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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官书信史，是记录历史、

传承历史、弘扬历史的重要载体。历时

近12年，在数万名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

下，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工

作完成。

昨天，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全

体委员（扩大）会议在上海展览中心召

开，对二轮修志工作进行总结，通报表

扬41家“优秀组织单位”、103个“优秀

编纂集体”和180名“优秀编纂工作者”，

部署和推进下阶段地方志主要工作。

记者了解到，上海将探索推进三轮修

志，计划2025年底完成扶贫志全面小康

志编纂。下一轮修志的时间断限从

2011年开始，主线是全面记载和反映新

时代新征程的伟大成就，将是一部“新

时代伟业志”。

精益求精，留下城市珍贵记忆

上海市二轮修志2010年初全面启

动，到2021年底完成编纂，全市170家

部委办局、区县和企事业单位、数万名

修志人员、1100多名评审专家学者参与

工作。二轮修志重点聚焦1978到2010

年上海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与重大成

就，展现上海超大城市发展变迁的时代

特征和地方特点。成果包括《上海市志

（1978-2010）》、上海市级专志、上海市

区县志，共三个系列218部、233册，总计

约3.21亿字，全面记载上海自然、政治、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此外，

资料长编更是达到30亿字，具有珍贵文

献价值。这是记载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非凡历程的重要文献，是上海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成果。

准确是志书的灵魂，质量是志书的

生命线。会场展示了多份志书评审意

见和修改手稿，密密麻麻的修订痕迹背

后，无声诉说着全市数万名修志工作者

的精益求精，他们的通力协作换来众

“志”成城。

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为例，承担了上海市志中四部志书的编

纂任务，分别是《建筑业分志》和《城乡

建设分志》的“综述卷”“房地产业卷”和

“城乡道路卷”。经过十多年不懈努力，

四部志书合计文字约500万，图表600

余幅，忠实记录了1978-2010年上海城

乡建设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留下上海

33年城乡建设创新发展的珍贵记忆。

四部志书各具特点，也一度面临各

种困难。比如，《建筑业分志》属于“首

创”，第一次实现勘察、设计、施工、工程

咨询、建材供应等多个建筑行业全覆

盖，编纂缺少历史经验借鉴。对此，《建

筑业分志》成立跨政府管理部门、行业

协会学会以及各类建筑业企业领导组

成的编委会，组织了近70家协作单位，

为志书资料收集和编辑提供强大的组

织和专业支撑。

诞生于1844年的仁济医院是沪上

首家西医医院，拥有179年悠久历史。

《上海市级专志 ·仁济医院志》2012年启

动编纂，2019年完成，全书正文11篇共

133万余字，是市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

作中记载时限跨度最长的一本志书。

院志办将全院划分为64个部门和科室，

先后抽调160余名编纂人员参与撰稿校

对，“老带新”的修志队伍结构最大程度

确保修志工作质量和进度。

史料素材寻访难度大，断代缺失

多，怎么办？仁济医院院志办在修志过

程中引入各方优质学术资源，不断提升

史料挖掘的深度和广度，努力填补断代

缺失。除了市地方志办公室及时以讲

座、授课等形式对参与修志人员进行指

导，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报业集团等

单位也给予支持，提供了许多珍贵历史

档案和材料。仁济医院历史上首位海归

华人西医师、被誉为“中国医界之柱石”

的牛惠霖医师之女牛恩美专程从美国回

沪，也为修志工作提供了重要素材。

二轮修志中，浦东新区大胆探索，

创新修志模式，采取“一书一策”，如《浦

东新区志》采用各委办局和企事业单位

承编、区志办验收总纂的模式。全区

300余家单位参与编纂，形成了“众手成

志”局面。针对《上海市志 ·浦东开发开

放分志》战略述事分量大、提炼归纳要

求高的特点，采用项目式推进，即由熟

悉浦东地情的“老开发”、具有30多年修

志经历的专家牵头，一个小团队跟进，

负责全过程编修。面对撤区时间较长，

资料散失严重情况，《南汇区志》编纂采

用小组推进方式，聘请多位熟悉南汇情

况、有丰富修志经验的老同志、老专家

等，加区志办方志科4位同志组成一个

小组，在惠南镇设办公点，集中编修。

活化利用，推动地方志
“飞入寻常百姓家”

