈的

音乐舞蹈演出。
力推新人新作是“上海之春”的一贯

宗旨。 作为新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音乐

舞蹈节，“上海之春” 先后打造了 《红旗

颂》《梁祝》《白毛女》等大批经典作品，培
养了朱践耳、吕其明、何占豪、陈钢、俞丽

拿、闵惠芬等优秀的艺术家。上海市音协

主席、 上海之春组委会副主任许舒亚告

诉记者，本届“上海之春”将一如既往地

扶持优秀的艺术精品和年轻的 艺 术 人

才， 推出一批首演新作及多台新人与新

作专场演出，“文艺创新” 的理念将贯穿

音乐节的始终。“本届‘上海之春’推出的

新人新作力求在保证数量的基础上，得

到质的提升，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
其中， 音乐节开幕演出叶小纲的交

响组曲《敦煌》，为世界首演。另外一部首

演的原创歌剧《汤显祖》，是根据“临川四

梦” 的内容创作而成的。 原创品牌项目

《海上新梦》已经在音乐节的舞台上连续

举办十届，推出新作近百部。 今年的“上
海之春” 将全面梳理总结十年的发展成

果， 从历届优秀原创新作品中遴选部分

较为成熟的精品力作进行回顾演出。《谭
盾与上海爱乐乐团音乐会》 则是作曲家

谭盾用西方交响乐技法来呈现中国敦煌

古乐的意境。
本届音乐节将给予年轻艺术家充分

展示的机会。《龚天鹏青少年主题交响乐

作品音乐会》《栀子花开了———多媒体海

派民乐剧场》《上海民族乐团新人新作音

乐会》 等原创主题音乐会将成为 80 后、
甚至 90 后展示专业实力和音乐梦想的

舞台。 《栀子花开了》还首次尝试与 VR
和网络直播平台结合， 希望以跨界的形

式吸引更多青年观众的关注。 “音乐会

上， 仅上海音乐学院就将推出 36 部新

作，16 位音乐人第一次出现在 ‘上海之

春’ 的舞台上， 这样力推新人新作的力

度，是往年所没有的。 ”上海音乐学院院

长、上海之春组委会副主任林在勇说。
“在选拔、 展示优秀新人新作的同

时，用好中国元素、讲好中国故事、彰显

中国自信是本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

策划重点。 ”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上海之

春组委会副主任尤存表示， 本届音乐节新

创“锦绣中华音乐会”板块，首度联合四川

省、云南省、贵州省、重庆市等西南地区音

协推出《魅力西南———优秀音乐精品荟萃》
演出，通过民歌演唱、器乐、歌舞表演等形

式集中展示我国西南地区的原 生 态 音 乐

文化。 届时，组委会还将邀请中华创世神

话美术作品及文学创作者与西南少数民

族音乐家展开“神话史诗”的对话，共享中

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与此同时，“一带一路”
建设的相关内容策划将在各板块的内容中

丰富呈现。开幕演出《中国故事》、闭幕演出

《丝路追梦》等原创作品均以丝绸之路璀璨

悠久的历史文化为灵感， 是古典音乐与

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族艺术有机结合的艺

术创新。
除了新人和原创作品集中亮相，本

届“上海之春”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

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音乐、 舞蹈家。
《潘德列茨基与 SSO 音乐会 》、《卡斯普

契克演绎卢托斯瓦夫斯基音乐会》、《莎

拉·张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及美国 Pearl
Show 剧团的多媒体舞剧《春江花月夜：
赛珍珠》等将一一亮相，更彰显了“上海

之春” 作为国际性交流平台的高度，将

为中西文化交流、 交融注入新的活力和

动力。

文化

寻到伟大时代与转型社会的焊接点
《人民的名义》收视率屡创纪录，编剧周梅森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提出———

