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齐旭）灰白头

发，戴着挂绳眼睛，穿着渔夫马甲，
用家里的漏勺演示“法拉第笼”，用

扫帚讲解宇宙射线……
前不久，72岁的同济大学物理

学教授吴於人，凭借硬核的物理科
普短视频，成为一股清流而在网络

上走红。如今，她已是抖音上拥有百

万粉丝的红人，甚至在年轻人最爱
的哔哩哔哩网站上也是新晋网红

UP主，每段视频都有数十万人次的
观看量。

而最近，随着包括新民晚报在内的中国
媒体的海外账号介绍这位硬核“科学姥姥”，

越来越多海外媒体也关注到吴於人以及她
的短视频。在视频网站“优兔”，一则题为《中

国的“科学姥姥”：退休教授在社交媒体上凭
借古怪的物理视频走红》的视频, 吸引了 7

万多人次观看。
不过，外国网友并不认为“科学姥姥”的

视频“古怪”。相反,他们觉得“科学

姥姥”是在以一种更容易让学生接
受的方式教学———“当你能够亲眼

目睹科学现象在你面前发生时，科
学自然就会变得更加有趣。”“通过

视频演示展开教学，比传统的方式
要好上 1000倍。这真的能帮助我理

解物理学。”

也有网友略带遗憾地写道：“如
果我当初的物理老师像她这样……”

有人则是觉得看过这段剪辑过的视
频还不过瘾，询问哪里还能观看到

“科学姥姥”吴於人的原创视频。
有网友在评论区里补充讲解

称，“科学姥姥”吴於人在退休之后，
在抖音上创建了账号，发布了许多

妙趣横生的物理课程视频。这令许
多外国网友更是对吴於人心生敬

佩。“她仍然热爱着科学，并愿意与
所有人分享，这真是太了不起了。”

“她是一位因为热情而教书的老师，
不是出于工作和报酬。”

甚至连拥有 40万粉丝的钢琴
播客主雷 ·马克也忍不住下场点赞：

“她是一位很酷的姥姥。”
在一些网友看来，在网络推手、

资本迎合受众心理、包装着一个又一
个网络红人，引得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追随网红的当下，“科学姥姥”在中国
的出现和走红，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这是一位我愿意去追随的社交媒体明

星。我受够了那些炫耀名牌商品以及昂贵汽
车的视频。我希望我们国家也能拥有她这样

的人。”有网友写道。
也有人认为，这或许正是中国迅速进步

的秘诀。“难怪如今中国在科学和工程创新领
域将全世界甩在身后！当你拥有‘物理姥姥’

以及一个普遍热爱科学和数学的社会时，你
自然能在科学领域取得一些惊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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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讲故事俱乐部”成员相聚朱家角，
探讨如何提升上海软实力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从今天开始，除了

南京西路上的久光百货，大宁商圈也迎来了上
海久光中心，形成双子连动格局。作为今年上

海开业新项目中处于市级商圈的项目和商业
面积最大的单体项目之一，上海久光中心将全

面提升北上海商业地位，带动静安区进一步融
合的同时，成为上海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又一地标。

上海久光中心位于新静安大宁板块，总建
筑面积为 34.8万平方米，除去写字楼部分，总

商业面积高达 18万平方米，相当于静安寺久
光百货的 4倍。项目共设有 400余个铺位，包

括近 300个零售品牌、100多个餐饮品牌以及
数十个生活方式，是近 5年来上海新开业项目

中品牌数量最多的项目。
记者了解到，上海久光中心的开业率达到

90%以上，上海首店和北上海首店约占三成。业

内人士表示，上海不同风格的百货商场不少，但
能同时满足国际高化矩阵、轻奢与潮流品牌、自

营精品超市、自营美食广场、多元化亲子休闲娱
乐、精致餐饮集群、海量车位的旗舰综合体，目

前看上海久光中心是佼佼者———“依靠上海久
光中心的强势助攻，大宁商圈的零售品牌数量

翻了 3倍，总商业面积也逼近其他人气商圈。”
商业空间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一部分。上

海久光中心的建筑和空间设计以“溪谷中蜿
蜒流淌的溪流”为灵感，通过小型几何立体体

块的穿插拼合，组成一个半包围式的商业建

筑形体，折射出溪谷的含义。商场景观设计还
融入了以大宁公园为主的周边城市绿化元

素，打造阶梯式花园、屋顶平台、景观小品等，
展现垂直城市空间的生态之美。

上海久光中心今天开业
提升大宁商圈商业能级

■ 老外们参观朱家角古镇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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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年前，亚美尼亚姑娘马星星还在上

海音乐学院学习拉小提琴。听闻朱家角古镇
很有名，便和朋友相约一起游玩。“我第一次

来这里，便沉醉在江南水乡美景里了。”
如今，马星星在上海生活、工作多年，成

为一名地地道道的“新上海人”。昨天，她再次
踏上朱家角这片土地，踩着青石板路，看古镇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感慨万分。“这次我可

