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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情结
寻找艺术支点

讲座现场，来了一位活跃在上海
的“建筑可阅读”民间人士吴飞鹏，他

是本书的第一批读者之一。看这本书
的过程中，吴飞鹏想起了童年在陕西

北路街区生活的日子，随着城市建设
更迭，他在泰兴路武定路口的家已经

不复存在，在大田路的家如今是中共

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陕西北路每一条弄堂都有很深

的故事”，吴飞鹏感慨，十年前，他就
开始组织行走上海的活动，三年下

来，他们的足迹画出了一张上海地
图。也正是在一条条马路穿行的过程

中，吴飞鹏和很多参与者发现，原来
他们对上海并不够熟悉。虽然邬达克

在上海建造了世界上最时髦的建筑，

但本土建筑师也同样优秀，比如美琪
大戏院是范文照设计的，华业大楼是

李锦沛设计的。这些建筑、建筑师都
值得走近阅读。

网络文学
引入历史街区

讲座嘉宾、资深出版人徐明松表

示，尽管陕西北路和武康路长度差不

多，但还是有些许不同，比如从住户
来看，前者富商居多，后者文化名人居

多。在近代史的书写中，城市建筑成了
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丰富的街区文

化，如何进一步发掘，是有意思的课

题，市民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变化，更要
了解变化背后的故事。

在陕西北路 600 号，有一个中
国历史文化名街陕西北路展示咨询

中心。这里的负责人吴斐，人称吴掌
柜，每天她都要向游客和来宾介绍

这条街上的老房子：何东公馆、宋家
老宅、荣家老宅、马勒别墅等独立式

花园住宅，间有华业公寓、太平花园

等公寓建筑群落，西摩会堂、怀恩堂
等宗教建筑，内含小型戏院的平安

大楼等商居两用建筑……短短的陕
西北路，竟然有近 20 处历史文化景

观，两岸三地四大家族都在这里留
下了痕迹。

从 2017年开始，中心就开始将
网络文学引入这片老街区，每个月举

行一次陕西北路网文讲坛，如今已经
举办了 50期，一大批网文大咖来做

过嘉宾。去年疫情期间，吴斐思考着
如何用更丰富的方式来宣传陕西北

路，她想到了邀请网络作家们为这条
马路写一本书，不写纪实文学，而是

网文作者擅长的小说。君天、闲听落
花、梦风三位网文界的大神加入进

来，从上世纪 20年代的陕西北路写
到当代，甚至吴斐本人也化名北路溜

溜，写下她记忆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陕西北路。

网文作者
关注现实题材

近年来，现实主义网络文学创作
越来越普遍，电视剧《大江大河》《理

想之城》都是改编自网络文学，从而
成为了热播剧。吴斐谈到，如果是为

西安这样的城市书写，或许可以尝试
玄幻、穿越等题材，但上海的故事主

要集中在这百年间，选择的范畴就偏

向现实主义创作，继而呈现出三种不
同的创作特色。

《转角看见陕西北路》由三个独
立的中篇故事组成，陕西北路为其提

供了绝佳的背景，君天写的《西摩路
密码/刺白》是谍战文，闲听落花、北路

溜溜写的《遇见爱了》是上、下篇组成
的都市文，梦风写的《心静即安》是职

场文。
这些故事与红色文化、海派文

化、江南文化息息相关，与网文作者
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君天之

所以写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被刺
杀的故事，是因为他去年参与过彭湃

烈士的红色报告文学的创作，这为他
此次虚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君

天将主角定为虚构人物，其他配角在
历史上都真实可考，“西摩路的主要

场景都是真实存在的，很多配角故事
都丰富得足够写一本书。

闲听落花是擅长描写人物心理
和细腻的情感，她和北路溜溜的共同

创作的篇章以反映上海城市变化和
家庭爱情生活为主。梦风本身是一个

创业导师和投资人，擅长职场文的他

以朋友为原型，写出了四个女人一起
创业的故事。

书封上有这样一句话形容陕西
北路：“这个十字路口就像一个时代

坐标，一百年的城市一眼可见。”无论
来自哪里，接近这座城市的文化，走

进这座城市的生活，你就是这座城市
的人。走在陕西北路上，好似走在明

