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 总第 8893期! 上海报业集团主管主办!上海新民社区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社区版

周刊

2025年4月2日~4月8日

本期 8版
第 F-864期

会呼吸的社区记忆

马煜明，上海纽约大学传播部编辑、撰

稿人，同时也是东明路街道辖区内的居民。

“多年沪漂”的马老师笑称“之前和社区的联

系仅限于上门登记实有人口的居委干部”。

因着上纽大和东明路街道合办的活动，马老

师认识了正在筹备《东明社区志》项目的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聚明心社区规划与营造

支持中心理事长朱月月。因日常工作也负责

学校的杂志项目，身为东明居民的马老师在

《东明社区志》创刊时“搭了把手”。

“其实在接下这个项目之初，我是带着

一定专业期待的。”作为一名资深编辑，马煜

明习惯于按照策划校刊时节奏分明的严谨

流程，却在接到社区志项目时遭遇“认知地

震”———通常按月排的审稿周期陡然缩短了

一半———从拿到初稿到出刊，给马老师的时

间不过十多天。而初稿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作者大多来自退休工人、全职妈妈、中小学

生等不同群体，面对这些“非专业选手”的作

品，她一时不知“下手到什么程度为好”。

尤其是第二期刊物。在深夜的微信群会

议中，马煜明与项目负责人朱月月、袁楠重

新梳理每位社区人物的采访记录和写作思

路。“到底是大刀阔斧的改写还是保留居民

原汁原味的表达，如何取舍平衡，这是让我

最纠结的。”马煜明表示。最终，第二期稿件

署名以“共创人”的身份呈现。

而更奇妙的缘分也在一次“作业批改”

中发生———她在读一个小组的采访手记时，

发现主人公竟既是自己的高中校友，又是大

学校友！

马煜明说共创过程也让她放下了一些专

业的执念：“对于一本举居民之力的社区杂

志，我们在做的不是‘完美的刊物’，而是‘会

呼吸的社区记忆’。一起去真实记录身边平凡

的你我他的故事，大家参与了，邻里熟悉了，

这就是一本社区杂志所承载的温度。”

最生动的“城市注脚”

“当年画建筑剖面图时，总觉得少了点温

度。”李然，在东明三林苑社区

的知名度，恐怕不亚于各路明

星。他是第一期《东明社区志》

主编、“大家一起写家史”项目

发起人，参与了大大小小多项

社区规划提案，从一名建筑设

计师，转身成为如今活跃在东

明路街道的社区规划师。尽管

在华东设计院时参与了不少大

型项目，也获得了一些赞誉，但

对于喜欢接触不同人和事且一

直怀揣着“作家梦”的李然来

说，始终有些许遗憾。

    年，李然离开了设计院，又恰逢东

明路街道启动“美好家园先锋行动”项目，

便有了“写家史”的想法，想“记录时代大背

景下的平凡个体”。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而

社区记忆何尝不是流动的城市肌理？从一

开始邀请采访对象处处碰壁，到后来渐渐

组建了志愿者团队，如今的“大家一起写家

史”项目已走访   多个家庭，完成   篇内

容报道，项目成果入选     年国际口述史

展。因为有了这段经历，当“聚明心”邀请他

担任《东明社区志》首期主编时，这位“野生

作家”毅然扛起了专业采编的担子。“ 篇深

度访谈，工作量相当于完成了一份‘微型社

区文化建筑设计案’。”

在一次次的访谈中，他找到了“人物

采访秘籍”；在采访江南造船厂老工人时，

他从对方相赠的船厂食堂餐票中看到了

另一种设计美学；在“幸福了一辈子”的马

阿姨与严叔叔的结婚照里，他发现了比图

纸更生动的时代记忆。李然回忆起那次在

受访对象生日当天临时决定的访谈———

老人高兴地翻出年轻时的工作证、获奖证

书……铺满了一整张桌子，再兴致勃勃地

向他细细讲述背后的故事。李然突然意识

到，社区故事不需要专业修辞，那些带着

方言口音的叙述，本身就是最生动的“城

市注脚”。

“草台班子”推动“共生式发展”

和主流媒体的编辑部一样，明明编辑部也

根据不同的岗位职责，划分了访谈、设计、摄

影、编辑四个小组。有趣的是，这里不是常规编

辑部的“固定岗位模式”，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轮番参与不同的组别。角色的灵活转换，

