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上海，人们想到的是陆家嘴

直抵云端的高楼大厦，是外滩万国风

情的历史建筑，是淮海路、南京路繁

花依旧的弄堂小院。 无论是千年古

镇，还是百年老街，上海的乡村却似

乎没有太大的存在感。通过本次宝山

区乡村调研，我才有机会深入了解上

海的乡村，窥一斑而知全豹，认识到

上海的另一面。

上海的村子真是干净整洁、交通

方便、生活便利。比如宝山区顾村、罗

店、罗泾、月浦、杨行等镇的大多数村

子（以本地村民为主），村中有水、有

绿、有游园，房屋整洁、道路宽敞，独

门独户还有小院。这些村子离市区也

就三四十分钟车程，村子周边分布有

大大小小的医院、学校、商场。我不禁

感叹：如果能住在这里，岂不美哉！

上海的村子里生活氛围很好，保

持了自己的生活节奏。 比如顾村镇

的白杨村，罗店镇的毛家弄村、张士

村，罗泾镇的肖泾村、新陆村等，不

管是带我们调研的村干部， 还是参

与访谈的群众都非常热情， 村民之

间也都是有说有笑。 我们参观了白

杨村的文化活动中心， 非常羡慕村

民有能举办 50 桌婚宴的大礼堂，有

可提供文化娱乐活动的会议室、自

习室、书屋、棋牌室、休息室，还有专

门为独居老人准备的爱心食堂。 在

毛家弄村调研时， 我们遇见一位大

姐正在自家菜园里浇水， 她热情地

朝我们打招呼， 并从地里摘了两捆

绿油油的空心菜， 塞到我和同事手

里， 淳朴地笑着说道：“你们搞调查

辛苦了，自家种的很新鲜，拿回去尝

尝！”肖泾村萧泾古寺住持热情洋溢

地介绍寺庙历史， 张士村老奶奶声

情并茂地回忆纺织厂往事， 还有新

陆村种植园老板温文尔雅地带领我

们观园品茗。

都说上海的节奏很快，很多人都

是在高强度的工作中奔跑，忘却了生

活，可能在公寓里住几年都不认识楼

上楼下的邻居。但上海的乡村有着自

己的节奏，不紧不慢，延续着传统的

生活方式， 保留着传统的习俗习惯，

维持着良好的生活氛围。

上海，她包容、开放，有繁华的

灯红酒绿， 也有静谧的田园牧歌；

有海阔凭鱼跃的空间，也有享受慢

生活的田园；有规则之下的严格执

行，也有人情之中的善良温暖。 上

海，是一个值得年轻人奋斗和生活

的城市！

邱高根深（同济规划院 规划师）

进入乡村之前，我和大多数人想法

类似，上海这样的超大城市，乡村怎能

建设得不好？ 进入之后，我却被乡村面

临的诸多无可奈何震惊了。当和许多村

干部、乡贤、村民深入交流之后，我意识

到，上海的乡村就像一片铺满落叶的森

林，看似凋敝，实则孕育着新的希望。

上海乡村的希望在于“天然”的风

景。 记得在青浦区金泽镇岑卜村调研

时，一家民宿老板告诉我，他曾参加村

庄改造设计， 后来慢慢喜欢上这座村

子。我问他，现在开民宿很难挣钱，为什

么还要来这里？他说，记得有天傍晚，一

个人划着桨， 穿梭在村子旁边的湖荡

中，天蒙蒙亮，四周水草很高，看不到远

处的城市，仿佛天地间只有他一人。 仰

面躺在桨板上， 任由小舟在湖中漂浮，

不会到哪里，也不会迷路，此时他觉得：

“这或许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吧？ ”我们一

行人都听得入迷了。在我们眼中看似平

平无奇的乡村风物， 当你真正沉浸其

中，竟成了最真、最美、最无可替代的风

景。 上海很多乡村都保留着这样“天然

去雕饰”的风景，无需过多的雕琢，或许

本来的样子就很好。

上海乡村的希望在于“质朴”的文

化。上海的乡村在文化、语言、民间信仰

等很多层面都保存着质朴的传统，甚至

因其流动性较弱，比邻近的江苏、浙江

乡村更为淳朴。记得在青浦金泽商榻地

区调研时，当地热心的乡贤叶老师带着

我们进入本地社区， 探访各种非遗文

化。 印象最深的是赶上农历七月半的

“青苗会”。 尽管那天阴雨连绵，但在村

里一座平平无奇的现代庙宇建筑中，人

们支起临时的“勃倒厅”，全村和邻近乡

村的老人和妇女纷纷赶来， 通过祭神、

拜神、宴神、娱神等各种习俗，为逝去的

亲人祈福，也为即将到来的粮食收获季

节祈福。 我们甚至在这里看到罕见的

“绕境”仪式，虽然道具、服装都是日常

的质朴打扮，但这些民俗行为无疑在反

复强化着当地人与土地、 与聚落空间、

与社会网络的依恋关系。 这些非遗文

化，是乡村生活焕发生机的希望所在。

上海乡村的希望还在于“纯真”的

人们。 在青浦金泽调研时，遇到一位坐

在河浜边的阿婆， 她热情地跟我们说：

“我在金泽长大，小时候这里很繁华，现

在老了，虽然这里居民越来越少，但我

依然喜欢住在这里。 ”除了当地人，我们

还看到了很多“新村民”，如来自湖南、

在金泽生活了七年的咖啡店主，以及由

艺术家、设计师、数字游民等年轻人构

成的“新村民社群”，社群之间密切的交

流和丰富的活动让生活丰富多彩。

无论乡贤返乡， 还是艺术青年下

乡，挣钱大多不是目的，他们向往返璞

归真的生活。这些纯真的人，让上海的

乡村充满了希望。

今天的都市人，大多厌倦了刻意营

造出来的、 不见一丝现代痕迹的古村

落，也厌倦了每年能吸引几十万人打卡

拍照的网红景点；未来的乡村，或许重

在为本地人、 为都市人提供“精神价

值”，用其“天然去雕饰”的生活，“小桥、

流水、人家”的自然意蕴，让那些被现代

生活压得透不过气的人放慢脚步，松口

气。“去伪存真”，或许已足够好了。

黄华青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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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师、建筑师眼中的“沪派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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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希望的上海乡村

