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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人努力换来满目青翠。这一处处公

园、一片片景观林地，以及其间纵横、交错、连接

的一条条绿道，一切皆有茂密的成长。生态之

城就这样进入人们的视野。

以自然营城。从补短板打造城市高品质绿

色空间，到提质量赋予田林廊道多元功能，再到

“精融合”从全域范围增绿扩绿，上海正努力提

升绿色在城市生活中的参与度和感受度，以满

足民众对绿色生态空间的需求。

据市绿化市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

末，上海森林覆盖率已达18.51%。坚持“绿水

青山”与“人民城市”理念相结合，本市计划到

2025年建成50座左右开放休闲林地公园，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200座左右乡村小微公园，同时

积极推动单位附属绿地对外开放。

开放休闲林地
走不进的密林变可穿行的绿洲

沿着松卫南路驱车南下，高楼慢慢隐去，林

地间一片世外桃源。

金山区张堰镇百家村开放休闲林地正是好

风景。水杉、银杏、香樟森然欲动，树龄最大的

已有18年；樱花、红枫、二月兰、紫鹃花、马蔺簇

群错落，一幕斑斓世界。两片特色林水资源玉

兰湖、蝴蝶湾，后者因状似蝴蝶而得名。水岸

边，蜿蜒成趣的步道，可供畅游森林与湖岸，成

为村民、游客茶余饭后的休闲场所。

类似百家村这样的开放休闲林地还不少。

据市绿化市容局林业处处长徐志平介绍，2021

年至2022年，上海通过改造利用原有的公益林

等林地，建成62座开放休闲林地，其中8座是千

亩以上的景观游憩型开放休闲林，50余座是服

务周边居民的健身休憩型开放休闲林地。今

年，已落实千亩开放休闲林地6座、小微开放休闲

林地58座，其中15座已完成施工。

这些开放休闲林地特色各异。比如，崇明庙

镇的种种片林开放休闲林地，以“森林中的调色

板”为主题，形成5个特色区域，集合静思冥想、科

普教育、观光湖岸、领略彩叶、漫步林丛等功能；青

西郊野公园周边的开放休闲林地则主打以水乡森

林和野趣生境为特色的森林空间，与郊野公园一

起，构成绿色舒适圈。

几年前，绝大部分林带出于森林资源和保护生

物多样性的需求，并不允许旁人随意进入。为了让

市民共享生态建设成果，近年来，林业部门在保护

和开放之间权衡林地的生态效益、社会功能，考虑

开放一部分条件成熟的林地。通过提升改造，增加

道路、厕所、座椅、长廊、垃圾桶等基础设施设备，曾

经“看得见走不进”的密林变得可穿行、可欣赏、可

享受，逐步实现从生态功能向休闲功能的转变。

单位附属绿地
打开围墙，打开的是融合之门

炎炎盛夏，徐汇区天平路街道一座百年独立花

园洋房的附属绿地，成为人们纳凉消暑的好去处。

浓密的绿树和草坪、复古的欧式喷泉、蜿蜒曲折的小

径……这处1000多平方米的吴兴路87号口袋公园

曾是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的单位附属绿地，人们过

去只能隔着围墙观望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空间。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党总支书记金宇峰表

示，最初难免有顾虑，体科所作为体育专业研究机

构，常有国家级运动员出入，具有一定私密性。并

且，办公大楼为历史保护建筑，需要妥善保护，不

建议拆除全部围墙。

徐汇区绿化市容局与上海体科所经过多次沟

通，最终形成可行性方案：对点位沿围墙栅栏处、

路人可见的点位内部植被进行整理提升，增加通

透性和美观度。

焕然一新的吴兴路87号口袋公园，与高安花

园、衡山花园等口袋公园串联成线，增加了衡复风

貌区的绿视率，完美融入周边街区的氛围，让市民

游客沉浸式享受绿地美景。

在上海中心城区，不仅很多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有形的围墙被拆掉了，一些高校院所也敞开大