《人民的名义》第 19 集，剧中的反

贪局局长把欧阳菁从京州市委书记李

达康的专车中带走时， 现实中的收视

率爆了。城市网的数据突破了 3。在那

之 前 ，2017 年 城 市 网 收 视 最 高 的 10
部电视剧，峰值不过 1.9，平均刚过 1。

“有工作人员注意到，收视最高时

甚至接近春晚。还有人说，一些地方的

餐饮业蒙受 30%的损失，因为要赶在

7 点半前回家， 很多人取消了外出用

晚餐的计划。”在周梅森位于南京江北

的工作室里，他打开手机，把微信群展

示到记者面前。 群里是宣传组分享的

工作日报， 包括前一天的收视率和网

播量数据、 实时微博热度、 舆情监控

等。客观数据之外，他的女儿还发来些

直观的画面： 年轻人在地铁上用手机

观看这部剧， 六七名旅途中人在高铁

上围着一台平板电脑边看边讨论。
《人民的名义》与它的小说作者兼

电视剧编剧周梅森一起彻底火了。 在

接受本报专访时，周梅森坦陈“真的没

想到”。 但转瞬，他为此种“意料之外”
找到了 “情理之中”———“国家反腐的

决心和力度，作家想阐释的世道人心，
观众盼望的开诚布公， 以及市场所谓

的尺度、兴奋点，林林总总的最大公约

数是什么？ 我想我找到了。 比起‘反腐

题材’，我有更大的野心。 我希望在观

众、读者面前展开的是一幅‘大中国’
的画卷，画卷里每一个人物，或许都是

这个伟大时代与一些严酷现实间的焊

接点。 ”

