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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新场，向世界文化遗产行进
探索“文创”路径，优化“乡创”环境

距上海市中心 40公
里， 驱车 45分钟， 地铁
16号线直达， 就会发现
一个千年古镇，这就是新
场古镇。

古城保护专家阮仪
三说，近代上海城镇演变
的缩影，上海浦东原住民
生活的真实画卷，这就是
新场古镇。

作为上海江南水乡
的唯一代表， 正与江浙
10地古镇一同申报 “江
南水乡古镇”世界文化遗
产，这就是新场古镇。

因地制宜地提出“科
创+文创+乡创”的发展主
线， 为上海打响文化品
牌，这就是新场古镇。

一个人 一棵菜 一个村

新场古镇吸引不少文艺青年、

手工艺人来拎包入住，在城市近郊，

远离城市的烟火气， 漫步古镇街道
墙上的一句“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
人才孤单”。 都市人向往古镇生活就
是我想要的生活，古法新作，本味原
场。

“矮脚青到了最好吃的时候。 ”

前几日，王三（王峰）在朋友圈里发
了这样一条消息， 配图是一盆油亮
的青菜。 接着几天，他的微店“喜壤
优选”迎来一波订单高峰。 王三的身
份不是菜农，更不是合作社老板，准
确地说，他可以算是一个投身于“卖
菜”事业的艺术家。

在王三的“妙笔”之下，新南村
的矮脚青身价飞涨，从几毛钱一斤，

变成了 50 元一箱，还十分畅销。 他
以“矮脚先生”为名，为矮脚青写了
自传，结合新场桃源特色，成了“一
棵走了桃花运的菜”；他以生活日常
为素材创作了一组漫画， 俏皮解读
南北“青菜观”。 喜壤出品的矮脚青
还有专属的礼盒，上面写着“来自新
场，桃树下生长。 ”

这棵菜，不再是简单的盘中餐，

而变成了一棵有文化有内涵的菜，

齿颊留香里，是对“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向往。

在新场“俚舍”，昂刺鱼菜饭，要
有缘才能吃上。 鲜嫩的鱼肉与可口
香甜的菜饭融为一体， 再配上鱼骨
也不浪费，昂刺鱼骨头熬制的浓汤，

鲜味十足。 同样带有浓浓的童年回
忆的， 还有番茄酿肉饭。 “悠庭·观
天”， 结合了 70 年代带有西餐风味
的番茄肉沫饭的口味， 又借鉴了当
地的家常菜辣椒塞肉的制作方法，

采用猪肉剁碎炒熟备用， 新鲜番茄
去皮开洞掏空内胆， 填入猪肉后置
入盘中。 米饭蒸熟后捏成球状撒上
芝麻，依附于番茄边。 最后浇上香浓
的秘制番茄汁。 以刀叉食之，西红柿
酸甜可口， 肉末浓香， 米饭绵糯可
口，中西合璧，别有一番风味。

传统的口味依然深得人心。 几只
小笼汤包、一盏剡茗香片，长街白墙黛
瓦，金石丝竹悠远，勾勒出江南水乡的
精致。 东仓汤包馆的汤包，秉承古法，

一脉相传，保留了新场汤包皮薄不破、

汤清见底的特点。吃汤包时，“轻轻提、

慢慢移、先开窗、后吸汤”的细腻，无不
彰显着江南的精致优雅。 位于新场老
街上的竹枝豆张记， 鸡汤豆腐花始创
于清光绪三十一年， 当时大团镇一位
叫陆愷亭的年轻人为了生计， 和家人
商量后到无锡的两个做鸡汤豆腐花的
舅舅那里去学做生意， 学成回来后就
在当时的大团镇这里卖鸡汤豆腐花。

后来陆老先生携家人搬至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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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古镇
因传承而鲜活

