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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央视借着电视剧《繁花》
开播一周年，播放了18分钟的“尾花”
《好久不见》。有个场景是淮海路巴黎春
天门口的埃菲尔铁塔之下，宝总和汪小
姐暌违8年后重聚。

有人以为这个埃菲尔铁塔，就像《繁
花》是虚构的，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这是
小看淮海路了。巴黎春天门前，真
有过一座埃菲尔铁塔模型。我不
止一次在埃菲尔铁塔下走过。

只是在年份上没有和宝总汪
小姐对上。

记忆中，巴黎春天是在2001
年开业的，作为中国首店，很是隆
重，法国驻华大使白乐尚也来了。
跨世纪之夜是1999年最后一天，
巴黎春天还没有剪彩，为什么已经
有了埃菲尔铁塔？

我请教了上海淮海集团副总
经理吕宏，当时他在卢湾区旅游局
工作。他说，1995年，香港内衣大
王罗杰伦开设了巴黎春天百货，
2000年由香港新世界百货接手，
那就是后来的巴黎春天。在跨世
纪之时，为庆祝巴黎春天商厦在淮
海中路开业，埃菲尔铁塔已经竖起
来了。我在网络上找到了千禧年
巴黎春天门前埃菲尔铁塔的旧照
片，以图像证实了它和上海人一起
跨世纪。

这座埃菲尔铁塔模型高25米，重25
吨，当年造价高达6位数。搭建后，埃菲
尔铁塔成了淮海路的标志性景观——当
时还没有网红打卡地之说。

王家卫的历史还原度就是高。虽然
不乏嵌入式广告的痕迹，但是很柔顺且
精准地还原了跨世纪之夜淮海路的花样
年华。

那个夜里，我沿着淮海路，从西藏南
路走到陕西南路，也就从20世纪走到了
21世纪。100年只有这么一个夜里可以
跨世纪，一个人一生跨世纪也最多一次，
要有仪式感的。我到了埃菲尔铁塔之
下，只是没有见到宝总和汪小姐，也没有
像他们一样拍照。那时候手机还不具有
摄像功能。

巴黎春天落成时，被看作淮海路上
最最洋气的新建筑，米黄的外表，还有些
许ArtDeco风格的浮雕，不失雍容。而
且很少有这样的店家，店招牌很小，不仔
细看，还以为是没有店名，倒是应了真有

钱的人不愿露富的潜规则。
宝总和汪小姐8年前应该在这个街角

约会过，当时是公泰果品店，他家的新长
发糖炒栗子，焐热过一代恋爱男女的心。
没有交通管制，淮海路上真就是人

轧人，汽车举步维艰。每个人的表情都
是轻松的。淮海路上好多商店跨世纪营

业，生意做到午夜过后。
一年之后的2000年最后一

夜，淮海路东首分明是不甘示弱，
跨年倒计时有了新花样。上海、
香港、纽约三个大都市的时代广
场同步举行“苹果倒计时”。以往
只在影视里见到的场景，在新落
成的大上海时代广场门前的开阔
地上演。上万人看着商厦外墙上
的大钟时针，放开喉咙，齐声倒数
五四三二一。倒计时的表现极其
“苹果”，从苹果柄开始变色自上
而下……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苹果
是供图像处理的电脑，苹果手机的
正式发布是在2007年，进入中国
大陆市场则是2009年。
仰脸看淮海路上24座桥灯，已

经从临时的毛竹架，升级为一劳永
逸的不锈钢架，每一座桥灯下，挂
满了霓虹灯广告：长虹电视机、卡
帝乐衬衫、北欧风情家具……几年
后，桥灯被评为上海十大夜景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初，淮海中路

最灿烂的一段——重庆南路到陕西南
路，一头造南北高架，一头挖地铁，居民
动迁，商店改造，马路开挖……路不像
路，店不像店。离开淮海路的人，有离开
的不舍，住在淮海路的人，有住的怨气。
到了90年代中期，终于雨后彩虹，

淮海路回来了，虽然断舍了不少旧情，不
少旧屋，也迎来了新的时尚，新的眼界。
后来的好几年，淮海路就是这么踌

躇满志，这么任性勇敢、浪漫亢奋，这么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像极了电视剧《繁花》中90年代的