不是来玩的，有要事在身。”

别开生面的座谈会
马星星进入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牌匾

上写着：阿婆茶楼。屋内，几位先到的外国友

人围坐在一旁谈笑风生。他们都是“老外讲故
事俱乐部”的成员，来自英国、韩国、日本、匈

牙利等国家，长期在沪生活、工作。这次齐聚
青浦，是要讨论一个重要的话题：如何提升上

海城市软实力。

2018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放、创

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强调“这
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

一座城市的精神与品格，正是她最核心
的软实力，也是她最大的竞争力，是发展的内

生动力和加速器。今年，上海重新定义“城市
软实力”，其中，“让文化魅力竞相绽放”赫然

在目。

软实力的提升，不仅事关国家战略、发展

大局，也与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息息
相关。这次，“老外讲故事俱乐部”成员来到青

浦区朱家角镇和金泽镇，体验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成果，并为上海提

升城市软实力建言献策。他们中，大多从事文
化相关的行业，作为在沪外国人，也发挥着文

化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对软实力提升的重

要性，感受最为深刻，也最具发言权。

老外眼中的软实力
“软实力，无形又实在。”马星星刚来上海

的时候，便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身为小提

琴家的她不会中文，身边人也对她的国家一
知半解。但上海的开放与包容，为她打开了大

门。“无需任何文字语言，我用音符表达身份，
也从音乐中感悟东方文化。”

“中国理应被更好地尊重和理解，我希望

通过电影，向西方观众展示我亲眼看到的这
个中国。”英国知名导演柯文思看到过世界许

多不同的风景。从事电影创作 40多年，他的
拍摄足迹遍及 80多个国家，曾两度获得奥斯

卡最佳纪录片奖，并 16次斩获艾美奖。在他
看来，“中国风景”尤为特别。

2013年起，柯文思在中国工作生活，去
过大大小小许多地方，见证了这个国家发生

的发展变化。他决定用自己的镜头展现真实

的中国，展现这个非凡国家充满人情味的一

面。他认为，这些在西方主流叙事中鲜有提及
的内容，就是自己这几年所努力讲述的“中国

故事”。
“要讲述什么样的中国故事？怎么讲好中

国故事？”交流环节，柯文思抛出令人深思的
一问。随后给出了自己的见解：人是最关键

的。在过往创作过程中，柯文思总是把镜头聚

焦在一个个平凡人身上，他们鲜活而复杂的
生活历程，欢乐与悲伤、坚定与彷徨都被真实

记录下来。“这些人是中国故事的亲历者，也
是中国故事的创造者，他们的故事汇聚成当

代中国故事的大江大河。”
“软实力，不仅体现在‘引进来’，还要

‘走出去’。”匈牙利人、上海佰路得技术有限
公司总经理贝思文，在博物馆工作多年。他

认为，中国要用好博物馆这张城市明信片，
促进全世界文化互联互通。“许多国外知名

的艺术品牌都爱在上海办展。上海引进力度
大、影响力广，在推动文化交流互动方面做

得很好。未来还要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向国
外‘出口’中国快速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展

览与交流活动。”

上海之源的“宝藏”多
屋内，讨论热烈，一个个“金点子”在思想

碰撞中接连诞生。屋外，小桥流水，云卷云舒，

千年古镇焕发生机。有趣的是，这样一场别开

生面的交流会，没有办在外滩万国建筑博览
群间，没有办在陆家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里，而是办在素有“上海西大门”之称的青浦
区，背后暗含深意。

上海一江（黄浦江）、一河（苏州河）、一湖
（淀山湖）均起于青浦。这里是历史悠久、底蕴

深厚的上海之源、江南水乡，也是面向全球、

面向未来的枢纽门户。往后看，崧泽遗址发现
的“上海第一村”“上海第一人”，让青浦荡起

了 6000年的历史回响；向前看，进博会、长三
角一体化、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新城建设等重

大战略，又为它照亮通往未来之路。
此次参会的“老外讲故事俱乐部”成员，

有的对青浦并不陌生，科普起“崧泽文化”滔滔
不绝；有的知道白鹤镇草莓很有名，曾带家人

来采摘；也有一些人初识青浦，发出“上海的文

化底蕴很‘深’、交流沟通却很‘新’”的慨叹。
“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从不觉得乏味。

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惊喜。这座城市
的‘宝藏’挖掘不尽，值得细细品味。我们应该

尽最大的努力，吆喝好，传播好，让花开墙内
香，墙外更香。人们闻香而来，上海成为一座

近悦远来的城市。”参观结束，再次聊起会议

的主题———如何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上海
纽约大学全球中国学助理教授沈雷娜给出了

她的答案。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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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姥姥”在做小实验

同济大学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