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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日称之为“上海
里弄底”的大杨浦，转悠一
条南北向的马路，可以看到
上海开埠以来一直到现在
城市发展壮大的四个时代，
这就是1927年上海成立特
别市以后建成的黄兴路。
黄兴路建于 1926—

1930年，是贯穿大杨浦的
一条南北向主干路，南边
跨过周家嘴路连接宁国
路，北边经过五角场连接
淞沪路，两头通向黄浦
江。黄兴路串联起了整个
杨浦区，沿着黄兴路从南
往北做鱼骨状丰字形转
悠，可以看到大杨浦特有
的三个百年即百年工业、
百年市政、百年大学，其中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江湾
五角场开建的旧上海市中
心，是当时最具海派想象
力和执行力的城市空间。
黄兴路的南段从周

家嘴路一直到黄浦江边，
讲述上海开埠后城市发
展的第一个时代的故事
（1843—1912）。这里是公
共租界1899年往东拓展
而成的工业区，是杨浦城
市空间发生发展之源。最
早的杨浦区就是原来的公
共租界东区，以东西向的
杨树浦路为轴线，范围比
现在小得多。当年的北界
在周家嘴路一线，杨浦自
来水厂、杨浦发电厂、上海
船厂以及原裕丰纺织株式
会社后国棉十七厂（现在
是国际时尚中心）等百年
工厂和百年市政，呈串珠
状排布于黄浦江岸线。本
世纪上海“一江一河”城市
更新以来，这里被打造成
为杨浦滨江，被联合国称
为世界少有的工业遗产集

聚区。目前在此基础上，
这片旧日的租界空间正在
吸引美团等一批互联网大
公司聚集，发展新质生产
力。黄兴路上的长阳创
谷，1920年是东华纱厂，
1952年改为中国纺织机械
厂，2015年开始转型发展
成为创意园区，曾经吸引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克强
到这里考察调研。大杨浦
周家嘴路以北，一般没有
石库门里弄，但是旧日杨
树浦路一带是租界，路南
是多个万人级工厂，路北
是旧式石库门里弄，形成
杨浦工业区特有的城市肌
理。有意思的是，在黄兴
路一边的眉州路上还可以
看到苏州河北岸难得见到
的邬达克建筑，是1936年
由上海实业家陆伯鸿委托
设计的圣心女子职业学
校。这个邬达克建筑现在
是东航管辖的宾馆和一所
知名月子中心的所在地。
黄兴路北段从走马

塘到江湾五角场的空间，
讲述上海城市发展的第
二个时代的故事（1912—
1949）。1922年孙中山提
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世界
商港城市，1927年上海成
为特别市之后提出大上海
计划，要在租界之外的江
湾五角场建设上海自己的
市中心，与租界开展竞
争。同济大学毕业后来留
德回国的博士沈怡担任工
务局长，主持了这个上海
自主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宏
大项目。大上海计划的实
施因为日本人入侵而中
止。现在留下的印记可以
分为大小两个空间。小空
间是在淞沪路以东和翔殷
路以北建设的新上海行政
中心，标志性建筑是市政
府大楼、市图书馆、市博物
馆、江湾体育场等。市政
府大楼周围建设了十字形

主干道，南北向是世界路
和大同路（后者未建），东
西向是三民（现三门路）和
五权（现民星路）。新上海
市区的大空间，西至今逸
仙路，南至走马塘，以五角
场为中心建设五条对外的
放射形主干路，即现在的
黄兴路、四平路、邯郸路、
翔殷路、淞沪路。现在转
悠大上海计划的空间遗
存，可以发现这些
历史建筑已经焕然
新生，江湾体育场成
为市民健身休闲的
好去处，绿瓦大楼成
为上海体育大学的行政中
心，杨浦区图书馆变成闹
中取静的读书胜地并设有
大上海计划的展示馆。
黄兴路中段从周家嘴

路到走马塘的空间，讲述
上海城市发展的第三个
时代的故事（1949—1978

年），特别是解放后建设工
人新村的故事。1949年
后国家要求上海建设生产
性城市，为了给工人阶层
的先进分子解决居住问
题，新中国首任上海市长
陈毅亲自布局建设两万户
工人新村。杨浦区是工人
阶层密集的工业区，承担
建设一万户，是两万户建
设中的主力军。因此大杨
浦的老房子主要不是石库