激情无畏。可以想象，淮海路每一座新
楼的背后，都有宝总、汪小姐、玲子、李
李、范总、爷叔的忙进忙出……每一座商
厦里面都有黄河路的觥筹交错。或者庆
功，或者失落，或者算计，或者奋发。
就是这么想着，21世纪的四分之

一，已经在身后很远了。25年前的风云
人物和看风云的人物，大多脚翘翘在说
着“退休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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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园区的开发，是按照上
海市委、市政府对世博园区的功
能定位和发展要求来推进的，践
行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
博理念，并将继续秉承和推广这
个理念。

2011年7月，上海市政府成
立了“上海世博园区后续发展领
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
园区开发建设，包括编制
园区规划、创新开发建设
模式、园区招商等全局性
工作，协调重点项目的落
地实施。具体则由世博发展集
团作为执行单位来组织推进。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明确，世博会
地区是上海市中央活动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上海全球城市核
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

按照规划，世博会地区后续
发展突出公共性特征，具体将形
成“五区一带”的功能结构。浦
西包括两大功能区。一是依托
原浦西企业馆区的文化博览区，
定位为“能够引领全市文化发
展，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博览

文化集聚区”；二是整体保留的
城市最佳实践区，定位于“塑造
集创意设计、交流展示、产品体
验等为一体，具有世博特征和上
海特色的文化创意街区”。浦东
包括三大功能区。一是以世博
村地块为依托的政务办公社区，
建设成为“高效的政务中心，活

力的办公园区，宜人的居住空间
和生态的滨水空间”；二是原AB
片区组成的会展商务区，定位于
“知名企业总部聚集区和国际一
流的商务街区”；三是原C片区
组成的后滩拓展区，规划为世博
文化公园。“一带”指依托滨江绿
地和休闲公共服务设施形成的
沿江生态休闲景观带。
市委市政府把整个C片区将

近两平方公里的土地来建设世博
文化公园，这在中国城市发展中
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土地如果出
让建造商务办公楼或者房地产，

收益可达上千亿元。而建造服务
市民的城市绿地，不但没有这些
收益，还要投入几百亿元进行建
设。这说明上海在世博后续开发
上很好延续了“城市，让生活更美
好”的理念，很好践行了“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原则，在城市管理上
注重精细化和长远发展。

世博文化公园内新建了七大
主题项目——世博花园、申园、双
子山、温室花园、世界花艺园、大
歌剧院、国际马术中心。其中，上
海大歌剧院总建筑面积为14.6万
平方米，为上海最重要的文化地
标之一。而国际马术中心则是中
国第一个永久性专业马术赛场。
公园配置了千余种乔、灌木植物，
营造自然生态的春景秋色。中央
湖区引入黄浦江水源，通过水体
净化，主要指标可达到III类标
准。园内还规划多条慢行系统，
引入智慧公园管理，保障游园的

安全便捷。
央企总部聚集区以商务功

能为主体，以“小街坊、高密度、
低高度、高贴线率”为理念开发
建设。楼房大多在50—60米的
“低高度”，仅有少量高度在120
米；大部分街道为宽约20米的窄
街道，方便行人过马路；除了有

集中的中心绿地，每个街
坊里面还有自己的小绿
地。区域内28栋楼各自
都不设围墙，完全对外开
放，行人走50米到200米

左右就可以穿越整个区域。这
种布局，一方面使城市生活和城
市景观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也增
加了更多城市交往空间。

世博园区后续开发已经15
年了，把它建完还要若干年。这
样的慢更新，说明上海在很用心
地规划城市，目的就是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

戴智伟

世博理念推动世博园区城市更新

边疆地震，我十分牵挂，微信问询，朋友们十分淡
然。现代社会，人们对地震也能安然处之。又看到产
房的医生，晃荡中保护儿童，足见边疆人的纯朴。那些
收拾完珠宝玉器再跑的年轻人，让我想到游荡在江中
也舍不得丢掉铜钱的古代商人。当代人的抗风险意识
十分强大，超过我的认知。
地震也让我想到童年难忘的抗震经历。
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在鲁东南大地上，也刮起了