业内指出，对二轮修志成果，不是

一编了事，更不能束之高阁，要主动做

好二轮修志成果宣传推广，利用各种契

机、方式、渠道，让修志成果走进机关、

走进企业、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农

村、走进部队、走进网络，让更多的人关

注地方志、使用地方志，真正使地方志

成为存史的“志库”、育人的“知库”、资

政的“智库”。

推动地方志“飞入寻常百姓家”和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海进行了

一系列探索。比如，市住房城乡建设管

理委档案管理中心作为《房地产业卷》

承编单位，精细制订修志资料数字化归

档方案，根据修志工作过程中积累的资

料类别、呈现方式，依据文字、图片、影

像、实物等，分门别类制订归档方法，明

确时间安排和工作步骤。

再比如，《仁济医院志》在编纂过程

中发掘大量珍贵史料，不乏数量众多的

实物、建筑遗迹等无法纯粹通过文字图

片形式表述诠释的瑰宝。如何创新修志

成果的衍生利用？2015年随着西院区修

缮工程完工，院志办以竣工于1932年的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住院楼为主

体，开设流动院史馆，以“建筑可阅读”形

式讲述百年历史故事，丰富史志资料表

达形式。2021年院史馆“云展厅”上线，

并接入医院公众号。院史馆向不同年龄

段市民提供与其特点相适应、形式丰富

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特色活动，初步形

成文教品牌，有效拓宽了方志文化和医

院“仁术济世”精神的传播渠道。

专家建议，下一步，要继续坚持修志

为用，发挥好地方志服务发展大局功能。

依托地方志丰富资源和“信史”优势，利用

地方志“接地气”的内容和传播形式，对外

讲好上海故事、展示上海精彩，提升城市

软实力、构筑上海发展新优势。

计划    年底完成扶贫志全面小康志编纂

数万名工作者历时近  年完成沪上二轮修志，出版约3.  亿字志书

众“志”成城！上海探索推进三轮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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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二轮修志成果包括《上海市志（1978-2010）》、上海市级专志、上海市区县志，共三个系列218部、233册，总计约3.21亿字，全面记载上海自然、政治、经济、文

