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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评

“海派城市考古”城市行走 CityWalk

Shanghai首站，今天下午自四行仓库出发，穿过

苏州河两岸，途经上海总商会旧址、河滨大楼、

上海邮政总局等到乍浦路桥为终点。在行走中

了解街道、河岸边的建筑形态和社会生态，不仅

是对城市何以形成当今面貌的探究，更是对上

海文化尤其是海派文化的深入了解。这样的城

市行走，也是穿越时空，链接过去、现在与未来

的文化漫步。

“海派城市考古”这一概念，由市文旅局局

长方世忠在今年两会上提出。这是既能体现文

旅融合且又面向所有人，既有乐趣又有收获的

文旅休闲活动。作为“海派城市考古队总队

长”，方世忠表示：“上海的每一幢建筑、每一条

马路、每一家小店，每一座影剧院、博物馆、美术

馆，都承载着上海文化的印记，彰显着上海旅游

的魅力。”苏州河作为上海的母亲河，将于9月

开通旅游水上航线。去年，围绕苏州河与黄浦

江，市文旅局普查了涉及长宁、普陀、静安、黄

浦、虹口5区约27平方公里内的文旅资源，其中

具备较高文旅价值的资源达到205个。其中既

有知名景点、网红打卡点，也有“藏在深闺人未

知”的上海造币博物馆、上海啤酒厂旧址等好去

处。在不便跨省交流之际，挖掘者市文旅资源

更显得必要——不仅能提供给市民更多更有趣

的行走参观路线，也能更深入地了解上海这座

城市的英雄伟大与海纳百川。

今天首发的“海派城市考古”城市行走首站

的路线，集合在静安区的苏州河段，也是基于近

两年来，响应“一江一河”规划中，对于苏州河

两岸的建筑修缮与街区修复，引发的市民

好奇心与探究心。由心城市主办，上海市科学

与艺术学会为指导单位的这次行走活动，将以

线下行走与线上直播互动的方式，让更多市民

参与到城市文旅体验之中。心城市高级项目总

监丁广吉，是行走活动的“领队”。这位曾在德

国学习城市规划的上海小伙，多年来致力于开

发城市的建筑、文化、历史资源。他们这一团队

的特色在于，不仅能沿途介绍建筑、街道与街区

的前世今生、独特故事，还查找到相关文物的实

物，现场展示。例如，他们在开发衡山路线路，

带大家行走到衡山电影院时，会介绍该电影院

是当年向往美好生活的市民集资而建。因此，

凡是以“一元钱一股”入股的市民，都会得到一

张“股民证”——证明其“众筹”。此时，丁广吉

就会从随身行李箱中拿出当年“股民证”的复印

件，以物证史。历史就此变得更为可看、可触、

可感。近年来迅猛增长的网络直播，又让不能

到现场参与的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看到、感受到

蕴含在“建筑可阅读”里的人文历史。

像这样诞生于民间的团队，在上海颇有一

些。早在2018年，就有记者出身、热爱城市的

有心人，组织海内外游客“走街串巷”。武康大

楼修缮后，以武康路为核心的周围2平方公里，

也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年博物馆日可对外开放

一天的历史保护建筑，更是促进了市民不仅要

去“打卡”，进而还要“打开”大门的深度旅游意

愿。顺应民心，市文旅局干脆今年以“海派城市

考古”为工作重心，欢迎市民广泛参与其中，甚

而还要在9月旅游节期间，评选最佳“海派城市

考古队”……

者报记者 朱光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从江南西子湖畔

出发的36方印章入藏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西泠印社主题创作印章捐赠仪式日前在

北京举行,36位社员创作的36方印章，永久在

党史展览馆“安家”。上海有8位篆刻名家入

选，入选规模在各省区市中名列前茅。

篆刻是海派文化值得自豪的艺术门类，

如海派艺术大家吴昌硕同时也是西泠印社的

首任社长。西泠印社介绍，在此被收藏展示的

作品，须兼具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此次入

选的韩天衡、童衍方、林公武、刘一闻、孙慰祖、

张索、唐存才、张炜羽等8位上海篆刻名家，都

是西泠印社社员，也是海派篆刻的代表人物，

曾为中国篆刻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在篆

法风格方面，这批作品兼及战国秦汉古玺印、

明清流派印等多种艺术风格，或大气磅礴，或

婉约细腻，或高峻恣肆，或独辟蹊径。

来自上海的西泠印社副社长韩天衡操刀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枚主印。这枚汉

印大气庄重、线条古厚平正，又富有变化。如

“产”字头部的留红，与“历”上方的留红、“览”

与“馆”之间的留红呼应，“党”字的火字底曲线

又与“产”字的文字头形成斜角呼应，就使全印

有了空间节奏感，有了虚实、阴阳，寓奇于平。

韩天衡接到创作任务时正在住院，他不顾身体

虚弱，构思多稿，细细打磨，完成了作品。他

说：“作为有60年党龄的老党员，能够刻这样一

方印章，感到责任重大，非常光荣。”

西泠印社理事、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金石

碑帖专业委员会主任唐存才介绍，受邀的艺

术家平均年龄已近古稀，接到任务后，都满怀

对党的深厚感情，秉持对艺术创作的匠心，高

质量高水准完成了印章的篆刻。“每一位受邀

篆刻家，要先拿到一个印文选题，按照印文的

内容设计出草案，提交的草案得到严格把关，

确保作品的艺术水准。”唐存才说。

考古，是门专业，最初只是对青铜

器、石刻等古代文物的考察研究。但

是，随着时代发展，考察研究的对象也

更为广泛，时间范畴也可以拓展到近

当代。例如，故宫早先只按物质价值

分拣文物，亦即金银玉器等贵重物品

才算“文物”；近年来，如戏曲戏服、日

常用品等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态、生活

方式的也被纳入文物研究范畴。

考古，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研究。

上海县、上海地区乃至上海作为城市

的历史，怕也不是每个上海人都了然

于心。例如，上海的中心原本是在青

浦青龙塔一带，是源于吴淞江作为航

道，带来的交流、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

——远超同时代的港口泉州、宁波。

但如今上海的中心在苏州河和黄浦江

畔。这是由于水系的“改道”——吴淞

江作为航道逐渐淤塞，其支流苏州河

被拓宽成主航道，乃至浦江两岸成为

上海的窗口……东方明珠成为地标。

城市形成与经济贸易、人口流动、

文化蓬勃等多种元素密切相关，其综

合性之高，乃至于没有精通所有的“专

家”。加之，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流动

性，也需要人人都参与其中——人人

都是城市建设的创造者、见证者。城

与人，彼此成就。因而，“海派城市考

古”也是一个人人都能参与的“专业”，

人人都是“专家”的“专业”。每个人眼

里都有海纳百川的上海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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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城市考古，是对“建
筑可阅读”这一理念的深化
与践行。在上海进行建筑、
街道、街区等深入考察、考
据、考古，不仅仅是城市文化
研究专家的学术领域，也是
市民休闲生活的乐趣。为
此，本报自今日起开设“海派
城市考古”专栏，与大家一起
发现海纳百川的城市之源、
城市之美、城市之光。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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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폊헾듳슥뢩苏州河 者报记者 钦훐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