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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公园+”，促进与生
活空间融合

丰翔智秀公园位于宝山区西北门户

区域，总占地面积32.12公顷，周边主

要以科创园区、社区为主，定位为“科

创拓展基地+水林生境体验”。北侧区域

基于原有良好的生态本底，以生态恢复

和保护利用出发，采用最小化干预手

法，对公园绿地进行色彩绿化的增补、

增加鸟食果树、营造亲近自然的水林秘

境区；南侧区域则基于现状林地，重点

打造户外科创拓展核心地标，融入科创

展示、企业团建等功能，彰显宝山的科

创特色。

60.4公顷的沔青公园凝练横沔水乡

文化、民俗文化，打造具有江南园林典

范的社区公园。本次改造集生态、文

化、运动和示范教学为一体，与横沔古

镇、迪士尼度假区形成联动，展现“生

态+文化”“生态+运动”“生态+示范教

学”特色，为市民提供全龄段、个性

化、示范性休闲空间。

作为本市第一批命名的12个野生

动物栖息地之一，41.8公顷的金海湿地

公园基本保留了现状植物，还补种了挂

果期较长的枇杷、柿子等浆果类植物，丰

富不同季节林鸟的食物来源，吸引更多

鸟类来此栖息。此外，公园还增设了一

段南北走向的架空科普观察长廊，联通

区域内的岛屿和芦苇荡，同时结合驳岸

改造，增加了浅石滩区域、滩涂区域、浅

水区域，进一步完善水生环境，营造一处

更适宜野生动物生活的栖息之地，为市

民提供一个科普湿地、了解生物多样性

的最佳窗口。

园内还有一座上海城市森林生态国

家站科普基地，市民可近距离观察仪器

如何监测树木吸收二氧化碳等，也可以

在科技工作者的专业讲解下了解关于

“双碳”、森林净化大气环境、固碳释氧等

更多奥秘。

突出生态本底，挖掘文化意象

位于普陀区桃浦镇的春光公园总占

地面积约21.5公顷，以《桃花源记》诗意

的语言为蓝本，打造桃源胜景、落英水

岸、芳草满坡等特色景观，寄托人们对桃

源美景的向往之情。

在植物配置上，公园以桃花为主，

保留部分现状林，新增紫叶桃、碧桃、

五宝桃、寿星桃、帚桃等多种桃花品

种，既延长观赏期，又提升了观赏价

值。每年3月初到4月中下旬，桃花竞

相开放，满足市民游客观花、观叶、观

枝的多样化需求。

同样位于桃浦镇的李家浜公园，总

占地面积约12公顷，定位为具有文化艺

术特色的生态休憩公园。在保留本身较

好生态基底的基础上，通过成片的乔木

组团与地形界定和围合空间场所，创造

景观体量，形成“绿色云朵”。

闵行区梅陇生态公园由听翠园、得

翠园、叠翠园、闻翠园、普乐园组成，总占

地面积约59.7公顷。此次提升改造深入

挖掘了“梅陇”之“梅”与“陇”的地域文化

特色，既体现梅林花海的迷人风景，又呈

现陇上田园的纯朴风情，力图实现公园

形态与城市空间的完美融合。

嘉定区绥德公园作为外环防护林建

于2003年，属于全开放式公共林地，拥

有优质的水杉林及成片的香樟林，还有

贯穿其中的杨家木桥浜等5条水系，营

造出较好的湿地、森林景观，也是白鹭、

斑鸠等鸟类的栖息地。

这几日，一档名为《无限

超越班》的演艺真人秀“霸

占”社交平台文娱话题：一边

是成龙、尔冬升、吴镇宇等名

导、资深演员痛批流量偶像不

敬业、培训迟到；一边是从业

多年的青年演员不是盲目自

信就是紧张到崩溃大哭。一

开播就贡献如此密集的所谓

“高能场面”，看似是把节目

“炒”热了，可仅为4.3分的评

分扯下了节目组标榜“精进青

年演员艺能”的“遮羞布”，观

众直斥其收割话题博流量、走

争议“黑红”路线的真面目。

这档节目号称灵感来源

于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这

一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

伴随香港影视产业发展的艺

人培训机构，曾走出过周润

发、刘德华、周星驰、刘嘉玲

等影视明星。尽管不是专业

院校，但其理论实践相结合

锤炼艺人的独特训练体系，

在行业与影迷心中享有一定

知名度。可从《无限超越班》

的呈现中，我们看不到所谓

“扎实严苛”的训练，有的只

是完成综艺冲突情节的走过

场流程；我们看不到TVB从

龙套小角色演起的脚踏实

地，有的只是对于影视知名

片段的潦草演绎……

从目前话题焦点来看，

节目显然是把“老戏骨”与

“流量偶像”做成对立面，通

过刻意制造矛盾来炮制话