一阵抗震的旋风。我大约十岁，每天看着大人们在秫
秸搭成的草棚里躲地震，感觉很好玩。有
的还要在草棚里挖土一米深，要比平常住
在平房里刺激。脸盆里，倒立一个酒瓶子，
预告地震。遇上刮风、下雨雪，防震棚里能
听到各种声音，那是风雨雪与秫秸碰撞、撕
扯的声音，像一群人在打架。因为不用担
心秫秸屋塌了会砸死人，人似乎又回到了
茹毛饮血的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在那一刻得到很好的诠释。
那一年，我不过十岁，堂哥也属小龙，

正好大我一旬。堂哥高中毕业刚满两年，
当时在生产队做会计。有一个时家三姐，

也是高中毕业，喜欢堂哥。我经常见她红扑扑的亮着
脸来，又颇含失望地阴着脸走，我就对堂哥的做法不
解。时家三姐是风风火火的性格，像田野里奔跑的兔
子，堂哥要是娶了她，两
个高中生，说不准会有美
好的未来。只是，时家三
姐每次来想钻防震棚，堂
哥总是不追随她。堂哥
站在防震棚外，像当时放
电影前加映的新闻纪录片
中的外交官那般肃穆。
清晰记得在一个细雨霏
霏的傍晚，时家三姐眼泪
掉得比雨儿大多了。她哭
着跑了，以后再没有来找
过堂哥，这一别，四十多年
过去了。
彼时，家是徐庄的嫂

子还是姑娘，经人撮合，与
堂哥有了交往。农村提
亲，很有仪式感。记得当时买了礼品，我是小跟班，担
着去徐庄送礼，想想都很美好。那一年防震，堂哥的徐
庄对象就到防震棚里来找哥哥。我这个小叔子，就像
电影里的特务，常常在防震棚外偷听。有时，把他俩的
对话公之于众，会弄得两个人满脸绯红。防震棚还没
有拆干净的冬天，堂哥把堂嫂娶回家。我当时很纳闷，
这个堂嫂和时家三姐相比，要文化没文化，要长相也逊
时家三姐一筹，哥哥为什么会看中了她？
今年清明节前夕，我回临沂老家一趟，妹妹已在老

屋原址上给我盖上了新房子，院子也铺上了地砖。堂
嫂烙了小时候才能吃到的香油饼，用的是妹妹面粉厂
加工的面粉——妹妹说，她加工的面粉不放任何添加
剂，怪不得油饼那么好吃！嫂子是个睁眼瞎，但她每天
喜欢看抖音，天下大事知道的比我还多，见解不亚于我
这个“城里人”。岁月让老嫂子脸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
“地瓜沟”，我说起四十年前她和堂哥钻防震棚的往事，
堂嫂红晕了脸。看那洁净的地面，仿佛阻挡了风雨吹
打秫秸屋的声音。
记得当年地震警报解除后，防震棚还保留了很长

时间。每当走过那些防震棚，我总会回忆起那些温暖
的故事。我对边疆人说，我是经历过地震的人。第一
次地震不可怕，关键是要预防后面的余震。地震中的
美好，会让你感觉人间尚有许多可恋之处。平静地活
着，总不如经历一次风险，才能真实地感受平凡中的美
好生活。
大堂兄三岁的嫂子，也快奔八十岁了，时家三姐，

也快七十了吧。故乡不见了防震棚的踪影，儿时的美
好，却永远存留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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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研究会会长
卢礼阳向我提及赵超构
与郑振铎的交集。这个
问题，在我的脑海已经
盘桓多年。我手头掌握
了一些素材，但后来因
没有发现更加翔实的材料
予以支撑，便将它彻底丢
到爪哇国去了。

记得老报人张林岚先
生，也曾给我出过这个题
目。2011年冬月，在上海
肇嘉浜路景福苑张宅书
房，我听他海侃新民报往
事。他突然搁下话题，说，
赵超构与郑振铎都出生在
温州，他们之间的来往，你
可以挖掘一下。

张老早年写诗，与“九
叶派”诗人唐湜是青年诗
友。他又向我讲述了另外
一件事。1998年春天，他

到温州采访写作《赵超构
传》，曾到市区的花柳塘拜
访唐湜。他们在街上找了
个小酒馆小酌，酒酣耳热
之际，他还就此请教唐
湜。唐老对赵超构与郑振
铎两位前辈，知之甚少，不
善言辞的他憋红着脸用结
巴的温州话吐了四个字：
“不识乡亲！”

