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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据解放日报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
期，武康大楼再度登上上海乃至全国
的热门景点榜单。短短3天，武康大
楼所在的衡复历史风貌区迎来42.4
多万人打卡。

而且，人们打卡的节奏变慢了：
不再候着红灯间隙匆匆按下快门，而
是在街区微更新打造出的最佳拍摄
点位上驻足“拗造型”，再阅读脚下导
览信息按图索骥，走进街边咖啡馆慢
酌细品，体味一幢幢老建筑散发出的
历史文脉气息，来一场深度漫游。

与此同时，不久前经过修缮重新
开放的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纪念
馆，也以厚重的红色历史起点和典雅
的石库门建筑风格成为新网红，短短3
天假期，就有数万人次排队参观。

阅读老建筑，在上海已成新时
尚。而保护和传承好老建筑蕴涵的历
史文脉，在上海也已是一种城市共识。

应保尽保
张园地块靠茂名北路一侧，海派

风情橱窗吸引了路人驻足拍照。在外
人看来，自2019年1月保护性征收生
效、居民搬走后，除了这排新添的橱
窗，这片历史街区似乎没什么变化。

但张园并非静悄悄：长达两年半
的“闲置”时间里，无数人投入了大量
精力，实地勘测、头脑风暴，修改讨论
设计最为妥帖的保护方案。纵使在
流金淌银的南京西路商圈里，张园地
块拥有极为高昂的商业价值，但在城
市更新和“留改拆”的背景下，保护张
园42栋历史建筑和风貌肌理，更是无
可置疑的“金不换”。

“在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
风貌区的管理上，上海正在实行最
严格、最科学的保护制度，制定加强
历史风貌保护、促进历史建筑活化
利用的一系列政策。”在2021上海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主论坛上，上海市
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过 30 多年不断发展，上海已
形成较为全面的历史建筑保护体
系，涉及 1058 处优秀历史建筑，397
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250个风貌
保护街坊和 44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

“点、线、面”相结合，应保尽保。
在城市发展中，为了应对涌现的

新挑战，历保手段不断更新。针对建
筑风格多样、面广量大的痛点，上海启
动“一幢一册”保护档案编制，夯实家
底。截至2020年底，完成3151幢优秀
历史建筑档案编制，占比超过97%。

推动城市更新、传承城市记忆，
难免会与城市开发、能级提升产生
不协调，需要从顶层设计破题。

“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完成中
心城区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和零
星地块改造。根据普查，在旧改范
围内里弄建筑中约 84%都是历史建
筑。上海市规划资源局副局长白雪
茹透露，上海正在通过强化立法支
撑和政策供给，加强历史风貌保
护。如，针对不同旧改类型，形成了
带保护保留建筑定向或协议出让，
存量补地价、扩大用地等差异化土
地供应政策。记者了解到，日前上
海还落地800亿元城市更新基金，加
快探索超大城市有机更新的新路
径、新模式、新经验。

因地制宜
坐落在30度锐角街口的武康大

楼，是许多新人拍摄婚纱照的取景
点。然而，在马路上取景拍摄的同
时，存在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得益于2019年启动的武康大楼
修缮和周边道路整治工程，武康大楼
旁的人行道被拓宽3.6米，留出驻足
空间。结合武康大楼的住宅性质和
所处区位，项目团队还把外墙上的雨
棚、晾衣架和空调机架“藏了起来”；
周边架空线整治拆除，景观得到进一
步提升。同时，解决了楼内部居民

“急难愁”问题。如改造辅楼楼顶废

弃空间，新增公共晾衣区和花园，楼
内23户合用厨卫也全部得到改造。

“结合大楼需求，我们因地制宜提
出‘外做减法、内做加法’的修缮方案。”
上海市徐汇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建筑保护讲究因地制宜，这一理
念，在上海已经深入人心。实际上，
城市更新同样因循“在地”精神，保存
历史信息，延续特定的历史文化。

在中共一大会址修缮中，针对
局部石库门山花的出盐泛碱现象，
修缮团队采用纸筋石灰加水泥，掺
加氧化铁按原样进行修复。水泥颜
色与周边山花相近，表面则涂刷砖
红色涂料进行“平色”。