门，绿地变成口袋公园、变成人人共享的公共空

间。2022年底，华东政法大学将万航渡路沿线围

墙拆除，保留原有的古梅亭榭和叠石流泉，围绕华

政亭辅以矮绿篱和宿根花镜，让充满书香气的校

园和充满历史底蕴的建筑变得可感可触可亲近。

近年来，上海绿化市容部门围绕“全域公园、

无界融合”理念，推进“公园城市”开放共享，将整

座城市作为公园基底开展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引

导开放空间与自然资源融合，构筑开放包容的大

美形态。

这里的“公园”，不仅仅是狭义上建设用地里

的“公园”，更多是指上海全域的绿色开放空间。“十

四五”期间，上海将推进100个以上的机关、企事业

等单位附属空间对社会开放，开放空间约100万平

方米，改造成35个以上口袋公园。尤其在新建区

域，鼓励城市绿线、道路红线、河道蓝线、开放地块

内外绿色开放空间一体化规划设计和建设实施。

绿道
“绿色动脉”串联城市生态空间

“一条道”串起“一片绿”。上海着力构建一张

毛细血管般的绿道网，给城市提供一套还路于民的

慢行系统，由绿道延伸，在绿意之中点缀春花秋色，

更是营造出一个个独具特色的小园。黄浦江畔琴

键春园的烂漫樱花、苏河十八弯的醉人秋色、广粤路

绿道的四季缤纷、新江湾城的湿地鹭鸟……市民走

在四通八达的绿道上即可饱览一年四季的景色。

到2022年底，上海绿道总长已达1538公里。

市绿化市容局介绍，未来几年，本市将依托环城生

态公园带和五个新城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重点生态廊道及重点绿地建设等，加快推进绿

道建设。今年将完成绿道建设200公里，到2025

年全市绿道总长度达到2000公里左右。

其中，五个新城基本建成“一区一环、互联互

通”的区级绿道网络，强化社区绿道与市、区级绿道

的联通、成网，全面提高绿道服务半径覆盖率，最终

把绿道建设成生态之道、休闲之道、健康之道。

绿道从建设源头上还考虑配套完善的服务设

施。社区绿道设置座椅、健身设施等满足居民基本

的功能需求。市级和区级绿道增加厕所或者厕所

指引、自助售卖机、驿站等，满足居民更多需求，甚至

包括便民服务箱、充电宝、饮水机等个性化需求。

上海努力提升绿色在城市生活中的参与度感受度，满足市民绿色生态空间需求

全域增绿扩绿，公园城市绿意更浓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的热映，带动

社交平台对《封神演义》等神话母本的解读；音

乐专辑《山歌寥哉》对《聊斋志异》的借鉴化用，

引发了更多Z世代的兴趣，中国古代名著全本

译注丛书《聊斋志异》(全三册)在电商平台热度

上涨；叠纸旗下游戏多次从《山海经》等古典中

汲取灵感……不难发现，古典神话小说里的瑰

丽想象，成了当代影视音乐游戏创作的母本宝

库。如何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找准具有新

时代气息的切入口，以新思路、新视野推出与当

下年轻消费群体偏好相融合的新作，成为文艺

界热议话题。

“西游、封神、聊斋等中国经典小说代表，深

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丰富内涵，且与时代生

活产生精神共振、历久弥新。”华东师范大学教

授竺洪波在接受采访时谈到，神话志怪类小说，

通常拥有瑰丽神奇的想象、诡秘荒诞的故事、浪

漫恢弘的文字、吸睛夸张的审美效应，犹如挖掘

不尽的素材宝矿。这一独特的体裁形态开拓了

文学经典价值，以对神幻世界的传神描写最大

程度打破了真实边界，成为当下不断孵化、衍生

出开放式IP的文学母体。他也提醒，移植和翻

拍系二度创造，有自由创造的权利，也有尊重母

体原著的责任。“成功的改编是要对经典母本有

突破力的改造，而非肆意肢解杜撰，才能助力弘

扬经典的生命力，从而形成属于新时代的艺术

精品。”