题。先是青年女演员沈月初

登场一幕。自我介绍还没开

始，她已然紧张到眼神躲闪、

说话颤抖。台下的汤镇业难

以置信她已从业六年：“你是

演的吗？”尔冬升索性考她

“即兴表演”：演出对面试官

看不顺眼的不屑态度。沈月

试了几秒便缴械罢演，终至在后台崩溃大哭。这边厢是展

示无端端的“自卑”，那边厢是炫耀没来由的“自信”。面对

网友对自己“迪（丽热巴）（杨）幂孟（子义）（古力娜）扎”结合

体的调侃，赵樱子以“她们都是娱乐圈颜值天花板”为由欣

然接受。面对导师质疑为何不以成为他人附庸为耻，她的

一句话暴露真实想法——“总之老师们能够记住我就好”。

青年演员节目表现沦为大众“笑柄”，前辈艺人这边

呢？面对提问“粉丝接受你拍吻戏吗”，练习生身份出道的

周柯宇顺势回答“粉丝肯定不太能接受”，还没等他表明自

身态度，吴镇宇却等不起抢话回怼：“你连你妈接不接受你

拍吻戏都不关心，你还担心粉丝？！”面对这些毫无情感逻辑

的所谓冲突，节目组志得意满，忙不迭营销TVB实力艺人

是观众“嘴替”的热搜话题——当下一些偶像因实力欠缺被

粉丝期待“绑架”是事实，可强行设计陷阱问题，一通情绪输

出，何来镜鉴之思、针砭之效？

而如此荒唐又烂俗的综艺套路，在《演员的诞生》《我就

是演员》等节目中也曾上演过。最初，面对节目里导师提出

的“做演员要有信念感”等金句，观众还为之欢欣与振奋，希

望新人流量能够听取前辈建议，加强自身业务能力与职业

素养。可没过多久，眼见着台上流量偶像台词含混不清、表

情崩坏，导师台的一众名导名演员也能一通“尬吹”，弹幕评

论区粉丝“感恩遇见”，观众恍然，这原是一场“多方共赢”的

娱乐狂欢——导师靠“嘴炮”坐收可观通告费、偶像纵然前

期被骂但收获知名度、粉丝则因“权威认证”演技过关而对

偶像更加忠实，节目组更因爆炒流量拿下天价广告费，只有

观众的真情实感被真真切切地利用了。

然而，这真的是一场“多赢”吗？当最该被摆在首位的

大众审美需求被罔顾，当最亟待改变的部分行业生态成为

噱头，当最该被尊重的行业规范艺德素养被忽视，参与这场

“算计”的每一位从业者又何以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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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既是主题出版的重要成

果，也是文学先锋精神的一种延续，始终向前

走，始终探索某种新鲜的东西。悬疑的外壳

之下，小说以大胆的艺术创新，为红色题材书

写提供了具有感染力的样本。”中国作协小说

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说。作家孙甘露的《千

里江山图》前不久获第十六届中宣部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在昨天举行的线上

研讨会上，评论界专家指出，这是新时代重大

历史题材创作领域在主题性与艺术性两方面

实现有机融合、取得重要突破的力作。

上市不到一年，加印八次，发行十万余

册，登上各大文学榜单，延伸发酵的关于“忠

诚、信仰、牺牲”的讨论在微博、B站、豆瓣等

平台成为热门话题——《千里江山图》可谓现

象级作品。孙甘露调动多年文学经验，创新

主题小说的叙事范式，以上世纪三十年代的

上海为背景，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党的地下工

作者，他们以忠诚与信仰、勇毅与牺牲，在危机

四伏的隐蔽战线上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这

部在新时代书写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作品，继

承了红色经典传统，又探索出令人印象深刻的

艺术创造与转化。”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

敬泽表示，这对于我们如何在新时代文学中书

写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如何有力地塑造英雄

人物、如何在不断发展的小说脉络中取得新

的艺术突破都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考据融入谍战节奏，在
文学版图里点亮上海的红色坐标