为了解决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楼
（原博文女校）的沉降和排水问题，
原址外墙四周重新设计了一圈排水
沟，进行防潮防水处理，确保不影响
正常使用。

“修缮工程坚持‘不改变文物原
状’的原则，所涉及的原工艺、原材料
进行详细的考证和研究，还原历史原
貌；同时还要满足中共一大会址的

‘可读性’。”上海建筑装饰（集团）设
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中伟说，“按照

‘最少干预’的原则，尊重历史。”
针对保护等级较高的文物单位，

上海跨前一步从建筑修缮转向主动
预防。记者获悉，开展预防性保护的
探索和研究，强化理念创新、技术创
新和机制创新，尽早发现文物建筑存
在的潜在风险，及时干预，防患于未
然，更好地使文物建筑“延年益寿”。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一生中
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她从事国
务活动的重要场所。此次预防性保护
基于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对文物建筑
的分析、监测、评估和日常管理，力求
尽早发现潜在风险，及时干预，是上海
近现代文物建筑保护工作从抢救性
向抢救与预防并重转变的有益探索。

活化更新
上海有着“万国建筑博览”美

誉，随便路过一条上海的小马路，就
可能遇到一幢有故事的文保建筑，
发现一段值得记取的历史。

2020年，关于武康大楼的一则旅
拍分享帖，在小红书平台收获点赞和
收藏量达4.4万次。在今年，位于宝
山的“冷门经典”——宝山净寺又火
了。除了日常打卡分享，更有用户为
其写下了“真大唐风，非小京都——
为宝山净寺溯源”这样的解读分析。

越来越多的小众老建筑被人们
挖掘、赏鉴和解读，尤其是大批年轻
人，也日渐倾心于老建筑的保护和历
史文脉的传承，这得益于上海历史建
筑开放力度加大，一种城市风气的培
育与熏陶。记者了解到，从2018年上
海启动“建筑可阅读”以来，范围已拓
展至全市16个区，开放建筑1037处，
设置二维码2437处，基本实现了建筑
的可读、可听、可看、可游。

此外，上海还开发“行走上海”
App，推出“红色经典”“名人旧居”等
十余条游览参观路线，让人们能够
通过多渠道了解每幢优秀历史建筑
的前世今生、建筑特色和人文故事，
彰显历史建筑“活化石”作用。

但历史建筑不止是文化故事的
讲述者，要在新时代承担现代都市功
能，也亟待活化更新。在6月11日首
次开放的延安西路238号上海市文联
大楼，成功从私宅升级为现代办公场
所，让100年来的首次大修落幕。

除了点位更新，老建筑也承担
着有机融入当代生活的服务功能。
建于1931年的孙科住宅，是上生·新
所城市文化共享空间的重要组成部
分。这里定期举办各类展览、沙龙，
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按照《上海
市城市总体规划》打造“15分钟生活
圈”的要求，上生·新所经过多年精
心改造，成为游客打卡地和周边居
民24小时活力社区。

据文汇报 近年来，众多主旋律
影片以精深的主题表达、精湛的艺术
表现、精良的技术制作，赢得口碑与
票房的双丰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在本届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金爵论坛上，“红色经典”“主旋
律”“主流商业大片”等关键词被高频
提及。

一个观点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
同：中国主旋律电影正在赢得越来越
多的年轻观众、获得越来越热烈的市
场反馈；一批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红
色经典正在成为“新主流大片”。

“能够用影像表现和记录我们
党、我们国家曾经的来路，是我们电
影人的骄傲。”在日前举行的“主旋律
电影的市场化探索”论坛上，制片人
梁静如是说。电影业的代表们纷纷
表示：不管技术如何迭代，现实主义
电影的创作初心不变，那便是为时
代、为人民而创作；只有这样的作品，
才能突破圈层，打动各个年龄阶段的
观众。

一部主旋律电影是否
成功，关键在“怎么拍”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金刚川》
编剧赵宁宇认为，中国主旋律电影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涌现出一批优秀代表
作；2002年、2003年，电影产业改革，
主旋律影片升级，在叙事、视听美
学、人物定位和观众共情上，给了这
代创作者很深的影响；到了当下阶
段，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电影人投入
到“新主流大片”的创作中，各方面