远古神话的现代表达，“封神”
美学被激活

作为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上古神

话反映着中华民族独特的哲学和世界观，是中

华民族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特色文化表征，

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不可估量的价值。越来越多

文化创意产品插上了神话的“翅膀”，而古老神

话也在创新传播中不断焕新。

其中，神话志怪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源远流

长，蔚为大观。从上古神话发端，经魏晋六朝志

怪小说、唐宋传奇，到明清神魔小说，构成了成

熟独立的流派。《封神演义》故事和人物还在话

本、评弹等艺术形式的积淀发扬中日益成型。

唤醒观众的“封神”记忆，自有其厚实的心

理基础。《封神演义》被称为“释源性故事”，“封

神榜”存在的目的与其说是封神，不如说是创神，

不少网络玄幻、仙侠小说中神的设定，多是参考

小说原型编出更多故事。在书评人韩浩月看来，

观众内心的“封神”情结被重新激活，当那些寄托

了一代代人对仁爱与暴虐、信任与欺骗、善良与

邪恶等道德评价标准的真实人物与神话人物，

再次被如此频繁讨论的时候，观众与《封神第一

部》所存在的那块距离薄冰，很快被融化。

充满魔幻色彩的东方美学奇境，浪漫旖旎

的上古奇幻世界，为影视创作和线下体验提供

了元气淋漓的新鲜感。《封神第一部》在全国多

地的路演反响，印证了这一观点。有穿汉服的

市民表示，从电影中感受到“中国的文化复兴和

文化自信”。还有细心的观众喜欢电影美学风

格，发现姬发的铠甲头盔与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的商代兽面纹青铜胄颇为相似；有网友表示，

“要去看属于我们中国的神话故事，在里面找到

信仰，找到童年回忆。我们远比姬发幸运，不必

经历波折与分离，就能在人生里创造属于自己

的神话”。

随“封神”激活的殷商美学再度席卷，如高

度发达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美学巅峰

的玉器……光是电影里商王殷寿的龙德殿中砖

块刻有复杂的饕餮纹，让人一窥中国青铜器的

鼎盛时代。商周青铜器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

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最重要

的是以鼎为代表的礼器，酒器也是重要一类。

其造型端庄凝重，装饰纹样神秘，充满幻想的色

彩，最著名的莫过于作为现存最大青铜器的后

母戊鼎和作为殷墟博物馆镇馆之宝的牛尊，可

见商朝冶铜术之高超。此外，象征王权神授的

玉钺在电影中出镜率极高。玉钺从新石器时代

就有出现和使用，在夏商周时期是军事统治权、

战争指挥权、王权集于一身的最高等级礼仪用

器，象征着崇高威严。

发掘志怪文学价值，在广阔舞台
焕发新活力

当下大众文化创作发掘志怪文学的价值，有

其必然的合理性。竺洪波告诉记者，“志怪”不过

是加了一层折光的反映，讲的是“古今怪异非常之

事”，但其实仍寓寄着现实因子。比如《山海经》神

怪故事中涉及大量海内外山川神祇、历史地理、风

物习俗的内容，是对传统文学记载的有力补充。

鲁迅评《西游记》“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业内对《西游记》的理解是“荒荒诞诞说鬼，真真切

切说人”，可见书中每个神魔故事，都隐含着深刻

的象征性寓意，是人类社会特别是特定时代社会

现实的隐喻。

有业内人士指出，志怪的一些想象内容，传统

文字描绘存在先天短板，如对诸天、三岛、十洲等神

秘仙境，对嫦娥奔月、金猴出世等动感故事，文本描

写难免有其缺憾；又如《西游记》，作为神怪作品，其

千姿百态的神魔形象、匪夷所思的腾挪变化，以及

斗转星移、仙石迸裂的自然奇观和上天入地、排山

倒海等神仙法术，原典描写明显先天不足。但影

视、动漫、游戏的高科技弥补了这一短板，化劣势为

优势，将文字的枯涩化为视听艺术奇观，西游、封

神、山海经等神话故事有了更为广阔的舞台。

比如，叠纸旗下游戏曾多次以《山海经》《四游

记》《坚瓠集》等古典书籍为灵感来源进行创作。

《闪耀暖暖》今年推出“莹瑚岁景 日曜潮升”主题

活动，其人物形象设计参考了古书中对于鲛人与

毕方的描述，并结合想象为其创作了对应主题套

装，游戏内蛟龙、巴蛇、玄龟、大鲵等精怪形象，均

为《山海经》等古代神话传说记载的生物或神兽。

《恋与制作人》曾推出“兰夜绮景”瑞兽主题，游戏

中五位角色分别对应金乌、麒麟、白泽、黑龙、狰五

种神兽，其剧情也基于神话中记载的瑞兽故事展

开创作。

《封神第一部》热映带动中国神话  升温，瑰丽奇异想象融入当代影视音乐游戏

文学母本在当下“圈粉”，谁的   动了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实习生 张钧琪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私家花园”，已然变身为市民游客可以步入的口袋公园。 本报记者 周俊超摄