《千里江山图》正文34章，全书24万字，

数十个人物穿行其中，多线叙事齐头并进，将

“千里江山”的宏阔时代与“万家灯火”的微观

生活相结合，将彰显信仰之重与小说书写之

轻盈相交织。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认

为，作品可读性强，是新时代文学当之无愧的

精品，同时也是新时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

的成功实践。

为了让细节更具说服力，孙甘露广泛搜

集中共党史早期史料，深度挖掘龙华革命烈

士生平事迹，查阅参考了当时的城市地图、报

纸新闻、风俗志等档案材料。一条马路、一件

大衣、一出戏、一部交响曲、一道菜……建构

出令人身临其境的空间感。中国作协副主

席、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说，小说在历史

考据方面下了极大工夫，但又不是对1930年

代上海的完全复现，而是一种精确和自由的

虚实结合。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张

莉看来，小说刷新了读者对革命故事的想象，

在文学版图里点亮了上海的红色坐标。“进入

小说有很多钥匙，叙事里呈现了两个上海在

流动——日常的都市上海，红色的血脉上海，

互为水乳，惊心动魄。”

“孙甘露非常熟悉上海，也因熟悉，有时

候会发现这座城市里还有令人亲切的陌生。

在熟悉和陌生之间，有了特别的张力。”复旦

大学教授张新颖打了个比方——小说家有两

种身份，正如间谍一样，探索着城市的隐秘。

“引而不发、含而不露的写法，使得作

品始终充满悬疑气氛与紧张节奏，也更为充

分地写出地下斗争的命悬一线和我党地下革

命者的忘生赴死。”评论家、中国当代文学

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认为，《千里江山图》

所反映的寻找中央领导机关浩瀚同志并把他

“安全地送到瑞金”的“千里江山图”计划

与行动，是历史本有的；但作品着力表现的

并不在于事件最终结果，而是实施过程，自

然而然地转入到谍战与探案相交织的故事叙

述，亦虚亦实。

人物塑造跳出脸谱化，写出
革命者的本质就是创造奇迹

无论是足智多谋、文武双全的共产党特

派员陈千里、对人和事有直觉判断力的女作

家凌汶，还是老谋深算的中央特务总部副主

任叶启年、打入共产党秘密组织的王牌特务

“西施”等，正反两方人物都没有脸谱化，

体现了人性复杂和变化多端。在中国作协副

主席阎晶明眼中，《千里江山图》的高级在

于，所有人物的语言动作情节都符合原来设

定的格局，“既有强烈的写实色彩，同时在

叙事上具有现代主义表达方式的创作方法，

难能可贵”。

在晦暗未明的年代，磕磕绊绊的普通人

为何决定成长为革命者？小说捕捉了从日常

经验中迈入那些决定性的时刻。“但并未止步

于真实呈现一个闯出绝境的故事，而是要通

过绝境写出革命者的本质就是创造奇迹——

十来位忠诚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尽管

所有行动都处在敌人高度监视的状态下，身

边还暗藏着潜伏的内奸，但他们圆满完成了

任务。这是革命创造的奇迹，是信仰激活了

人民内心睡的火山而喷发出的岩浆。”中国当

代文学研究会副监事长、沈阳师范大学特聘

教授贺绍俊评价，孙甘露以先锋意识回望大

革命年代的危亡时刻，将信仰的精神力量与

物质的逻辑力量精心编织在一起。

“《千里江山图》在艺术风格上显露了重

大变化，是对写实主义的一次致敬和回归。

这与它涉及的特定题材有关，但本质上来自

作者在先锋之后漫长岁月中的自我蜕变的潜

意识冲动。在整个写作准备和实施阶段，他

始终在道阻且长的历史通道中徘徊踯躅，在

那个中国社会的至暗时刻和焦灼乱世中躬身

入局，从而获得亲历感和认同感，描绘出一

批热血青年高举理想的旗帜，生当作人杰死

亦为鬼雄的英雄形象。”评论家王纪人如是

形容——地下工作者为了一个重大目标而作

出巨大牺牲乃至捐躯，却往往籍籍无名。从

这个角度观之，《千里江山图》是用盎然诗意

为他们建造的一座纪念碑。

在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孙甘露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线上研讨会上，评论界热议