成绩都非常不错，并不断在探索中
前进。

梁静先后操刀《我和我的祖国》
《金刚川》和即将上映的《革命者》等
主旋律影片。她认为：“主旋律电影
其实就是主流电影，因为它的价值观
就代表了一种正能量。在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电影，而且都相对在商业
上非常成功，我们还有很多的空间可
以探索。”

“越经典的题材越有潜力和可能
作出新的诠释。所以我们把红色题
材电影理解为是‘新主流电影’。”

《1921》的联合导演郑大圣说。作为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该
片刚刚与第一批观众见面，引起了热
烈反响。

“如今的主旋律电影，也可称之
为主流商业大片，它们艺术质量上
乘，在获得了好口碑的同时拿下高票
房，赢得更多年轻观众的喜爱。”《张
思德》《云水谣》《铁人》导演尹力强
调，优秀的主旋律电影之所以能够成
功，在于回归电影本体，回归市场，回
归艺术规律。“只要真的用心动情，电
影人既能够吸引观众还能够感动观
众，进而用自己的作品来征服观众、
震撼观众。”

不炫技的感人故事和
生动表演，才是真正的“高
科技”

随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不断
提高，在主旋律电影向新主流大片的
迈进过程中，“技术”成了电影市场化
绕不开的关键词。

尹力坦言，他真诚希望创作者在
掌握了高科技的今天，能够让创作回
归“本心”——把普通人的情感调动
起来，从而跟观众达到共情互动的艺
术效果。

郑大圣透露，在拍摄《1921》时，
黄建新导演不停地告诫他说：“不要
被最新的、最炫的技术诱惑，为技术
去设计场面或者镜头。”每当在监视
器前看到演员们生动的面孔时，黄建
新会经常说：“你看，这是任何高科技
达不到的，这才是‘高科技’。”

李 骏 导 演 的《无 限 深 度》有
1600 多个特效镜头，但他依然坚持
认为，在视听体验和选择越来越多
元的今天，观众之所以愿意走入影
院，是因为共同的情感体验。“我认
为所有今天在电影院里进行的技
术 革 新 ，不 管 是 IMAX 或 者 是
CINITY，都是为了增强大家在影
院里共同去感受这个凝聚力。”他
说，该片将镜头对准了小人物，“每
个时期的观众都愿意看英雄人物，
英雄主义是不灭的。电影里虽然
是普通人，但灾难来临的时候，他
们有强大的能量，有救援的能力，
有奉献的精神。”

纵观近年来主旋律电影的叙事
方式，越来越多的影片将大时代背景
下普通人的感受、经历有机结合：

《1921》回到百年前的历史现场，全景
式再现平均年龄仅 28 岁的热血青
年；《我和我的祖国》用一个个小人物
的故事折射整个大时代的变化；《金
刚川》展现了炮火下“最可爱的人”的
群像力量……

“阅读老建筑”上海新时尚
上海启动“一幢一册”保护档案编制，实行最严格保护制度，制定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一系列政策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论坛——

红色经典正成为“新主流大片”

近日，由“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青少年分会”和“万能舞蹈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汇晨曦暖阳，舞生命之光”
万能舞蹈圆满落幕，晚会销售门票所得20760元由“晨曦公益基金”捐赠北京世纪基金会。 ■王诗睿 摄

电影《1921》将映
全景式呈现建党伟业

据新华社 由黄建新执导，郑大
圣联合导演的电影《1921》将于近期
上映。电影以时代横截面切入的角
度，讲述1921年13名平均年龄28岁
的中共一大代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

故事。
导演黄建新日前在京介绍，希望

通过电影《1921》，展现早期中国共产
党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对这些人物
精神世界的深刻讲述，可以为观众呈

现一段丰富的革命历程，展示一种澎
湃着热血的向往和追求。在中国共
产党百年的风雨征程中，共产党人的
这种精神是一脉相承、贯穿始终的。”
黄建新说。 ■王鹏

2021.06.17 星期四｜责任编辑：张辰霏 视觉编辑：孙诗佳
第3版

城事·三区

■记者 毛信慧 申佳琦

全新献血公益IP形象上线
水汪汪的大眼睛，走起路来一

摇一摆，身后还有一件帅气的大披
风……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杨
浦发布全新的献血公益IP形象——