古镇总是在画里、在梦里、在故事
里，在历史浮沉中载动激荡，在文化浪
潮中沉淀凝固。 古镇也在地图里、在景
点里，淹没在同质化的小商品中，消失
在人山人海的狂潮里。

新与旧的矛盾，传统与现代冲突，

田园与城市的隔阂，游客与原住民的。

面对人才的外流、 如何给古镇注入新
的生命活力。 在推进经济建设，又如何
保持古镇原貌，充分展现江南文化。 以
古镇为依托， 凝聚沉淀文化底蕴和风
采，是古镇发展的难题。

位于浦东新场古镇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全国特色小镇。 作为上海江
南水乡古镇的代表正与江浙 10 地古
镇一同申报“江南水乡古镇 ”世界文
化遗产。 目前推进顺利，如果申报成
功，将填补上海尚无世界文化遗产的
空白。

千年古镇新场，以盐而兴。

在新场诞生了华夏典籍中现存最
早的海盐生产专著《熬波图》。 作者陈
椿依据前人的旧图做了增补，诗、文、

画融为一体， 生动形象地记录了从建
造房屋、开辟滩场、引入海水、浇淋取
卤到煎炼成盐的海盐生产过程， 图文
并茂地展示了元代新场制盐工艺的全
貌，被纳入到《钦定四库全书》中。

古镇现有 15 万平方米成片古建
筑、68 ?古仪门、2000 米老街、1200

米明清石驳岸、4条“井字形”河道、20

余?石桥、17 ?马鞍水桥， 呈现着古
街、古牌坊，古宅、古仪门，古桥、古驳
岸，古寺、古银杏的“八古”历史风韵。

明清和民国时代的建筑保存率在 55%

以上， 是浦东唯一保存得比较完整的
历史古城。

与其他古镇不同， 新场是活的古
镇，到处弥漫着独特的烟火气。 新场如
今还居住着数量众多、 淳朴善良的原
住民，其特有的语言、饮食、婚嫁、丧
葬、节庆等习俗，是古镇千年文化脉络
的延续。 在新场，古镇风貌保护区的四
周是农田， 时有附近的农民拿来自己
种的蔬菜瓜果或刚从河里捕来的鲜活
鱼虾摆摊叫卖， 古镇传统的市井生态
时时可见。

新场古镇还是我国民间艺术的宝
库，浦东锣鼓书、浦东琵琶、江南丝竹、

灶花、 卖盐茶等已成为国家级和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八样传统菜肴以
及“新场青”、“蜜露桃”、“椒桃片”、“海
棠糕”等特色美食，历为人们所称道。

这里的石雕工艺、 古玩陶瓷、 书屋装
裱、白铁修理、特色土产、布店、茶楼、

书场等老字号店铺鳞次栉比， 民间手
工匠人制作的竹编和木刻制品也琳琅
满目，随处可见。

锣鼓书是新场传承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之一。 锣鼓书古称太保书，

发祥于浦东沿海，起源于汉末晋初，师
祖许旌阳。

新场人谈敬德是锣鼓书的代表性
传承人，通过录音整理，在京、沪、港、

台发表了锣鼓书、宣卷、上海说唱、江
南丝竹、 道教音乐 100多万字的记谱
曲调及文稿。 还醉心整理了 120万字
的《锣鼓书艺术》。

今年疫情期间， 谈敬德还创作了
《战“疫”有我，新场在行动！ 》的锣鼓
书。 以新场镇全镇上下齐心协力、众志
成城， 守护共同家园为灵感进行创作
的。 大家不仅听得懂、易理解，而且喜
欢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再加上它反
映当下，自然传播广、影响大。

新场原住民的后代， 在原生态中
展开老浦东的生活画卷， 实现生活方
式融合。 阮仪三教授说，新场古镇是体
现上海成陆与发展的重要载体， 是近
代上海城镇演变的缩影， 是上海浦东
原住民生活的真实画卷。