李达康写得最纠结，他
的命运恰恰印刻着人性的
复杂

严格意义上说， 京州市委书记李

达康在《人民的名义》里算男四号，他

之前还排着反贪局长侯亮平、 省委书

记沙瑞金、公安厅长祁同伟。但按照网

络热度，“达康书记”无疑最火。面对这股

穿越了代际文化“次元壁”的火热，周梅

森先想到的是吴刚的演技，“早知道吴刚

老师的戏那么好， 我就该大大增加李达

康的戏份，让他出现在每一集，坐稳男一

号”。 可细一回味，观众的兴奋点除了好

演员，还在于角色本身的复杂性。
事实上， 李达康几乎是周梅森在此

部作品里写得最纠结的一个人物。 按写

作习惯，周梅森的小说没有提纲，不预设

结局，甚至没有人物小传，所有的角色都

跟随故事的线索自然生长。 “戏剧逻辑、
复杂人性会推着人物向前走， 找到他们

各自的归宿。有时候，连我都控制不住。”
李达康就是一个连作者都无法控制的剧

中人。
已播出的剧集里， 李达康将全副心

思扑在了事业上， 公正不阿， 不以权谋

私。但随着尘封往事揭开，观众渐渐看清

他的另一面：开拓型的实干家，但也太过

追求效率，希望自己的权力不受限制。已
知的过去，因为太过追求效率，他的政绩

蒙上了人命关天的阴影， 是老搭档王大

路替他扛下责任。 至于未知的后续，“我
跟观众一样，欣赏实干家李达康”。 周梅

森说：“可我们都知道， 凡是不受限制的

权力，都已悄然埋下了悲剧的基因。如果

有续集， 李达康很有可能为了权力走上

另一条道路。 ”
之所以有此伏笔， 是周梅森在南京

浦口检察院体验生活后的结果。 在检察

院反贪局组织的座谈会上， 他从大量活

生生的腐败案例里发现一条规律： 那些

从高处跌落的干部， 极少数是生性贪婪

的， 他们绝大多数是从一念之差撕开了

第一道口子。 “我写小说， 就是为了从

人性角度弄清楚腐化的诱因。 人性， 是

书写的着力点。” 在剧中各人物的身上，
不仅有着周梅森对真实案例的取材和文

学化， 更深层的， 是他对人性和世道人

心的透视。 如果读者、 观众能以虚构的

贪腐事件为标本， 剖析他们不同选择背

后的人生理念， 并由此反观人生、 反求

诸己， 这大概便是 《人民的名义》 最大

的价值所在。

郑西坡父子不可少 ，“大
中国”画卷总有基层兄弟的一
席之地

如果李达康是“网红”，那么剧中的

郑西坡父子俨然最不受待见。 父亲郑西

坡为新大风厂四处奔走， 落在观众眼里

不过是社会政治大环境里的小杂音；儿

子郑胜利那些投机的小伎俩， 在反腐大

局下更显得微不足道。 不少观众直抒己

见“只想观官场世相百态，不愿看生活一

地鸡毛”。
周梅森理解观众，但他有他的坚持：

“我是有野心的。我想全面地介入社会生

活，写一幅‘大中国’的画卷，里面有方方

面面、形形色色的人，是我竭尽所能描绘

的时代的本尊。 ”
既是时代本尊，那么官场之外，小人

物的生活不可或缺。 这些小人物可能是

他生命里遭遇过的人。 周梅森的弟弟早

早下岗，夜里替别人看小超市，加上退休

金，一个月收入 1800 元。 他的一个老同

学，从 30 多岁开始摆煎饼摊，一辈子就

这样过来了， 如今看起来比周梅森苍老

近 20 岁。 生活里比比皆是的身影，都被

纳入了《人民的名义》。
若是再回望来时路， 周梅森自身何

尝不是曾经的郑西坡？ 他在许多场合描

述过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从一本残

缺的《巴尔扎克传》开始。书里记述，巴尔

扎克是个精力旺盛、 百折不挠的现实主

义作家。 他曾沉浮商海，办过肥皂厂、印
刷厂，但都以失败告终。而每每投资失败

后，巴尔扎克就找出版商预支稿费，然后

再投资、再写作，循环往复。 仿佛有些宿

命般， 周梅森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几分影

子 ，“我们都是被文学重构人生的写作

者”。 是文学引导着他顽强向前走，使他

从矿山走向城市，让他从矿工周梅森，变
为作家周梅森。

于是， 被文学成就的周梅森每次看

到同学好友， 目睹他们在生活里挣扎奋

斗的艰难身影，“心里总会隐隐作痛，因

此在我的小说，包括《人民的名义》里，总
会有基层那些兄弟的一席之地”。

侯亮平承载理想主义，他
代表每个人身边的正义与光明

不止一个人问过周梅森： 侯亮平这

么个 “伟光正” 的角色， 老检察长陈

岩石那般清正廉洁、 为民请命的优秀

干部 ， 现实中 真 有 吗 ？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不仅有， 而且不少。”
当年， 周梅森曾在 《青春》 杂志

走过了他文学道路的最初， 杂志社老

主编的丈夫就是个陈岩石一般的人。
“他过世时 ， 家中一幅素朴的 遗 像 ，
遗像下一束鲜花， 再无其他。 我后来

得知， 他们那批新四军的老干部们曾

集体签约， 在身故后捐献遗体， 不占

百姓一寸土地。” 这些情节连带着那

名为了扛炸药包而火线入党、 只有一

天党龄的年轻英雄的故事， 都被周梅

森写进了小说和剧本。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我们这个时代 需 要 英 雄 ， 既 然 身 边

有正义和光明 ， 我不会视而不 见 。”
在作家看来 ， 与 读 者 坦 诚 相 见 ， 不

仅仅在于开门 见 山 地 摆 出 “小 官 巨

贪” “现金墙” 这样的负面形象， 更

在于公正客观 地 描 述 这 个 社 会 的 正

能量。
所以， 周梅森刻意抹去侯亮平身

上的所有标签， 就是让他成为一个不

受任何外力 、 舆 论 影 响 的 理 想 化 角

色。 侯亮平既不是官二代， 也非农民

的儿子， 他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一个

承载着理想主义光芒的人。 他在剧中

存在的意义， 是抵消社会上那些或精

致或粗糙的利己主义者， 唤起观众对

侯亮平似的人物的渴望———纯粹的、
正直的人。

从某种角度而言， 周梅森写 《人
民的名义 》 也 带 着 几 分 理 想 主 义 色

彩———“我 们 身 处 的 时 代 不 是 凝 固

的 ， 它给我们 的 国 家 、 民 族 和 人 民

带 来 了 史上少有的巨 大 变 化 ， 这 种

变化是一次了不起的民族复兴。 我尽

我所能记录一个伟大的国家， 一个民

族艰难崛 起 的 过 程 。 虽 然 这 个 过 程

中会出现很多 很 多 问 题 。 但 我 依 然

觉得 ， 作家生 活 在 这 个 时 代 ， 是 种

莫大的幸运。”

周梅森说： “我借 《人民的名义》 书写了我对当代社

会的一些感悟。 虽然讲到了那么多问题， 但我充分肯定，

这是个伟大的时代， 是能给每个人带来机会的时代 。 可

以说， 中国的老百姓正处于最安定、 最富裕的时代， 它

纵有许多毛病， 但我们绝对不会否定时代的主流 ， 这是

我写作、 也是剧组创作的基点。”

“刷新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小说《地下铁道》将“双奖”收入囊中，中文版已引进出版