“ 血 宝 YANGYANG”。“ 血 宝
YANGYANG”有 3 个小伙伴：热血
侠、熊猫侠和星火侠，分别代表无偿
献血者、稀有血型应急献血者及朝
阳献血宣传志愿者。

“献血，让世界继续跳动”，是
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主题，旨在
颂扬无偿献血行为，呼吁更多人、
特 别 是 青 年 人 定 期 参 加 无 偿 献
血，为提升全球健康水平作出贡
献。当天，随着全新 IP 的发布，杨
浦 2021 年献血宣传月同步启动。
在杨浦各个献血点，市民们踊跃
报名，奉献爱心。

杨浦滨江的阳光集团献血点
内，体检区排起了长队，记者在现场
了解到，不少企业员工已是多次参
与无偿献血。温馨的环境、贴心的
服务，还有帽子、T恤、折扇等各类以

“血宝YANGYANG”为原型的创意
周边，受到了不少年轻人的欢迎。

“我从去年开始参加献血，计划
每年都参加，所以在第一时间知道
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就报名了，”企业

白领肖文告诉记者，“这个新的IP形
象我觉得非常可爱，非常贴合今年
的主题，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参与无偿献血。”

“热血蒙面侠，青春阳光
行”无偿献血合作项目发布

如何让无偿献血知识宣传更接
地气？如何让公民，特别是青年人
更愿意了解无偿献血？当天，杨浦
区血液管理事务中心联合阳光控股
共同发布“热血蒙面侠，青春阳光
行”无偿献血合作项目，同时建立

“公益志愿伙伴”合作关系，以更好
地促进青年志愿者队伍建设。

区血液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孙
云表示，血液工作要顺应潮流，顺
应年轻人的需求。据悉，杨浦献血
全新IP发布后，培育成长计划也会
随之跟进，之后将与包括阳光集团
在内的更多团体、组织形成互动交
流，组织“无偿献血进楼宇”系列
活动，为辖区企事业单位提供更
加优质、便捷的无偿献血宣传与
服务。

“献血与奥特曼传递的
正能量不谋而合”

5 月 28 日上午，位于翔殷支路
107号的翔殷献血点刚开门不久，上
海理工大学学生王劭文、石梦航便
来到了这里。他俩不仅是“热血

侠”，而且都是奥特曼的粉丝。这两
个年轻人在收到血站的宣传短信
后，决定在毕业前再来献一次血。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奥特曼是‘传
递光之力量’‘爱与正义’的化身。
献血是一种帮助别人的行为，与奥
特曼传递的正能量不谋而合。”王劭
文说。

日前，“上海血液中心献血成
功印章是奥特曼”的话题在网上引
起热议。在指定献血点参加无偿
献血，即可在献血证上“点亮”限量
版的卡通印章。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这个小小的创意，令献血点的
人流量大增。在此期间，杨浦翔殷
献血点的日均献血量是平时的 2
倍多。

据媒体报道，上海是国内最早
开始采供血工作、最早开始提倡公
民义务献血、最早推行自愿无偿献
血的城市之一，无偿献血人次、献血
量、血液质量安全以及临床合理用
血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据统计，
2020 年上海共募集 47.39 万人份血
液，33.06万人次参加无偿献血。全
市无偿献血总量较1998年无偿献血
制度实施的首年增长了 65.12%。
2020 年，申城 75%的献血者是 18－
30周岁的年轻人。

“举手之劳，却有可能挽救别人的生命”——杨浦启动2021年献血宣传月

让更多年轻人成为“热血侠”
众所周知，血液在临床救治中格外宝贵。血液不能人工合成、不可替代，也不能长期保

存。因此，足量、安全、持续的血液供应，是开展临床医疗救治和患者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在
上海，平均每天约有1200人次需要输血救治。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当天上午，包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
内的32名华山医院的党团员一同来到上海市血液中心，进行志愿献血。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但很有意义的事情，你伸手献出200毫升血，举手之劳，却有可能挽救
别人的生命。”张文宏呼吁市民把无偿献血当作一件“平常事”，只要符合条件的人都可以“为爱
举手”。

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加入献血者行列，献血者队伍正趋于年轻化。今年1至5
月，杨浦募集血液7521人份，同比增长10%，其中“90后”“00后”献血者占比超过一半。如何让
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能够加入“热血侠”队伍？创新宣传方式、丰富献血内涵，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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