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图为上海市区县志。 （主办方供图）

当下，一股“国潮热”正在兴

起：动画历史片《长安三万里》票房

破13亿元，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至

今一票难求，话剧、民族舞剧、芭蕾

舞剧 《红楼梦》 接连上演。上周末，

知名艺术家沈伟的最新作品——现代

舞诗剧《诗忆东坡》在上海文化广场

首演，再度让人们感受到东方美学的

博大精深。当苏东坡的诗词化为流动

的身韵呈现于现代舞台，不少人惊叹

于诗意与舞境带来的无尽遐想。不

过，对于这样一部具有鲜明现代性与

国际性的中国舞台艺术作品，也有人

表示看不懂，认为它过于抽象，甚至

“不见东坡”。

创新探索引发的讨论，让业界思

考：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如何以舞

剧表现？传统与现代碰撞，怎样找寻

“精神的契合”？

另辟蹊径，以现代艺术
手法重构诗词名篇

长久以来，历史人物题材一直是

舞剧创作的“富矿”，《孔子》《李白》

《杜甫》 等以极具东方韵味的舞蹈语

言、音乐编排和舞美服饰，将中国意

境挥洒得淋漓尽致。作为中国人心中

的理想人格化身，苏东坡曾多次被搬

上京剧、话剧、舞剧等艺术舞台。这

些作品多集中展现他在杭州、黄州、

惠州、儋州的遭遇，比如首演于2019

年的民族舞剧《东坡海南》便以苏东

坡谪居海南的行船道途为伊始，书写

其颠沛流离的人生历程。

《诗忆东坡》另辟蹊径，将苏东坡

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浓缩为简约的几

页多媒体，着重以现代艺术手法重构

其诗词名篇，试图呈现中国文化深处

的精神图景。“它是我目前最难的作品

之一。”身兼总导演、编舞、编剧、视

觉总监、舞美设计、服装设计、造型

设计等多职的沈伟毫不避讳地说。在

捧回“美国舞蹈节终身成就奖”之

后，他便全情投入该剧的创作，找来

尽可能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寻觅一种

可以在舞台上呈现苏东坡才华和魅力

的方法。

19易其稿，《诗忆东坡》 从苏东

坡一生3000多首诗词中提取了15首代

表其人生态度的篇章，杂糅国画、书

法、篆刻、古琴、戏曲、武术等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以音、舞、诗、画的

综合视听体验回溯千年，提炼中国古

典哲学和美学的精粹。从现场表演

看，作品着力以国际艺术视野探索中

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表达，探索对中国

诗意精神的现代寻觅。

不可避免的，此种极具个性的表

达方式，为作品预设了一定观赏门

槛。何况现代舞本就擅长抒情，拙于

表意，更难讲故事，甚至没有完整的

戏剧构作。这使得部分奔着“东坡”

而来的观众缺少代入感，难以“入

戏”。“这个舞蹈诗剧，有舞蹈，有

诗，但没有剧，抽象到看不见苏东

坡，如果将剧名换个历史人物似乎也

能成立。”有人直言。

个性表达，让历史人物
“走”进当下生活

而业界对《诗忆东坡》的讨论则

更多着眼于细节。有评论家认为，舞

蹈诗剧中选用的古琴曲 《阳关三叠》

固然耳熟，却让观众联想到唐代诗人

王维的 《送元二使安西》，容易产生

时空错乱感。有专家指出，音乐和肢

体语言需进一步调整打磨，充分凸显

人物典型性，塑造更丰满的角色形

象。资深院团管理者则建议，将东坡

诗词作为画外音朗诵或演唱，以后到

海外演出甚至可以翻译成英语、德语

版本……

“让历史人物‘走’进当下生活，

是很有意义的艺术探索。”文艺评论家

方家骏认为，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

分，是值得推崇的艺术创作方式，但

切忌一窝蜂地跟风。“将古人古物搬上

舞台，创作者必须赋予他们时代的

‘灵魂’，并以新鲜的面貌呈现在观众

眼前。”

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于

平看来，《诗忆东坡》 的可贵之处在

于，已然名扬四海的沈伟，愿意挑战

自我，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向更广

阔的舞台。“当然，在国际解读之前，

如何避免国潮‘误判’，也是创作者思

虑的一个方面。”

面对各方评价，沈伟坦言自己抱

着“且将新火试新茶”的心态，思考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勾

连。在他眼中，苏轼身上不但回响着

宋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的一代风流，

傲视苦难的人生态度更点亮了从人间

悲欢到乐观旷达的灵魂之光。“东坡个

人的经历、故事固然要紧，但数千年

来中国文化的浸润对当下产生的影响

更为重要。”因此，《诗忆东坡》着力

于呈现诗词中的中国精神内核，写意

地找寻当代人与苏东坡的精神契合

点。它既回望苏东坡的诗意人生，也

追忆着中国人共同文化印记，就好像

一层层打开锦囊，进入一道道门，看

隐秘的风景与故事。“极致肢体本身就

是舞蹈作品最动人的魅力。”他说：

“在研究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

时，我会考虑到时代性和未来性，那

将是人类共同的追求。我尝试构建具

有中国审美的现代舞蹈体系，也期待

它可以影响到世界，这是值得穷尽一

生的课题。”

“可以说，《诗忆东坡》就是沈伟

眼里的东坡诗词，这方舞台专属于一

位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游走在世界

各地创作的艺术家。”有专家表示，从

这个层面，国际化、现代化的《诗忆

东坡》探索了一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出海”的别样路径——国际视野并不

只是用全球顶尖的艺术手段展现苏东

坡的风采，也可以是以国际通用的艺

术语言向海外讲述“东坡IP”的中国

故事。

“且将新火试新茶”的沈伟新作《诗忆东坡》引发讨论

传统与现代碰撞，怎样找寻“精神的契合”

现代舞诗剧《诗忆东坡》将苏东坡的诗词化为流动的身韵呈现于舞台。 （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暑期档，各类古装剧轮番轰炸。这些剧大部分在播出热