千年古镇
因文创而大发展

过去， 新场因与传统制盐场地相
区别而形成的新场地而命名， 被称为
新场。 今天，新场正在全镇范围内形成
“文创+”的格局，打造以休闲度假、文
化创意和高端制造业为主导功能，具
备郊野公园特色的“文创小镇”。

选择将“文创小镇”建设作为新型
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重要结合点，主
要是因为新场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 新场绵续 1300年，因水成邑，“几
家篱落傍溪居， 小篮无处不提鱼”；因
盐而兴，“茶棚酒肆灯火红， 村歌社鼓
竞喧阗”。古镇之中，气韵隽永的砖雕、

挺拔秀丽的门楼、“五岳朝天” 的马头
墙、巴洛克式的观音兜、灵动典雅的马
鞍水埠……宛如一幅饱蘸韶华的水墨
画卷，在世人面前徐徐展开。

政府部门亮明了“文创”的规划，

重点聚焦 3.87 平方公里的整体开
发： 在 1.48 平方公里的新场古镇风
貌区，将加强空间资源控制，加快业态
和产业引导， 着眼于非遗手工技艺的
传承和发展，修旧如故，以存其真，打
造古镇文化创意产业综合体； 古镇北
地块将引进“科技+文创”的理念，布局
文创交流交易中心等文化地标性建
筑； 而轨交新城则侧重于打造水岸青
年文创街区。 2017 年以来，浦东率先
试点“证照分离”改革，文化领域审批
流程不断简化， 更为文创发展提供了
政策保障。

千年古镇
因乡创而聚人气

乡村振兴不能丢掉乡
土文化，脱离当地的人文生
态。 做“乡创”，要把人拉进
农村里，让乡村浸染在文化
中， 充分挖掘农村特色，创
造出各种形态的文化风情，

处处让人感受到艺术味、土
地味、生活味。 只有在乡土
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一二三
产业协同发展，才能实现乡
村的可持续现代化。

去年夏天，继打造新南
乡创中心后，新场又开辟第
二个乡创样板空间———祝
桥村乡创中心，以彩豆画为
切入点，创新探索“彩豆画
创始人导师+文创创客+属
地高校”的运营模式。 今后

将形成镇域范围内乡创中心 “一南一
北”呼应格局，整合文创、乡创、科创资
源，丰富特色小镇内涵。 2019 年第一
届“新青年·新设季”新场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中， 诞生了诸如古镇 3D 音乐
盒、皮雕土布产品、《竹萃祝桥》门头设
计等等， 一批兼具美观与实用性的文
创伴手礼， 一批兼具想象力与可实施
性的乡村微更新方案， 吸引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

外来创客们往往希望用“旧”唤醒
乡村记忆，而本地居民却渴望“新”能
带来更多便捷，二者看似没有交点。 新
场镇党委政府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
念，并将其作为红线贯穿始终。 实践证
明，“新与旧” 实际上是可以和谐共生
的， 新旧杂糅就是当下新场古镇最常
见的状态， 有些古镇为了旅游开发让
居民离开， 但新场镇改造不以这样的
方式进行，而是让“文化气场”保持了
难得的“本味”，在新旧衔接的状态下
找到共生的可能。 在古镇南部，从工厂

厂区脱胎而来的十九厂文创园与以农
耕文化为特色的创意大田比邻， 正在
提升改造。 在古镇千秋桥两岸，手工技
艺街和水乡特色美食街隔水相望、以
桥相衔， 游客各得其所、 创客各乐其
业；在古镇民居门口，民谚古训被做成
了每家每户的标识牌，本地方言被“翻
译”成普通话谐音用铭牌贴出，让游客
逛完古镇也能说几句本土的妙语。 文
创， 正激活古镇蕴藏的文化基因和发
展活力。