▲ 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热映，吸

引不少观众重温《封神演义》等古典小说的魅

力。图为该片剧照。

 音乐专辑《山歌寥哉》进入大众视野，带动

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热度上涨。（出版方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

在现场观看演出的上海生活美食博主

添饭说：“这场演出用年轻人喜欢的形式，

把历史与时尚进行融合，也让人们看到城

市空间中一些全新的美好图景。”

咖啡馆、花店、阳台都有属
于自己的诗

马路生活节起源于上海的青年城市文

化IP。在小红书项目负责人雷拉的解读

中，这是小红书社区在线下集中、具象、真

实的呈现，是烟火气与文化的共生，“借此

展现‘美好生活新生态’，一起探索‘生活不

在别处’的城市关系”。

从遍布于马路的各个活动中，人们可

以看到烟火气里的艺术气息。在淡水路

上，小红书诗歌博主们的作品“刷街”了，咖

啡馆、花店、阳台甚至垃圾桶都有了一首属

于自己的诗。有人写下《树的影子》，“太阳

是个/文身师/墙上、树上、屋檐上/都是它的

作品”。诗歌被贴在空调外机的下方，路过

的年轻人举起手机，将它收入镜头中。

“诗歌刷街”项目负责人怀素认为，最贴

近生活的场景，要从背街的小巷子里去寻

找，淡水路虽然是条小马路，但这里有咖啡

店、裁缝铺、餐厅、酒吧，是一种复杂的城市

生态，能看见昂扬的生活气质，“我们把线上

人文垂直的诗歌板块搬到线下，用这些温暖

的共鸣帮助人们在细节中找到生活美感。”

据了解，本次马路生活节还有街头音乐

闪送、宠物派对、小马路逛吃之旅、运动派对

等活动。在南浦大桥外马路口，上海知名餐

厅以及近百位年轻品牌主理人，带着他们的

作品出现在“纳凉市集”；周末的夜晚，6场路

灯音乐会将由杨宗纬、戴佩妮、焦迈奇等歌

手领衔演唱，在晚风拂过的路灯下，带来不

同主题的音乐盛宴。同时，小红书将联合29

家潮流门店，打造“上海潮流地图”，邀请年

轻人一起解锁上海格调；上海10条特色小

马路的50家门店将开展“小马路逛吃之旅”

活动；追梦园、复兴公园大草坪、香港广场南

座等地，将在晚风中放送爵士乐、交响曲、新

民乐、雷鬼、嘻哈等十余种音乐……

每个人的分享都值得被回
应，触手可及的才是好生活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之都，而马

路则是生活最基础的地理单元，许多年轻

人在这里捕捉烟火气的瞬间。

上海世博创意秀场举办的“青年发光

艺术展”及小红书10周年摄影展《他们中的

我们》就是这些瞬间的集中体现。其中，摄

影展共有99件作品亮相，拍摄普通人的日

常，关注具体的人和生活。摄影师叶巨拍

摄的是奶奶，李启航拍摄的是爷爷和家

人。在摄影展负责人兰多看来，“这些作品

的影像风格融入了当下年轻人的语言，在

构图上、色彩上都用年轻人的方式，表达对

家乡、对祖辈的一种理解。”

走出室外，在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南

广场、大上海时代广场、南昌路、南苏州路

等多条马路上，小红书与众多海内外知名

艺术家合作打造的艺术装置，则诠释出艺

术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与街道社区的共

生。《蓝色生活交响曲》由西班牙著名当代

艺术团体“光线介入”打造，用9万个塑料瓶

组成高达3米的“巨型迷宫”，这些塑料瓶曾

跟随使用者去过不同地方，装满其生活记

忆。夜晚来临，LED灯光会让迷宫变成一

片“蓝色海洋”，艺术由此融入生活。

在南昌路168号、口袋花园等地，青年

艺术家罗盛天发起“花花补丁计划”，运用

毛毡工具，制作成毛毡花、毛毡动物、毛毡

蘑菇，修补老旧街道地面、墙面上的破损角

落。罗盛天说：“面对城市建筑老化的切面

和边角，我想用这样的艺术表达，给生活带

来意想不到的柔软与重塑。”