门里弄，而是整片整片的
工人新村。那时控江路以
北是一片农田，于是在控
江路到走马塘之间的空间
规划建设了控江新村、凤
城新村、鞍山新村、长白新
村等四个工人新村。此外
还有单位自建的新村如同
济新村、公交新村等。七
十多年过去，建于五十年
代的工人新村开始面临城

市空间更新和提高
生活质量的挑战。
我的一个博士毕业
生在长白新村街道
当书记，他在一线

有新意地开展工人新村的
版本升级工作，把当年两
万户建设中属于第一批的
长白新村228街坊，转型改
造建设成为集生活、商业、
文化和休闲等公共服务为
一体的新型15分钟生活
圈，同时保留了几栋二层
楼的老房子做上海工人新
村展示馆。这个案例已经
成为上海建设人民城市的
一个新故事。

黄兴路过了五角场以
后成为淞沪路，最近20年
发展起来的大学路和创智
天地，可以讲述上海城市
发展的第四个时代的故事
（2003年以来）。五角场
周围是上海的大学集聚
区，百年大学有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上海财大等。
2003年杨浦从工业城区
向创新城区转型，提出校
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的
发展思路。扎根上海、眼
光超前的香港企业家罗康
瑞继新天地开发成功之

后，开始在五角场谋划建
设有新意的创智天地。通
过建设创智天地、大学路
步行街、江湾里等城市空
间，打造出了上海大都市
耳目一新的文化消费空
间。同济大学的建筑规划
教授，在大学路旁边的高
档商品楼住宅区，搞了有
乐趣、可参与的都市创意
农园，“推波助澜”地增加
了这个网红地标的创意与
成色。大学路与创智天地，
代表了黄兴路发展的新高
地。我曾引入3T理论（即

tolerance、talent、technology），
tolerance是要建设有开放
性和包容性的城市空间，
talent是要用包容空间吸引
有创意的年轻人和大学生，
technology是要鼓励年轻人
有了新思想就可以去创业。
今日黄兴路两头勾连

了上海两个世界级的城市
空间与项目，即杨浦滨江
和创智天地，从黄兴路的
过去与现在可以充满自信
地看到上海建设有世界影
响力的中国式国际大都市
的诗与远方。

诸大建

上海有条黄兴路
孔门大弟子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

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里的性，应该是
指人性，或人的本性。孔子不言说，很有
可能是因为人性问题不好说，特别不容易
透彻地说清楚，从而怕子弟们理解不了。
笔者的一个强烈的印象是，孔子对

“仁”以外的深
奥理论问题都
很慎重。即便
是“仁”，孔子也
不作抽象的议
论，而是针对弟
子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点拨，并且具
体、通俗。这里插入几句说明，即论孔子
思想也好，论儒家思想也好，核心内容都
是“仁”，均可称作“仁学”；近年来，有学
者从哲学本体论角度深入研究，建构“仁
学本体论”，形成宏大的专著。
另外，孔子对各种超常规的事物、现

象、话题，也避而远之，起码是不会主动
谈论，正如孔门弟子所记录的“子不语
怪、力、乱、神”。
不过，《论语》里还有一句与人性相

关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认
为，人的本性都差不多，彼此彼此，十分
接近。而习，就差得远了。习，本义是鸟
多次练飞，引申为重复。文中的习，是习
惯、习俗、习染、习以为常的意思。总之，
习是人的各种实践表现。
对人性问题看法不一，两千余年来

从未统一，将来也统一不了。如果硬要
统一，那只能统一到孔子那里。因为，只
有孔子的话无懈可击。

习相远是有原因的。人的原生家庭
不一样，从小受的家教不一样，周边小环
境的影响不一样，读书的状况与程度不
一样，生活的大环境即时代和社会不一
样，个人能够选择时所选择的道路不一
样，等等。所以，个体人的实践表现自然

