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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长   米的双子山溪流瀑布

2017年4月，上海世博文化公园开始

公开征集设计方案。众多富有山水情结且

充满想象力和创意的上海市民，提出建造

一座能够登高望远、尽览浦江两岸风光的

山峰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政府的采

纳，双子山项目于2020年10月15日正式

开工。如今，世博文化公园的双子山已然

成为中外游客纷纷追捧的公共空间，是

Citywalk的打卡胜地，被人们誉为“古代

上海的淀山”“当代上海的阿勒泰”“魔都上

海的黄果树瀑布”。

畅想“世博会”的奇人
2010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盛大举

办。上海浦东“世博会”的展示馆，将“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演绎得淋漓尽

致。世博园区中的永久性建筑“一轴四

馆”——世博轴、世博中心、主题馆、中国馆

和演艺中心，它们的理念十分先进，设施完

备，功能齐全，既节能环保又体现了生态和

谐。在那里，天蓝地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景象令人陶醉。主题馆的设计独具匠

心，巧妙地融入了上海传统的“弄堂”“老虎

窗”等元素，让人们在感受现代建筑魅力的

同时，也能回味老上海的独特韵味。

世博园区的“制高点”更是一大亮点，

它巧妙地将一根高达165米的烟囱，改造

成高达201米的观光塔。同时，对于园区

内原有的一批历史建筑，相关部门采取了

有效保护、科学改建、合理利用的举措。例

如，将黄浦江畔三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

型船坞和船台改造成演出场所等。这种独

特的构思和充满艺术感的畅想令人振奋，

引人深思。

实际上，早在1910年，上海就出版了

一部名为《新中国》的幻想小说。作者陆

士谔在书中描绘了上海城市未来发展的

构想，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中国崛起的渴

望，他期望自己的祖国“睡狮破浓梦，病国

起沉疴”。

陆士谔（1878—1944年），名守先，字

云翔，号士谔，笔名云间龙。1878年，他出

生于青浦朱家角镇。陆士谔是20世纪初

著名通俗小说家和名中医。他于32岁时

创作的《新中国》是一部以梦为载体的幻想

小说。在书中，“我”做了一个奇妙的梦，梦

见宣统二十年，世界万国博览会在上海浦

东举办。为了方便市民前往参观，建成了

“跨越黄浦江，直筑到对岸浦东”的大铁桥

和越江隧道，还建造了地铁。有趣的是，在

建造地铁（电车隧道）时，大家还发生了争

执，有人认为应建造在地下，有人主张建造

高架，争论到最后，考虑到车辆在高架上行

驶噪声太大，而且既影响市容又不方便，最

终决定建造地下电车隧道。

除了万国博览会，陆士谔还梦见人民

广场（跑马厅）建起了上海大剧院（新上海

舞台）；浦东也已开发，其繁荣程度与上海

不相上下；租界的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昔日

趾高气扬的洋人见到中国人彬彬有礼……

小说结尾，“我”与妻子手牵手前去参观，兴

冲冲、急忙忙之时绊了一跤，一觉醒来才发

觉是一场梦。妻子说：“这是你痴心梦想久

了，所以才做这奇梦。”他却回答道：“休说

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这部小说在当时具有非凡的意义。在

那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发展面临诸

多困境，传统的封建思想和西方列强的压

迫使得城市发展举步维艰。而陆士谔的这

部小说，就像是黑暗中的一束光，它不仅展

现了人们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更体现

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的思考。

具有诗性的上海，
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
岁月流转间，城市的空
间不仅变得越来越美
丽，而且人们对美好家
园的向往也日益强烈。

