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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嘟假嘟”？真不舒服
曹 刚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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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古镇，浦东原住民的真实

生活画卷。”这是建筑历史文化保护

专家阮仪三对新场古镇的评价。和

其他江南水乡不同，“前店中宅、跨

水为园”的独特布局，折射出当年新

场大户人家亦商亦农的惬意生活。

日前，在2023新场镇文化艺术

季开幕式上，记者发现，作为申

遗的重要内容之一，经过一年多

的修复改造，这座海派“后市

河花园”正式掀起“盖头”，化

作千年古镇的天然舞台幕

景，也成为海派水乡古镇的

“公共会客厅”。

重 建
“十三牌楼九环龙，小小新

场赛苏州。”位于浦东新区中南

部的新场，成陆于唐代中期，到

了元代，下沙盐场新迁于此，遂名

“新场”，成就几百年间富甲一方的

繁华景象。

古镇里，有江南艺人评弹说唱

的第一茶楼，七百年前就点起香火

的南山寺，中西合璧飞檐翘角的张

厅，处处展现出古镇的原汁原味。

新场的独特之处不止于此。“新

场申遗清单项目中，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是恢复‘前店中宅、跨水为园’

的风貌。”新场古镇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党支部书记缪帆告诉记者，“跨河

花园”是新场古镇迥异于其他江南

水乡古镇的特有形态。解放前，后

市河的东岸都是大户人家，房子前

有大街、后有河道，为了突破空间限

制，他们又造了桥，跨过河去利用空

地造后花园。这次改造空间由两部

分组成，一个是花园部分，另一部分

则为休憩商业配套空间。

“这个空间的建成为新场观光

廊道打开了一个切入口，形成了中

心广场区域，将对古镇往南开发起到

引导作用。我们将以此次改造为起

点，塑造后市河西岸魅力观光廊道，

将这里打造为苏州平江路之类的街

区，市民不出上海就可以徜徉在都市

里的水乡‘后花园’。”缪帆说。

重 生
记者看到，重新设计改建的老

宅院落鳞次栉比，粉墙黛瓦互比高

低，马头墙、观音兜、飞檐翘角形成

一道道古色古香的线条。正如古书

所云，“其间读书仕宦及骚人隐士，

志趣各异，寻花问竹，对弈分题”，新

的跨河花园在细节中体现着新场历

史文化的独特韵味。比如，采用金

山石的材料替代原来的泥石小径，将

新场古镇的发展历程制作成铜版石

刻，镶嵌在石板之中。小径南侧是绿

野花园，在植栽选择上，将各种植物

进行重新空间组合，并增加了部分观

赏草类植物，为跨河花园的四季之

色，提供一个良好的植被“底色”。

绿野花园之中，还布置了一条

曲径，白色砾石和汀步与新场古镇

的盐文化相呼应。曲径之中的弯折

处，设计师巧妙地选取古法制盐著

作《熬波图》中的其中三幅，以蚀刻

金属的方式印在景石之中，进一步

阐释了盐文化的主题。

邂 逅
在繁华的后市河花园对面，跨

过马鞍水桥，即为当年的张氏宅第

等“大户人家”。尽管历经百年岁月

沧桑，张氏老宅依然透着中西合璧

的“大户”风采。客厅里进口马赛克

地板平整如初，大门的门柱是具有

欧洲风格的雕花石刻立柱……在这

里，记者邂逅了张家后人——82岁

的张立艺先生。“我小时候在对面的

花园里玩耍，那里有父亲的三间书

房，我也曾住在那里，可惜在我两岁

半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张先生特地到楼上取来一张当

年家人在花园里的合影，身后的葡

萄架藤蔓旺盛。他回忆，儿时的花

园里竹影婆娑，种植了桂花、绣球花

等，花园周围被冬青树围绕着，中间

栽种一棵松树。说到童年的趣事，

张先生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候客厅

里铺的马赛克都是进口的，工程剩

下的一些马赛克就被放在花园里，

我们可以在里面玩个大半天也不嫌

累。”他听叔叔等长辈说，花园里还

曾养过马，那是当时有钱人的时尚

“健身方式”。

记者求证了项目负责人了解

到，张先生所说的张家后市河花园

是如今改造后市河花园的一部分，

当年和它相邻的还有“黄家花园”，

曾是新场富商黄振如的家，后来还

出了位院士黄培康。黄家后人黄老

太太也描述了一番小时候后市河花

园的景象，成为这次改造的重要依

据。她回忆，穿过后门的小桥，那时

候不少大户人家都会自建一个小

桥，通到河对面的后花园，有点像鲁

迅笔下的百草园。“花园里有许多花

花草草，我依稀记得，有蔷薇、蜡梅、

茉莉等。空地中间是一座假山，小伙

伴们经常围绕着假山玩耍。空地深

处是成片的竹林，这些竹林和其他

人家的竹林连成一片，连绵悠长。”