而然会千差万
别。再加上现代
人能够理解的基
因因素，可以更
全面地说明，人
和人是不一样的。

看人，主要看表现。人性、人品很抽
象，但会从具体的言行中或多或少地透
露，被他人觉察。孔子与许多弟子相夕
相处，有的交往二三十年，对他们自然十
分了解。孔子对他们的公开介绍、评论
不少，如“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
喭”，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枨
也欲”，如“师也过，商也不及”。多指性
格，也指品质和道德。总而言之，弟子们
各有特点，都不一样。
忽然想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追

求和，是由于有不同，有不一样。而达到
和，并不是不同的彻底消失，只是它们之
间相互的克制、调整，也有妥协、退让，最
终容纳、平衡。最高的和是融合，最高的
融合是水乳交融。但遗憾的是，水乳交融
只是比喻，在人际关系中不可能完全实现。
人与人不同，不一样，不可怕，只要

大体上和就好。可怕的是表面上同，一
样，但实际上不和。面和心不和，就是一
种“同而不和”。

白子超

人与人是不一样的
——“重读论语”之二

身处繁华喧嚣的大都市，我们
竭尽全力为未来奔波忙碌，而忽视
了身边的美好，淹没了内心的声
音。电影《走走停停》却在不经意
间让我们停下脚步，静静聆听内心
的低语。它以细腻的笔触和真挚
的情感，描绘主角吴迪虽身处人生
低谷却不忘找寻自我与希望，更展
现了一个大龄青年在面对生活压
力和自我实现时的困惑与挣扎，让
我深受触动。
影片以以繁华著称的北京市

为背景，讲述本应处于上升期的而
立青年吴迪却经历事业与爱情的
双重挫折，为此，
他不得不选择回
到故乡寻找新的
生活起点。“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也正因这个决定，
他遇到了过去的同窗冯柳柳，重新
点燃了对生活的热情，两人曾经纯
真的友情在共同的欢笑与泪水的
浇灌下开出绚丽的爱情之花。此
电影以家庭轻喜剧的形式呈现，将
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生活气息和
人性温度的美好世界。
影片对主角吴迪的人物塑造

成功之一便是以当代大龄青年的
我们为模板，让观众能在不经意间
感同身受。虽然事业和爱情给予
了他沉重的打击。但他敢于努力
去面对现实的勇气，以及不愿放弃
寻找新生活的坚持让我深感敬
佩。而冯柳柳的出现仿佛是他身
处深渊的一束阳光，带来温暖和希
望的同时更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自
己的过往。吴迪在冯柳柳的陪伴
下，逐渐找回了自信和勇气，开始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和价值，两人
之间的友情也在此刻悄然转变。

他的成长和变化也潜移默化地鼓
励着我，让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无
限可能和希望。
影片中的家庭关系也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吴迪与亲人之
间的相处，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受到
“家”这个字的温馨。他们之间的
亲情纽带更让我体会到了家庭的
力量。在吴迪经历低谷时，也正是
家人给予的这种无私的支持和鼓
励，才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重拾
旧日自我，挣扎向前。这不正是我
深感羡慕和向往的家庭吗。同时，
影片虽然也揭示了现代家庭在面

对生活压力时的无奈和挣扎，但也
正是在风雨前，才更能体现出家的
美好，也让我懂得应该珍惜与家人
相处的每时每刻。
在情节设置上，《走走停停》带

入了许多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和
场景。比如，吴迪与冯柳柳在小镇
上漫步时，那些逐步后移的街景和
回荡在耳边的乡音让我回想起家
乡的温暖和亲切。他们一起品尝
家乡的美食、参加社区活动、与邻里
交流互动等情节都充满了烟火气和
真实感。这些情节不仅仅只是丰富
了电影的内容，更让观众回想起自
己的家乡从而产生情感共鸣。
此外，电影中的音乐和画面也

是一大亮点。导演通过细腻的镜
头语言，将北京与家乡的风土人情
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些折射的光
影，街景和人物都让我感受到了浓
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底蕴。电影
中的音乐更是动人非常，旋律、情

节与画面相得益彰，水乳交融，给
观众带来了深刻的观影体验。
在观影过程中，打动我最深的

正是电影中细腻而美好的感情。
吴迪与冯柳柳之间的友情和爱情
让我感受到如沐春风般的美好和
温暖。他们在艰难的时候相互扶
持，不遗余力地帮助对方一起成
长，共同度过了许多艰难的时刻。
这种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着我，也
教会我要好好珍惜眼前人。
通过这部电影也让我们得以叩