八月酷暑， 夏日的热风催促我

们赶紧前行。 可真到了崇明乡间、闵

行村里，随之而来的清风，让人如同

压紧的弹簧骤然放松了。

从汽车驶出江底隧道的一刹

那， 城市的边界消失在崇明无边的

田野里。 海风伴着淤积漫滩边的茫

茫芦苇， 散布的村庄与辽阔的田野

交织呼应， 还原出沙岛上最原生态

的自然风貌和原乡土的特色景观。

在水塘里劳作的伯伯招呼我们，果

树上未成熟的翠冠梨惹人垂涎欲

滴； 村内老人编织着一匹匹花纹独

特的土布，梭子来回穿梭间，土布的

纹理在光影下展现出无穷的张力，

唤醒着农耕时代的时光印记。

闵行则是另一幅图景。 从城市

到乡村，是渐进的转变。 进入浦江郊

野公园，便有进入“桃花源”的错觉：

林田交融，村落掩映，塘前屋后，偶

有犬吠。 高度城市化、追求速度的闵

行，也有如此安静的一面。

一个会讲上海话的村支书或者

村长，是我们调研的“标配”，降低了

村民的陌生感；同时，我们会真诚地

阐明意图，与村民做朋友，让村民愿

意聊天。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重点关

注了三类群体： 一类是村里的老人，

他们更愿意跟我们娓娓道来村庄的

历史和一草一木一街一物；一类是年

轻人，包容性强，也代表村庄的未来；

一类是老旧建筑中的居民，他们的诉

求是当前村庄工作的重点。令我们深

受感动的是，在崇明浜镇，村里一位

八十多岁的老人，凭借记忆，在草图

上标注了一幅“历史要素地图”，他担

心，自己若离世，也就没人知道了。

乡村风貌“好”与“不好”的标准，

到底是谁说了算？ 现代乡村整齐、适

应机动化交通方式和当代生活方式，

但似乎有些过于“整齐”，尽管灰瓦、

白墙、马头墙等要素都有，但缺少差

异性；传统的老街，建筑各异，但村民

抱怨停不了车、装不了抽水马桶……

生活水平上不去。 几轮村庄改造，已

经解决了村庄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

务设施等问题，但建筑风貌问题不是

“统一”标准可以解决的。

在“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古村

中漫步，在浜镇、排衙、新安老街的青

瓦建筑面前停驻，遥想几百年前曾紧

靠海岸线的繁华港口， 镇上坊肆栉

比，商贾云集，庄、楼、馆、园、坊、当、

铺琳琅满目……彼时开放的航运商

贸带来的海派文化、江南文化与沙岛

本地文化融合，如今仍可在遗存建筑

中窥见一二。“观音兜、五峰山墙”代

表着徽派元素；“圆山花、 宝瓶状栏

杆、三角窗花”展现出西洋风格；“一

窗一闼、鱼鳞门”更是彰显着崇明人

民对于建筑创新的智慧。

对于上海的郊区乡村而言，崇明

区的乡村变化相对缓慢些，闵行区的

乡村可以用巨变来形容，但稍许“不

留神”，村庄就“留下遗憾”，因此持续

跟踪调研非常有必要，如此才能更清

晰地理解乡村的“生命力”。

郑铄 吴春飞（中规院上海分院

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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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的标志性建筑