▲

世
博
文
化
公
园
双
子
山
示
意
图

九峰之祖的灵动淀山
梦想者陆士谔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来自

黄浦江的源头——淀山湖。一般而言，人们

常常认为上海只有江河湖海，没有丘陵山

峦。然而，明朝万历的《青浦县志》记载：“自

凤凰到昆岗，相距二十里，约一二里即一峰，

体势联亘，游者忘倦”，这里实际上是一片上

海山水画卷的观赏胜地。

这连绵的九峰由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

为：厍公山、凤凰山、薛山、佘山、辰山、天马

山、机山、横（云）山、小昆山，中间有“三泖”环

绕。“长泖、圆泖、大泖”闻名遐迩。而号称“九

峰之祖”的淀山精致而灵巧，位于这一列群山

的西北方向、淀山湖的东侧。

风景总是与人文相伴相生。那与淀山

湖相互映衬的淀山，一直以来以环境幽静、

风光秀丽而闻名遐迩。它被历代文人誉为

江南的“小蓬莱”，其青绿山水的十大胜景吸

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从古至今，淀山湖的绮

丽风光备受名人雅士的喜爱，是人们修身养

性、创作诗词、抒写丹青的绝佳之地。这里

的青山绿水所蕴含的旖旎风光和深厚的人

文积淀，更是得到了“云间二陆”（陆机、陆

云）等丹青高手的青睐，成为古代上海书画

雅集的文化高地。

晚年隐居于淀山湖畔的元代画家李昇，

曾建有“淀山草堂”。元代杂剧作家陈以仁有

诗赠之：“积玉溪头水拍天，草堂只在淀山

前”。李昇擅长描绘窠石墨竹，与柯九思齐

名，并且兼工平远山水。他还与元末明初居

于青浦的著名文人杨维桢、王逢等常有诗词

唱和。他于元朝至正六年（1346年）创作的

《淀山送别图》，把古上海的山水景象描绘得

栩栩如生、灵动非凡。

李昇的《淀山送别图》向我们展示了古时

淀山湖的浩渺。淀山与九峰都源自浙江的天

目山脉，先是淀山开始萌发，而后延伸至九

峰，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所以淀山被称为

“九峰之祖”。在这幅画中，山环水绕，洲接渚

连，一叶小舟随着波浪缓缓远航，山势连绵起

伏，树林错落有致，山间的步道以及寺庙、楼

阁、殿宇隐约可见。那座淀山看似低矮，但与

淀山湖相互组合，便构成了古上海婉约而雅

逸的山水画卷，其意境十分独特。

历史上，九峰三泖曾是黄公望等古上海

书画名家创作的体悟之地。黄公望曾有《九

峰雪霁图》和《写山水诀》画论问世，这里更是

他经典之作《富春山居图》创作的孵化之地。

而李昇那寄情于景的《淀山送别图》，可以看

作“上海版”的《富春山居图》，它们都是海上

书画流派的重要源头。

2016年，青浦博物馆征集了一套意

义非凡的《淀滨寄隐图》册页。这套册页

由青浦何氏名医何鸿舫、金石学家吴大

澂题名，是青浦诸生胡则忠（1836—1883

年）收藏的江南文人雅集之作。册页汇

集了长三角地区众多文人墨客的书画

题咏，生动地描绘了具有千年历史的文

化名山风骨和淀山湖的诗性韵味。其

中所涉及的题咏者多达108位，反映了

当时江南文人诗酒作伴、泼墨挥毫、相

继唱和的文化情怀。这不仅传达了百

年前文人雅士在淀山湖畔的文化盛事，

更是上海城市历史文脉传承的宝贵文

化遗产；同时也是长三角地区文化交

流、人缘相亲的互动典范。

城市绿肺的公共空间
如今，位于浦东世博文化公园的双子山，山水相连、

相依相偎，宛如一颗绿色明珠，是上海当之无愧的城市

“绿肺”。它既融合了木石山水之美，又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文化内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理

念展现得淋漓尽致，营造出一个和谐、绿色的自然环境。

双子山的山体和水体完美结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美

观大气的山水格局。山体北面有溪流瀑布潺潺流入山脚

下的湖泊，这种动态的景观象征着上海城市的生机与活

力。双子山北低南高，呈环抱之势，仿佛汇聚了城市的繁

荣之气。在造山理水的手法上，它借鉴了上海本土山水

原型淀山湖和“九峰三泖”的自然绿色生态，营造出四季

皆有不同的美景，山水相互映衬的人工山林景观。在这

里，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充分体现了自然和人居环境的

有机统一。在环境布局方面，双子山更是融合了社会性、

公益性、观赏性和实用性等多种功能。

双子山不但是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一座崭新地标，

更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典范之作。它就像一首奏响城市

自然风光的交响乐，是古今上海历史穿越与文脉传承的

贯通纽带；更是观赏上海城市风光、感受现代活力和领略

海派格调的瞭望台和感悟之地。

作为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标志性景观，这座“无中生

有”的人造双子山，占地达30万平方米，由48米高的主峰

和37米高的次峰组成。山体上种植了7000千多棵乔木，

其中包括银杏、香樟、雪松等，是国内第一座高度超过40

米的空腔结构、人工仿真的自然山林，也是上海市区唯一

的“高”山。

人们如果站在双子山的山顶观景平台，凭栏远眺，可

以将大歌剧院那独特的建筑造型、温室花园里丰富的植

物种类、中心湖的波光粼粼、十一孔桥的优雅姿态、申园

的古典韵味、世博会的“四宝”（原俄罗斯馆、卢森堡馆、意

大利馆、法国馆）的异域风情以及卢浦大桥的雄伟壮丽等

建筑和景观尽收眼底。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陆家嘴的“三

件套”（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大厦）也能清晰地

展现在眼前。若向下俯瞰，整个公园绿意盎然，闹中取

静。沿着步道盘山而行，可以观赏到充满自然野趣的瀑

布，还有形态各异的山石。山间还设置了众多的驿站和

咖啡馆，市民们可以在这里小憩、聊天、分享生活趣事。

双子山的建造，生动地体现了当年上海“世博会”的

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有山有水又免费”的双子

山，践行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建造双子山，就是要将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让人民拥有

幸福感和获得感，从而增强城市的凝聚力与创造力。

从规划公布伊始就广受关注的“双子山”，是市民充

分参与城市更新和建设的典范之作。它不仅激发了人们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创造、参与和分享的热情，使其成为

“上海21世纪标志性市级公共活动中心”；更是对世博精

神的传承和发展。它让上海市民能够看得见山，望得见

水，从而忆起乡愁。在新时代的浪潮中，上海正朝着“科

创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的国际大都市迈进。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相信

具有诗性特质的上海人，一定会在“海纳百川、追求卓越”

的城市精神感召下，敢想善干、勇于创新；登高攀强，争先

创优，让上海在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征程中，成为浦江两岸

舞动中国的精彩之“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