信片中，其实阅读这本书，也是如此。

本报记者 赵玥

谍战文、都市文、职场文关注一条路

为陕西北路写本书

    一千个人的心中，就有一千

个陆家嘴。在中国唯一一个以金
融贸易开发区命名的开发建设区

中，当年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
发公司开创了多个中国第一、上

海第一。上周六，由一批参与陆家
嘴最早开发的老建设者撰写的

《亲历和荣耀》新书首发式在亚洲

第一高楼上海中心的第 119楼观光

层举行，在云层中的高楼上，听听当

年的建设故事，别有一番味道。

《亲历和荣耀》汇集了陆家嘴金融
贸易区开发公司 68位参与早期开发

的亲历者撰写（口述）的 70篇文章，重
点介绍了陆家嘴初创的 10 年（1990

年至 2000年）艰辛开发历程。这段亲
历，既是所有作者个人成长的写照，也

是浦东改革开放前沿的荣耀，更是中

国快速发展的缩影。作者们将当年波
澜壮阔的开发经历用讲故事的形式娓

娓道来。书中近 500张照片为亲历者
历时 30年所摄，历史价值不俗。

在这 10年间，陆家嘴公司以不到
200人的人力资源规模，创造了高速

开发国家级金融贸易区奇迹。他们动

迁居民 10万余人，单位 1000余户，动迁

量居上海第一；建设动迁房 150万平方

米，居上海第一；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8

亿元；吸引投资超过 57 亿美元；公司从

200 万元人民币借款起步，2000 年总资
产超过 140 亿元，净资产 60 亿元，陆家

嘴股份甚至一度成为沪市的“领头羊”。
陆家嘴开发区的第一个国际规划咨

询，在中国开创了国际规划的先河；第一
块国际招标地块、第一块国内招标地块，

开创了浦东土地市场化有偿使用的新途
径；建起了第一个国家要素市场；建设了

亚洲最大的证券交易所；引进中国第一
家外资零售商业企业及商厦；发起设立

了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钻石交易中心；设
立了第一块城市中心 10万平方米的“城

市绿肺”；参与引进和设立中国内地第一
个世界级大型主题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

并成为第一大股东。
40多年前曾经在当时陆家嘴最高的建筑———24米高共 8

层的瞭望塔工作过的该书副主编、原上海陆家嘴联合发展有限
公司公关部经理赵解平专门写了东昌消防队瞭望塔停用、拆除

始末的小故事。站在上海中心 119层的观光大厅，环顾陆家嘴
金融贸易区建成的全景，令他感触良多：“在 40多年前我在 8

层楼的瞭望塔看到的是周围的农田、旧厂房和居民的危棚简

屋。现在呈现在眼前的是林立的现代化高楼，一派欣欣向荣的
大都市景象。浦东开发短短的 30多年，不仅让世界看到了高

度，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建设的速度，看到了改革开放所带
来的让世界惊艳的奇迹，其中还创造了许多中国的第一。”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第一任总经理王安德回忆当

年：当年的开发者们聚集在“由由饭店”，对陆家嘴会如何腾飞
可以说浑然不知，但每个愿到浦东这块热土奋斗的年轻人都对

国家战略的未来充满信心。读《亲历和荣耀》，读者从中能看
到当年的陆家嘴人是如何集体交出这份答卷的。如果要写

就浦东开发开放的“群英谱”，所有浦东的百姓、开发者、投资

者都不应该被遗忘。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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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康路上聊陕西北路，
请网络文学作家写现实题材
作品，这两件有些奇遇感的
事，被一本新书交织在了一
起。昨天，《转角看见陕西北
路》新书分享会在武康路大隐
书局举行。如今，越来越多的
上海马路印刷在书页中，融进
游客心中，融汇到艺术创作
中，这些永不拓宽的马路，也
成了一代代人可阅读、可漫步
的美育启蒙。

网文作家

■ 浦江两岸换新颜 姚建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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