北京时间 4 月 11 日 ，2017 普利策

奖在美国纽约揭晓。 48 岁的黑人作家科

尔森·怀特黑德凭《地下铁道》获得小说

类大奖，跻身于福克纳、安·波特、厄普代

克等少数同时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

策奖同时收入囊中的作家之列。
评委会认为，《地下铁道》 巧妙地融

合了现实主义与寓言性， 将奴隶制的残

暴和逃亡的戏剧化结合成为一段指向当

代美国的传奇。据悉，《地下铁道》中文版

已由世纪文景引进出版。 获今年奥斯卡

最佳影片的《月光男孩》的主创团队，将

参与制作电视剧《地下铁道》，并在亚马

逊平台播出。
《地下铁道》是科尔森·怀特黑德的

第六部小说，也是他最受关注的作品。有
评论认为， 该书通过一个撕心裂肺的逃

亡故事， 写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由的

强烈渴望， 刷新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

认识； 黑奴少女科拉逃亡北方的奥德赛

之旅， 让我们看到了原始的勇气和一个

个振奋人心的时刻。据悉，作家构思和创

作这部长篇小说花了 16 年，去年 8 月甫

一出版便大获好评，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

和脱口秀名嘴奥普拉·温弗瑞都将其视

作私人珍藏。和许多一夜爆红、昙花一现

的畅销小说不同，这部被称为“《追风筝

的人》之后再燃无数人阅读热情”的小说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始终活跃在前台。
“一旦你走出这一步，你必须得去期

待前头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即使你现在

的生活是如此悲惨，你几乎无法想象。就
算在现实生活中， 你处在一种毫无希望

的悲惨境地， 你也得去相信会有更好的

东西、一个可供你喘息的地方的存在，否
则你永远无法迈出第一步。 ” 在美国历

史上，“地下铁道” 指的是美国废奴运动

时期的一个从南方蓄奴州向北方自由州

和加拿大输送奴隶的网络， 它由包括黑

人和白人在内的废奴主义者秘密搭建。
而在怀特黑德的小说中，“地下铁道”则

变成了一个真实存在的铁路系统。
《地下铁道》讲述了 19 世纪美国内

战爆发前，黑奴科拉经由“地下铁道”逃

离南方追寻自由的故事： 在佐治亚庄园

上，无家可归的奴隶少女科拉，遭受欺辱

和强暴，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在又一次

受到主人的鞭打后， 她决心与朋友西泽

一起逃出人间地狱， 搭乘传说中的秘密

“地下铁道”一路向北，奔向自由。科拉和

西泽一路遭遇艰难险阻， 他们躲过凶残

的围捕，牺牲了无辜的同伴，终于找到了

“地下铁道”的入口，在站台人员的友好

帮助下， 登上一班不知道会停靠在哪里

的火车。穿过幽暗的森林和沼泽，火车停

在不同的“站点”，从北卡罗来纳州，穿过

田纳西、印第安纳，行至更远处，一路上

科拉目睹了美国社会的黑暗、 法律的不

公、暴力的无处不在，帮助她的好心人一

个个倒下，而那个身高两米、冷酷无情的

猎奴者仍紧追不舍……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中，“地下铁道”

是种比喻， 指帮助非裔奴隶逃往自由州

和加拿大的秘密路线网络和避难所，延

伸至美国 14 个州及加拿大，逃亡中的“停
站点”叫“站台”，负责协助工作的叫“列

车员”，“列车员”帮助黑奴躲避追捕的“猎
手”，并不存在一条真的“地下的铁道”。

那么， 为何要将这一种比喻意义上

的 “地下铁道” 变成小说中的现实铁道

呢？怀特黑德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将
隐喻变成现实这个念头是整部书的灵

感，也是他写作的初衷，多年前在写另

一本书时，脑海里突然浮出一个问题：
如果“地下铁道”是真正的铁路，那会

是怎样的呢？如果主人公沿着“地下铁

道”一路北上，穿过每一个州，而每个

州又代表着美国历史发展的一种不同

的可能性，这样的话，美国的历史就会

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重启……这个想法

成了这部小说最初的构思。
2000年，作者开始写这个故事，一

开始主人公是一个男人独自一人，后

来变成一个寻找孩子的人和一个寻找

父母的孩子。16年后，一个少女借助这

条“地下铁道”，像格列佛周游列国一

样在各个州之间见识种种不公与荒诞

的故事终于成型。 此外，作家还透露，
“地下铁道”对于现实世界具有强烈的

象征意义：它存在于地下，漆黑一团，
代表着与上层世界完全不同的秩序。

1969 年出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

大学的科尔森·怀特黑德是一位才华

横溢的作家，曾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
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目前他是

《纽约时报杂志》 的专栏作家。 1999
年，怀特黑德的处女作《直觉主义者》
被提名笔会/海明威奖的终选名单。 时

隔两年，他的《约翰·亨利时代》入围普

利策奖的决选名单， 写这本书让怀德

黑德萌生了创作《地下铁道》的冲动。
在美国接受采访时，科尔森·怀特

黑德说：“当我在写作时， 试图想清楚

某件事情，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是
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设问。 写作成为

了一种帮我寻求一些真相的方式。 ”科尔森·怀特黑德凭《地下铁道》获得普利策奖小说类大奖。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