风格，沪派民居见证了上海的

历史变迁和文化传承。 多元风

格共融使得人们难以在风格

上定义沪派民居。 如山墙上常

见徽派建筑特有的观音兜装

饰，与此同时，西式风格也渗

透到乡村建筑中，真实展现了

上海“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

城市文化。

沪派民居兼顾实用与装

饰，其整体风格保持朴素，在门

窗、挂落、梁枋、云板等构件的

细节处理上，不乏精美雕饰。或

许这就是上海人寻求理性与感

性平衡的精神内核表达。

沪派民居中采用可获取

的自然材料，展示出上海人的

聪明才智，以及融入自然的随

和性格。 同时乡村居民也会自

主地还原历史，有保护历史和

见证发展的意识。

在调研中我们惊喜地发

现，由于建筑更替速度不同，河

畔的一些民居自然形成多个时

期建筑的组合。 不同时代的建

筑形态巧妙连接， 呈现出独特而和谐的

景象。这种自发的保护和有机的更新，是

沪派民居对文化的见证和独特贡献。 带

有历史感的延展立面，犹如一幅画卷，生

动展现沪派民居各个时代的特色。

我们试图用“上海腔调”总结沪派民

居的三大特点：多元风格共融、实用美观

兼备、自然随性共生。这些特点不仅体现

了上海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也展现了上

海人的性格和审美， 使得沪派民居成为

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未来我们应

该注重保护和传承沪派民居的文化遗

产，不断创新和发展，使其更好地适应现

代社会与生活的需求和变化， 让沪派民

居在新时代继续发挥其独特魅力， 为城

市发展注入更多的活力和灵感。

钟晟（华建集团上海院新城分院总建筑师）

去崇明乡间枕月眠风、去闵行村野拥抱自然

为推动上海特色村落风貌保

护、传承与创新，提升公众对“沪

派江南”的认知，《日出江花 春来

江水———沪派江南特色村落营造

试点设计主题展》 及其主题周活

动自今年 5月起持续开展。

“沪派江南”，代表了上海源远

流长的文脉，其内涵包括自然水田

格局、民居建筑、村域聚落形态及

非物质文化，系上海千年来文明形

成、变化和演进的轨迹与印痕。

2024 年， 一项关于全市特

色民居和村落风貌的调研普查

项目汇集了规划师、 建筑师、高

校学生等约 300 人，深入上海郊

野乡村、田间地头，历时 2 个月，

组织了 1600 多场座谈会， 访谈

了 4000 多位村民， 拍摄了 5 万

余张图片资料，用一篇篇调查笔

记、手记，记录了一处处特色风

貌， 捕捉到一个个生动画面，形

成了以古村、古建筑、古树、古河

道、古街、古井、古庙、古风等“八

古” 为特点的风物传奇系列成

果，并结集出版（“沪派江南营造

系列丛书”），为每个特色乡村聚落

及要素留下一张“写真画像”。通过

走进上海乡村的深处、触摸到原住

民的生活和文化，调研者们深刻感

受到，在现代化进程中，上海乡村

依旧保留着特色肌理地脉和鲜活

历史文脉———“这是一个你从未

见过的上海，一个碧水青田的上

海，一个色香味俱全的上海！ ”

以下来自部分调研者所

撰写的体会和感悟。

值得年轻人奋斗和生活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