问本心，何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面对生活压力和挑战时，我们又

当如何保持内心
的平静和坚定？
在面对困境时如
何寻找自我和希
望？这不正是我

们应该去深思和探讨的问题吗？
总而言之，《走走停停》是一部

感人至深的电影。它不仅让我感受
到了生活的美好和温暖，也让我思
考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电影中的
吴迪是一个充满勇气和坚韧的人，
正如当下的我们，虽然生活一地鸡
毛，但只要不放弃对生活的热情，希
望的阶梯就在不远处。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像吴迪一
样勇敢地面对生活挑战和困境，学
习“吴迪”的勇气，成就“无敌”的我
们。同时，我也希望这部电影能够
给更多的人带来启示和感动。
阳光所照之处，生命自强不

息。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
寻找自我与希望，大步向前。

徐一峰

阳光所照之处，生命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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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增村保
造 诞 辰 100周
年，本届电影节
展映了其六部代
表作品。

一棵种在茶盅那么大的小花盆里的
鸭脚木，被移到直径30厘米的大花盆
中，刚开始那几天，它似乎不太适应新环
境，显得迟钝而苍白；两个星期以后逐渐
恢复元气，到第三个星期便阔气起来，先
是枝叶舒展、陆续冒出新芽，接着分枝散
叶、壮硕的叶片垂挂，很快树形增大到原
来的四五倍，蓬蓬勃勃，生机盎然。
鸭脚木属于木本观赏植物，原本生

于原野。我在小区的绿化带里见过，长
到三四米高还没有歇气
的意思。当初出售绿植
的商店只给了它一个茶
盅大小的花盆，买回来
养了四五年，不见长高，
也不见冒出新芽。经年的老叶逐渐枯
萎，青黄不接里只见黄，不见青，一副老
气横秋奄奄一息的模样。
正巧有一个大花盆空置，顾不上仔

细探究能不能把这棵鸭脚木种活，先换
个盆、换上土再说。没想到换个盆儿、换
了土，这棵鸭脚木不仅活过来了，还活出
了另一番精彩。
移盆换土是室内绿植必修的功课，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想想却颇有哲理，这
是一个进化和成长的过程。且不说观赏
植物，农业上经过移栽获得丰收的农作
物不胜枚举，像经过插秧移植的水稻以
及辣椒、茄子、西红柿等等，离开拥挤、被
精心呵护的苗圃，到大自然广阔的天地
里自由生长，吸收来自四面八方的风云
雨露，到了收获的季节，便赢得属于自己
的丰收。
由此想到我们自己，从幼儿园到小

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从校园和家
庭走向社会、从熟悉的故乡移居他乡，我
们在一次次迁移、一次次“移盆换境”中，
寻找到新的起点，取得了发展和进步的
机会。
即使我们从出生到独立行走于天地

之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原乡，我们又何尝
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打量生活呢？比如
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发展自己的爱好，从
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参与和融入的

过程中，体验新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这不仅能
给人带来全新的思维和
灵感，还有助于培养智
慧和能力。

再比如改变自己的学习态度和方法，
不拘泥于某个人、某种观点，只要能够启
迪我的成长，我都兼收并蓄，在不断突破
自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新的挑战与困
难，更快地获取新知识和掌握新的技能。
吉尔伯特 ·凯斯特勒说：“改变并不

简单，但它却是在一段时间内唯一保持
不变的事情。”在一盆花木中，我们或许
能够看到人生的缩影。生命就像一盆花
木，需要不断地换盆换土才能茁壮成长。
此后几个月，我经常察看移盆换境

之后的鸭脚木的情状，它不紧不慢地翠
绿着、旺盛着、茁壮地成长着。它有自己
的天性和生存法则，它比人更加自由轻
松、更加快乐无忧。我没有责怪自己的
意思，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触景生
怀，睹物思情，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
植物的简单，但我们可以从植物身上汲
取智慧，获得启发。

李 灿

移盆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