让大家也在编辑部里不断“点亮”新技能。像吕

晓刚和杨君滌都是已经退休的老爷叔，他们和

一群“  后”“  后”一起组队访谈，成了忘年

交。两位爷叔常说“很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感

觉自己也年轻了，能够学到很多”。

当第二期的主编单闻达在微信工作群里

约宗泰武馆馆长郑国安采访时间时，发生了

如下对话———

郑：“想不到你已经这么大了。 ”

单：“我是 2011年～2015年在您这里学习

极真流空手道的单闻达，好久不见，郑师父。 ”

郑：“嗯，我记得，十几年过去了。 ”

单：“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情。 ”

郑：“我们见面聊。 ”

一股武侠小说里的江湖感扑面而来……

明明编辑部的故事还有很多。据统计，在

已经刊发的  期《东明社区志》里，共有   位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层的社区居民加入编辑

部，从医药领域、环保工程到设计师、建筑师

等，从 岁到   岁，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

层———用马煜明的话来说就是“一群平时‘八

竿子也打不着关系’的居民，组成了一个看似

‘草台班子’的编辑部，并在业余时间里做着并

不业余的事”。

“一场场‘一对多’的访谈工作坊，有结构

地聊天、倾听，加速了邻里之间的亲近。”朱月

月介绍说，该项目在东明路街道专项经费支

持下，由在地社会组织发挥其资源整合与项

目运营专业优势，通过培育赋能居民共创社

区刊物，以平实视角记录社区烟火气，打造可

复制的居民能力成长模型。“《东明社区志》的

受益群体不仅是受访者，更是每一个认真行

动的参与者。”朱月月说。

事实上，《东明社区志》和明明编辑部的

诞生并非偶然。近年来，东明路街道为探索居

民区、街区共融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从参与

式社区规划入手，孵化了上海第一个社区规划

师社会组织———聚明心社区规划与营造支持

中心、第一个街区服务的社会组织———汇明心

街区发展服务中心，以及多个社区营造类社会

组织。这些在地的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到精品街

区建设、自治家园营造、街面自治共治以及特

殊群体教育关爱等工作中。街道则依托社会组

织开展各类社区治理项目，如东明   变 ·治理

达人培育项目、烟火    创新街区项目、家门

口小生意等，通过情感联结、价值联结，把社区

打造成为以“共生式发展”为目标的生活共同

体、情感共同体、发展共同体。

 月初的时候，《东明社区志》项目以“明

明编辑部”的名义，在街道公众号上发布了

“招募令”：在“明明编辑部”成立  周年之

际，编辑部决定“公开收徒”，邀请更多有想

法有热情的“居民编辑”加入“写作实验室”，

由之前参与过项目的老编辑“传帮带”。

大家相信不久之后，更多东明的凡人故

事将通过社区志项目被挖掘和报道，因为

“在这里，闪闪发光的不仅是温暖的文字，更

是一颗颗愿意走进故事的心，把社区的感动

传递给更多人”。

“%东明社区志&里'闪闪发光的不仅是温暖的文字'更是一颗颗愿意走进故事的心”())

!!!明明明明明明编编编辑辑辑部部部"""的故事
““你住在哪个小区啊？”“啥时候搬来东明的？”“在

座爱吃甜豆花的有几位？”…… 月下旬的一个周末

午后，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五楼会议室

里，随着马煜明的“一声令下”，会议室顿时热闹起来，

十多位来自不同小区的居民围坐在会议桌旁，你一言

我一语，迅速完成着任务单上的一个个项目。

这里是东明路街道参与式治理项目“明明编辑部

写作实验室”的培训现场。马煜明是写作实验室的导

师，同时也是《东明社区志》的主创成员。去年，这本由

居民采访居民、居民编辑设计的社区刊物先后发布了

两期，赢得了广泛好评，其制作花絮还被改编成音乐

剧《明明编辑部的故事》在街道“美好生活节”的舞台

上首演。

“这样一本注目于东明人的‘社区志’，经由东明

人编撰，记录东明人的生活，恰恰折射出上海在迈向

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绵密的心迹、深沉的历史与耀

眼的光芒。”———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副院长纪莺

莺在创刊号的前言里这样写道。

◆文/摄 记者 颜静燕

"马煜明*中+在“明明编辑部写作实验室”培训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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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月月分享“东明版编辑部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