度榜上占据一席之地，在第三方网站的评分徘徊于5分至7分

区间。在一众S+级大制作中，小成本网剧《古相思曲》却不动

声色地拿下了8.5的高评分。

一部由UP主编导演的B站自制剧，为何能收获不错的口

碑？从《古相思曲》的评论区留言中可以发现，相当多的观众被悲

剧结局下男女主角极限拉扯的情感羁绊所打动。该剧从第14

集开始，到第1集结束：按顺序看下去是男主角的视角展开，倒

序看却是女主角从小到大的一生。在这种“开头即是结局，初

见也是诀别”的叙事结构下，男女主角注定无法在一起宿命下

“克制的爱情”，形成一种独特的悲怆美感，让不少观众“反复观

看，反复落泪”。“BE美学”，能否成为古装剧的口碑救命稻草？

逆时穿越的设定新颖

网络热词“BE”是BadEnding的缩写，意思是遗憾、让人伤

心的结局，并由此产生了“BE美学”这个特指“相爱却最终没能在

一起”的虐恋。《古相思曲》主打的就是一个凄美：陌生的女子美貌端

庄，初次见面但看向自己的目光却是深情款款，她走上前来伸手抚

平自己衣服褶皱的动作自然，仿佛俩人已是多年夫妻——意外穿

越回古代的男主角沈不言对发生在自己面前的一切感到困惑不

解，他认出对方就是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妖后陆鸢”，然而面前的

这个陆鸢知性、善良、正直、果敢、广受爱戴，与文献资料中记载

的“妖后”形象截然不同。观众的视角随着沈不言展开，才发现

这是一场遗憾爱情的开始。

“只缘感君一回顾，使我思君朝与暮。”这一诗句出自《乐府诗

集》中的《古相思曲》，形容一种爱而不相得的情感状态。而同名

剧集《古相思曲》巧妙地运用逆穿越的新颖设定，男主角沈不言

经历数次历史穿越，第一次见面时陆鸢从城楼跳下自尽已经是

双方结局，以后每见一次陆鸢，对她感情就更深，越是珍惜每一

次相遇；而从陆鸢的视角，在自己年轻时遇到沈不言，那时他是

教会自己知识和谋略的兄长、师傅，之后每见到男主角一次都会

把年少时的仰慕转化为爱意，而对方却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少。

这种逆时穿越的设定，形成了这部剧最吸引人的部分。相较

于相似类型古装剧“甜到发齁”的爱情故事，《古相思曲》中男女主

角情感羁绊含蓄而内敛：想和对方共度一生，却为了家国大义不

得不走向已知的宿命；都在越来越爱对方同时，保持着极大克制。那种欲拒还迎、欲罢

不能的情感极限拉扯，让观众评价：“我甘愿喂自己吃刀子。”

剧情和对白的通病依旧

作为一部小成本作品，《古相思曲》在服化道以及演员演技方面普遍受到好评，

但依然在剧情和对白等方面有着和其他古装剧相似的通病。例如，叛国宰相李拥

犯下许多恶行，连陆鸢的弟弟陆时也死在他的阴谋之下，但到了最后，这样一个大

反派却莫名其妙被几句话洗白了。再比如，男主角沈不言在东门阻截李拥叛逃，身

处刀光剑影之中却叫嚷着：“就不能坐下谈谈吗”以及“暴力不能解决问题”等。作

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雷人”话语显得特别不聪明和不真实。诸如此类的问题在

古装剧中大量存在，《古相思曲》也未能免俗，令人遗憾。

近年来，《三悦有了新工作》等B站出品的精品剧颇受好评，但面临的一个共同

难题是“不出圈”。《古相思曲》同样没能形成突破——该剧的编剧鹤唳云端，导演知

竹，男女主角演员郭迦南、张雅钦都是B站UP主，最后观看的观众也是B站付费会

员。这样一套自产自销的循环体系，虽然也不赖，但让作品无法触达更多观众。

小
成
本
网
剧
《

古
相
思
曲
》
凭
借
﹃
克
制
的
爱
情
﹄
拿
下
8. 
的
高
评
分

﹃BE

美
学
﹄
能
否
成
为
古
装
剧
的
口
碑
救
命
稻
草

《古相思曲》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