千年古镇
因人才而有未来

打造 “文创+乡创+科创” 三创的
“新”古镇，还需要人的凝聚。 今天的新
场正逐渐吸引归乡青年， 也不断地注
入新的力量。

今年， 新场古镇举办了 “美好生
活×更新之场·新场古镇” 文化创意设

计大赛， 引入新华发行集团 “新华文
创” 品牌，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东华大学
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等创意支
持，引入乡创、国创、国潮等设计和创
意发展的潮流概念。 希望借助当代设
计、国际表达，让传统文化拥有更加鲜
活、生动、时尚的表达，引起年轻人的
关注和共鸣，吸引设计师、插画家以及
艺术、文创领域青年，用青年的创意焕
新古镇形象， 用青年的设计为新场古
镇成就江南水乡的生活之美。

活动还邀请设计师、插画家、艺术
家，走新场“江南”水乡之路，游新场
“活力”乡创之路，品新场“文旅”体验
之路，通过近距离的观察、感受、了解、

体验新场， 用文化创意吸引古镇成为
年轻人创业的幸福“新场”，用设计助
力新场“更新”，助力新场文创小镇、美
丽乡村建设。

“把城里人带过来，把村里的东西
带出去。 ”漫画《三言两画》作者王峰，

把城里的房子退了， 搬到了新场镇新
南村，他说要做这两件事。 除了像王峰
一样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手艺人、

创客外， 这几年， 村里还聚集了一批
80 后、90 后本地青年。 回归农村，不
仅是因为情怀， 更多的是对乡村发展
前景的看好。

王峰，来自山东，在上海 20 多年
了，曾主创过 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动
态《清明上河图》，参与过陆家嘴“融书
房”项目。 “新南村农产品的机会特别
多”，他说。就在今年夏天，王峰帮助周
边农户卖桃，他给水蜜桃拍小视频，创
作趣味漫画，文化与农产品融合，经他
手的桃子销量比一些合作社还高。 王
峰还看中了这里的土布， 他想请朋友
设计带有非遗元素的服装， 还计划在
稻田里举办土布时装秀。

和王峰一样看到机会的，还有 80

后小伙徐超， 他早在 2016 年便回乡
了。

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新南村
党总支书记盛丽萍脸上笑容满满：“近
年来，有四五十人自愿回到村里，有在
村委会工作的 90后小伙袁涛、 徐晨，

有在合作社工作的职业农民 90 后小
伙沈维、80 后新南村媳妇张勤美，还
有从人民调解员转行到村里做农庄
‘管家’的 85后姑娘汤学锋等。这些有
思想、 有活力的年轻人为乡村发展带
来了更多生机。 ”

有梦想的人来了， 追梦的舞台也
在村里搭起来。 新南村村委会往西约
200米，一处挂着“文创·新场”标牌的
小院落格外显眼。 这里，就是新场镇在
全区首创的乡村创客平台———新南村
乡创中心，将区、镇资源下沉至农村延
伸点，助推乡村经济发展。

利用村里原闲置集体用房改造而
成的新南村乡创中心，集展示、体验、

服务功能为一体， 总面积约 300平方
米，包括创客联合办公区，可提供有需
要的创客团队入驻，还有可开展沙龙、

体验活动的多功能活动空间， 作为返
乡创业青年的“大本营”。

通过乡创中心搭建平台， 志同道
合的年轻人汇聚一堂，合作共赢。 青年
创客朱斌斌在新南村乡创中心内租下
了 3 个工位， 他说，“新场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
了我。 ”

荩新场正在
全镇范围内形成
“文创+ ” 的格
局， 打造以休闲
度假、 文化创意
和高端制造业为
主导功能， 具备
郊野公园特色的
“文创小镇”。 图
为 文 创 新 场
“缶+ ” 文创体
验空间

荩美国达特
茅斯学院学生在
新场镇古籍专项
基金传习基地四
库书房观看藏书
古籍

茛新场是活
的古镇，到处弥漫
着独特的烟火气

■ 袁圣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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