张老当时未及细问，
对此一直不明就里。温州
话“不识乡亲”，是“生分”
的意思。个中内情，我等
不知矣。

过不几天，礼阳兄给

我带来好消息，称上海外
国语大学退休教授陈福
康先生藏有一通赵超构
亲笔信。我惊喜不已。陈
福康是郑振铎研究大家，
他收藏的赵超构信函，一
定涉及郑振铎。拿信读
过，果不其然。信不长，照
抄如下：
福康同志：

来信所刊名单，那批

民主人士的姓名、关系都

是不错的。但是你记上△
的人名，我也不清楚。因

为我们在香港上

船，香港的地下党

派来的工作人员和

党员赴北京的，我

们就不大熟悉了。

两个项姓的小朋友，不一

定是吴全衡的孩子。吴是

胡绳同志的夫人，孩子不会

姓项吧？包达三有女儿，郑

振铎有女儿，都是不错的。

专复

赵超构

七日

1991年1月，正在撰
写《郑振铎论》的陈福康，
抄录了一份当年民主人士
北上参加新政协的人员名
录，写信请亲历者赵超构
予以确认。

1949年2月，赵超构
与郑振铎、叶圣陶、柳亚
子、马寅初、徐铸成、王芸
生、刘尊棋等27位民主人
士乘坐“华中号”货轮从香
港北上，共同迎接新中国
的诞生。为不引起海关的
注意，他们化装易服，装扮

成生意人或勤杂人
员。马寅初为账房先
生，赵超构则是他手下
的司磅，郑振铎与傅彬
然则为押货员。在“华
中号”上，他们打牌弈

棋，赋诗吟诵，唱戏演出，
内心充满着对新生活的无
限向往，还就“在文化及一
般社会方面如何推进社会
主义之实现”等议题展开
热烈的讨论……

与郑振铎同行的还有
他的女儿郑小箴。信中提
及的胡绳的夫人吴全衡
是地下党员，她还有一个
使命，就是受中共香港工
委书记夏衍指派，前往护
送这批民主人士北上。赵
超构等人“奉命北上”，对

内幕并不知情。信
中提到“两个项姓
的小朋友”，赵超构
竟然不知他们是吴
全衡的幼儿，甚至

没有搞清楚胡绳原来姓
项，可见他们彼此并不是
很了解。从这封信上，我
们可以了解“知北游”一个
大致情形，以及赵超构晚
年对这段历史真实的思想
状态。

我与陈福康先生，先
是由礼阳兄作“传声筒”，
后来我们彼此加了微信
直接对话。老人住上海
松江，十分健谈，话匣子
打开滔滔不绝。他说记
忆力衰退，很多事忘记；
眼睛劳损，视力不佳。聊
及那封信，他说卢礼阳会
长盯得紧，马上就找到
了。他坦言，家里到处堆
满书，东西难找，这回算
是一个奇迹。

赵超构当年的复信，
对陈福康的学术研究并没
有发生直接的作用。他们
虽然同处一个城市，但始
终没有见过面，年迈的赵
超构事务多，他不忍打
扰。陈先生说，郑振铎在
新民晚报副刊发表过文
章，至于是否通过赵超构
发表的，他就不得而知了。

在“知北游”的“知友”
中，赵超构与叶圣陶、柳亚
子、徐铸成等均有深厚的
交谊。郑振铎本来是赵超
构的“半个温州老乡”，按
常理应该更亲近些，但他
们同乘一艘轮船，朝夕相
处近20天，除了在山东德

州途中会同宋云彬、傅彬
然等外出买过一只烧鸡之
外，再也没有发现任何额
外有关个人交往的“只言
片语”。对于这样一个结
局，我是始料不及的。

追寻先贤足迹的过
程，那一定是寂寞的，而我
却十分受用。我因此而遇
见了远去的故人张林岚、
唐湜前辈，遇见了一直陪

伴左右相扶相携的卢礼阳
兄，遇见了心仪已久的陈
福康先生……书山有路，
学海无涯。学问者，学学
问问，一路前行，四海是
家。结果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遇见的人，遇见的事，
遇见的一路风光，如此这
般美好，这就足够了。
（谨以此文致敬赵超

构115周年诞辰。编者注）

富晓春

“不识乡亲”又何妨

“世界城

市日”的申设，

来自于世博会

上《上海宣言》

的倡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