共 生
“再造新场古镇后花园不只是

为了留住记忆与乡愁，更是希望通

过整体修复改造，让新老生活方式

在历史建筑中共生。”负责该项目整

体方案的同济联创设计院设计师宣

磊介绍，旧时的跨河花园和许多江

南私家园林不同，并非深藏不露，多

数都没有围墙，仿佛是古镇的公共

客厅，展现了海派水乡古镇特有的

大气包容。“修复重建不但能让后市

河焕发出新魅力，还能为古镇的居

民和游客们提供一个休闲放松的好

去处，实现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

有机结合。”

据悉，新场镇艺术季活动为期

半个月，推出创 ·艺术、创 ·申遗、创 ·

国学、创 ·乐享、创 ·乡村5个主题系

列活动、24个文化项目、50多场子

活动。其中，开幕式、“盐”新场手作

节等多个重点活动，都在后市河花

园举行。新场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这里还将建造新场建筑研学博

物馆，以方便市民游客了解老建筑

保护背后的故事；在新场古镇文化

会客厅等非遗文化、新场文创活动

等将轮番登场，让非遗文化“活”起

来、“火”起来。

本报记者 宋宁华

传承“前店中宅、跨水为园”风貌 让新老生活方式和谐共生

新场古镇重现海派水乡“后花园”

本报讯（记者 王蔚）由上海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主办，上海开放大

学承办，金山区农业科技教育信息

中心协办的上海乡村民宿管家培训

班今天上午开班。培训以“理论授

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的方式开

展，课程内容包括民宿创业与运营、

民宿服务的基本规范、民宿主题与

环境提升、品牌打造与推广等。

据上海乡村民宿协会统计，目

前本市获得证照的乡村民宿有400

多家，实际运行近4000家，就业人

数已逾万人。随着民宿业升温，规

模效应、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等短板

问题也逐渐显现。为助力上海乡村

民宿规范化、持续性发展，本市首次

集中开展民宿管家培训。除了理论

学习，还设立现场教学环节，精选一

批主题鲜明、经营有特色的网红民

宿作为教学观摩点。本次培训班有

来自金山、松江、嘉定等地区的50

多位民宿行业人员参加，今年计划

培训100人左右，涌现出懂管理、善

营销、会服务的“专业型”民宿管家。

上海今开展乡村民宿管家培训
弥补规模效应、管理规范、服务标准短板

▲ 游客悠闲漫步在新场古镇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金风送爽，秋意盎然；文化

魅力，熠熠生辉。昨天，“金风玉

露 美育滨海”石化街道社区日

活动在金山区石化街道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举行，街道为居民准

备了街舞体验、红色文艺原创基

层展演、中华昆虫展、非遗麦秆

画制作等18项丰富有趣的活动，

吸引了近500人前来参与，通过

活动让居民感受文化之美、城市

之美。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社区日活动感受文化之美

第一次听到孩子说“尊嘟假

嘟”，有点蒙。后来才知道，是卖萌

语，意思是“真的假的”，是又一个

“谐音梗”新词，线上线下都很流

行。和之前走红的“挖呀挖呀挖”有

共同特点：低幼化，能迅速在年轻人

尤其是中小学生之间蔓延。

层出不穷的网络新词，某种程

度上反映了年轻人的个性与创造

力。借助这些“梗”，他们可以快速

辨别同类，感受到“你懂我”的群体

认同。但每次听到，还是觉得“真不

舒服”。这样的新词，掌握得越多，

真实词汇量其实越贫瘠。一味追求

新奇、搞笑、幼稚，忽视语言本身的

规范和准确，会导致混乱和退化。

戏谑玩乐多了，敬畏之心就少了，肉

麻和有趣之间的界限，便渐渐模

糊。对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中华

语言文化，反倒丢掉兴趣和责任。

有些吊诡的是，“尊嘟假嘟”最

近还被多家公司抢注为商标，莫非

这些经营者觉得，“昙花一现”的网

络热词能为企业打造品牌形象带来

实质帮助？尊嘟假嘟？

如果企业能适度而巧妙地利用

网络新概念，为品牌注入更多年轻、

活力的元素，或许能寻找到一种创

新的市场策略。但事实上，大多数人

只是为了蹭热点、迎合流行，想赚快

钱。缺乏实质的品牌价值塑造和深

度发展策略，企业前景恐怕只能和这

些新词的命运一样：热度转瞬即逝，

注册还没成功，词已被人遗忘。

显然，网络热词的流行是短暂

且浮躁的，不能替代传统的语言表

达方式，更不具备构建品牌形象和

价值的能力。无论是个人还是企

业，都应该更注重提升内涵、修炼内

功，而不是盲目追逐火爆一时的短

暂光芒。

在尊重和鼓励年轻一代勇于创

新的同时，如何维护中华传统文化

的规范和纯洁？在利用流行文化推

广品牌的同时，如何注重深入挖掘

和塑造品牌的核心价值？在创新与

传承、流行与底蕴之间找到平衡，是

一个持久课题。

▲ 新建的一尺花园 新场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