为红色书写提供有感染力的样本
■本报记者 许旸

12月28日晚，紧邻中华商业第一街——

南京路步行街的中国大戏院从内到外换上新

“行头”，成了朋友圈别致的打卡点。复古的

灯箱、闪烁的霓虹灯将人们拉回过去上海的街

巷里弄，沿街店铺的吆喝、过路自行车的铃声

成为天然的背景音乐，原创音乐剧《夜半歌声》

在演艺大世界正式拉开首轮驻演的大幕。这

部剧的独特之处在于以“环境戏剧”连接起文

化、商业和旅游，让观众在一站式观演、打卡、

逛老字号中感知上海独特的文化魅力。

致敬同名经典电影，最大化
释放音乐之美

说到《夜半歌声》，许多人会想到马徐维

邦1937年执导的电影。它由金山、胡萍、施

超等主演，在上海首映34天几乎场场爆满，

创下票房神话。

音乐剧《夜半歌声》致敬同名经典电影，

以原创剧本、原创音乐续写这个发生在剧院

里浪漫、奇幻、惊悚的故事：20世纪初叶的上

海，宋丹萍、绿蝶和孙晓鸥在“草之光辉”孤儿

院里一起长大。孤儿院剧场落成之际，三个

少年登台参加演出，不料首演突遭战火侵袭，

三人从此离散。十年后，孤儿院原址上一座

新剧院落成，绿蝶回到故地担纲主演，与前来

看戏的孙晓鸥重逢，不料此情此景却触怒剧

院内的“幽灵”……

围绕“约定和团圆”，音乐剧《夜半歌声》

建构“重建、重逢、重生”的剧情，通过毁灭/灾

祸、离乱/苦难、牺牲/救赎，呈现命运的苦和

勇，人生的光与盐。作为一部几乎没有台词

的音乐剧作品，《夜半歌声》由大量唱段主导，

音乐贯穿全剧，推进着故事的发展。词与曲，

在这部作品中无疑是最重要的板块。在作曲

李京键看来，《夜半歌声》首先必须要写出有

戏剧结构的音乐，使之成为真正的“剧”，而不

是歌曲接歌曲的联唱；其次，考虑到音乐剧自

身的属性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质，音乐整体

结构与和声语言的设计要先于唱段写作，即

先有和声，才有旋律。

发挥剧场地理优势，探索文
商旅跨界融合

与寻常观演不同，《夜半歌声》的观众提

前近1小时进入剧场，在中国大戏院上下三

层的公共空间里，抢先感受沉淀在时光里的

老上海风情。

剧场一层，“夜半商号”复古的货架格外

显眼，闪烁的霓虹灯下围拢着选购《夜半歌

声》文创衍生品的观众。剧场二层，“夜半市

集”同步亮相，泰康、程裕新、邵万生、三阳、黄

隆泰、老大同等众多有着百年历史的“国潮”

老字号品牌纷纷入驻，让观众体验老剧场风

华的同时，回味旧辰光的味道。剧场三层，

“夜半照相馆”别有洞天，观众特意穿上了旗

袍礼服，来到微缩的“老照相馆”打卡，一张张

精美的照片伴随快门声诞生。

事实上，以生动的叙事手段讲述海派文

化故事，延伸城市文脉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并与商业、旅游形成共振，带动周边餐饮、住

宿等产业联动发展，正是音乐剧《夜半歌声》

诞生的初衷。此番《夜半歌声》在中国大戏院

上演，以“环境戏剧”连接起文化、商业和旅

游，围绕“夜半歌声”IP最大程度地调动观众

与游客的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维感官体验，

在戏里戏外产生更深入的沉浸感与互动性，

让充满立体感的艺术场景为市民带来更多艺

术想象。

“演艺大世界拥有文旅商融合的先天基

础，我们以中国大戏院为圆心，依托南京路商

业禀赋，将其打造成一个天然的、全方位的、

充满立体感的观剧体验区，开创全新的自然

街区沉浸式戏剧概念。”出品人夏锋说。记者

了解到，夜半商行、夜半市集、夜半照相馆、夜

半酒馆等文商旅项目将相继运营，剧场功能

将从演出经营为主拓展到兼具品牌发布、艺

术展览、休闲餐饮娱乐等多种功能，剧场与其

他文化艺术业态和公共空间将结成更加紧密

的共生关系，更好地满足市民游客的精神文

化需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合作和运

营模式。

原创音乐剧《夜半歌声》在演艺大世界开启首轮驻演

一站式观演打卡逛老字号，感知申城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王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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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一策”说透情理，居
民不留“遗憾”