雷拉表示，作为以城市公共空间为载体

的线下节日，小红书希望借此引导人们更多

关注附近、当下与具体的人，和大家一起找到

城市给予我们的“生活密码”，“每个人的分享

都值得被回应，触手可及的才是好生活。”

文化“在路上”，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上接第一版）

位于上海黄浦江畔的西岸文化

走廊，则是上海艺术、文化和商业发

展最快的区域之一，目标成为媲美巴

黎左岸和伦敦南岸的世界级滨水

区。作为该区域的核心艺术场所之

一，拥有1600座主剧场和200人小剧

场的西岸大剧院将对标世界级的演

艺中心，目标是推动现象级的音乐剧

剧目在这里驻演。上海大剧院的运

营团队将负责西岸大剧院的运营。

“近年来，上海大剧院创制中心自制

了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剧目，

未来创制中心积累的自制剧目也将

服务于西岸大剧院；同时我们也计划

引进一些经过海外市场检验的老牌

经典音乐剧，以及一些正在成为经典

的IP改编音乐剧。”西岸大剧院副总

经理叶飞告诉记者。

科技加持，新生剧场催
生更多新型演出业态

资深演出爱好者会发现，上海几

乎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刷新着“文艺

地图”，每月甚至每周都有新剧目迎

来首演；更令专业人士惊喜的是，越

来越多的剧场在建造之初就放眼未

来，将颇具未来感和前瞻性的演出形

态纳入“版图”。音乐学者陶辛教授

告诉记者：“上海剧场之新不仅仅在

于硬件，更在于充满青春活力的开放

观念。诸如打破镜框舞台的设计、十

字型四面舞台等等，不仅可以满足不

同的活动需要，也可以让剧场和制作

方在头脑风暴中，促使更多有创意的

剧目或者演出诞生。”

在业内看来，如今剧院中的演出

形态也不断迭代，从表演形式到演出

地点不断刷新，也重塑着观众的观演

习惯和艺术品味。比如，有不少开在

商业综合体里的小剧场和演艺新空

间，经常能看见穿着入时的年轻人，

在“逛吃”之外选择来看一场沉浸式

的演出。随着“在商场看戏”的生活

方式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些新造的剧

场——比如矗立于前滩的交通银行

前滩31演艺中心，得益于前滩31商

业、办公、酒店多元化业态的“全能”

优势，被赋能更多商业潜力。

即将于今秋揭开面纱的前滩31

演艺中心，以贴近当代生活的音乐内

容为核心，辐射音乐剧、戏剧舞蹈、时

尚设计、影像科技等演出和活动形

态。而创意演出形态的动能，得益于

国际领先的AES电子混响及电声系

统，这是一种能够最大化提高听众沉

浸式体验的主动式室内声学技术，模

拟后的混响时间可达到2.5秒+的优

质音效，可模拟出音乐厅的效果。高

科技舞台技术护航将舞台表现和演出

场地的设计融为一体，从而让观众在

环绕剧场中获得“沉浸感”体验。

毗邻西岸大剧院的西岸穹顶艺

术中心，由原水泥厂预均化库改造而

来，曾是中国第一家湿法水泥厂——

上海水泥厂的旧址。走进焕然一新

的艺术中心，一眼就能被眼前的巨型

环幕所震撼，长约80米的弧形建筑

犹如16K的超高清天幕，根据建筑弧

形造型和2.8米层高的特点，设置的

半环造型，与顶部镜面反射，形成“西

岸之眼”，营造出别具一格的沉浸式

影像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充满青春气

息的水岸湾区周边，不仅有国际传媒

港，也是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

办地，更聚集了大量的美术馆；同时

这里也有很多滑板、散步、攀岩、露营

的青年人。“西岸的文化业态太丰富

了，希望未来剧院能和不同的业态产

生交融，让科技、艺术与剧场空间携

手迸发出创新的火花。”上海大剧院

总经理张笑丁说。

新地标新业态不断刷屏申城“文艺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