对于东街村的留恋，72岁的老蔡感

慨万千。

“系好皮带、夹着公文包，出去谈生

意不要太‘扎台型’。”上世纪八十年代，

村集体办厂风靡。靠着紧挨着宝武钢铁

的优势，东街村也办起了自己的合金加

工厂。效益好的时候，一年雇了几十个

人。蔡国忠就是当时的厂长。

年轻时的他，雷厉风行，靠着眼光和

魄力，为厂里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但

也因忙工作，错过了办理自家宅基证的

窗口期。这让蔡国忠一直懊悔。此次

“城中村”改造，放大了这一“遗憾”。由

于没证，老蔡一楼的几间自建房始终无

法认定，直接影响了安置房选择。更难

过的是心理落差。辛劳数十载，曾经兜

住邻里生计的老厂长，如今却还要为自

家动迁安置费发愁。

与老蔡一样，遇上旧改，家家有本难

念的经。有居民家中老宅有百年历史，

本以为历史越久评估价越高，无奈因房

屋材质结构而评估价较低。

对于各类特殊情况，项目指挥部直

接划出一个会商小组，拿出“一房一

策”。“一家家‘啃’、一家家定方案，尽最

大可能让各方得到满意的结果。”杨行镇

东街村党支部书记马文斌说，满意的前

提是公平公正，将情与理都说透，居民都

是通情达理的。

在经办人拿出政策一遍遍厘清利弊

关系后，老蔡点了头：“政策充分考虑到

我们的利益，有改造机会要珍惜。”等顺

利拿到安置房，他准备为女儿置换一套

大一点的房子，一家人住得近些，外孙女

也有更大的活动空间。爱种绿植的老蔡

说：“搬新家后还要拾掇个简易花房。”

为老店延续技艺，村民定
心签约

“签约后一个月内要搬走，今年的羊肉

不能做了。”看着眼前这栋由自己一砖一瓦

搭起的老房，70岁的陆宝兴有些怅惘。

本地饕客都知晓，东街村“藏”着一

间祖传羊肉小店。自家作坊模式，做的

是熟客生意。这两年，小店声名在外，还

有不少外区居民慕名而来。

原本每年9月至来年3月，是小店生

意最好的时候。按祖传秘方一道道工序

加工，不添调料、不用老汤，还原羊肉本味，

这是陆家羊肉一直遵循的老方法。眼看

改造后要搬去楼房，羊肉加工作坊没了着

落。最初，陆家很纠结。如果小店就此关

张，近百年的手艺或许就此失传。

老陆心中纠结、难舍，小组长们集思

广益帮忙想对策。商讨中，陆家羊肉的

存续方案也出炉。有人说要申请非遗争

取资金支持，有人主动帮忙寻找加工地

点。传承了百年的“杨行羊肉”有望延续

舌尖记忆。

打造活力新街区，年轻人
与村民相融相生

71岁的庄培娣住在老宅，照旧每天

在院子里“孵太阳”，成了村里最后一批

搬迁的人。租住庄阿姨老宅的，是一对

40多岁的山东夫妻。名义上是租客，但

经年累月的情分早已如家人。知晓改造

落定的那一天，庄阿姨忐忑地将消息告

诉对方：“早点知道、早找房子，还能多些

转圜余地。”对方的回答也很坚定，“你什

么时候搬，我们也什么时候搬”。

其实，庄阿姨和这对租户也期待着

未来能以另一种方式“共居”。东街村改

造采用“规划先行、分期进行”的旧改模

式，使得改造中的绝大部分资金迅速回

笼，确保了改造进度。未来，这里将打造

成“活力街区”，置入更多商业载体、产业

功能。曾经的老集镇，将蝶变焕新成产

城融合、职住平衡的新空间，与不远处的

“国际元数创港”呼应，并融入“1号线活

力科创带”，集聚数字合成全产业链，为

周边挖出约1万个就业岗位。

改造后的东街村，多元丰富的公共

服务配套也将吸引更多年轻人。根据方

案，这里将配套4所幼儿园、一所小学、

一所初中，同时还将配有9条市政道路

等。从五湖四海来这里闯事业的年轻

人，都能与村民们相融相生，迸发出新火

花，书写出新故事。

告别“城中村”，老集镇蝶变产城融合新空间

申城首批7座环城生态公园即将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