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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一座古城被看见
□ 华 翔

一个镇江的民间活动，却让笔者想起了去年底的
一则央视新闻。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组织30余名书友相聚在焦
山，聆听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李叙彬关于创作《读
碑焦山》的初衷，并跟随他实地探访焦山碑林。

镇江的焦山，山不在高，却有盛名，被誉为书法之
山、历史之山、文化之山。其焦山碑林，为江南第一大
碑林。有“碑中之王”“大字之祖”之称的旷世奇碑
——“瘗鹤铭”就出自焦山。焦山碑林与西安碑林一
南一北，各领风骚，有人说西安碑林是雄浑的黄河文
化的象征，而焦山碑林则是清奇的长江文化的凝结。

央视的那则新闻于 2019 年 12 月 3 日在央视 1 套
《晚间新闻》播出，关注的成都邛崃市推进“有机更
新”唤醒古城重生的探索实践。今日的邛崃，是“一
座平静又平凡的小城”，按现在的城市排名，也就四五
线城市级别。但历史的邛崃，却是巴蜀四大古城之
一，其位于临邛古城区核心区域的文脉巷，是中国唯
一一条以“文脉”命名的街巷。有云，它承载着古城的
厚重历史和文化渊源，如今却乏人看见。

唤醒一座古城，2019年7月初，一场名为“一个院
子，让一座古城被看见”的建筑设计竞赛在邛崃拉开
帷幕。设计师需要设计的对象，是邛崃市临邛古镇文
脉巷片区内的任意一间院子。这场竞赛收到来自全
球585组参赛者包括美日韩等多个国家顶尖设计师报
名，有效方案达234份。而竞赛背后，组织者的意图更
在于以文化复兴重塑城市生命力，具体则是：以“街巷
肌理的延续、建筑风貌的重建、繁庶临邛的情景再现”
为路径，通过植入新的城市功能、产业和文化，形成具
有城市新功能、经济新模式的成都西部区域中心城市
新坐标，未来将呈现独具艺文古韵的城市更新名片。

8个月之后，邛崃文脉坊街巷复兴项目全面铺开
建设。然后，就是央视1套的焦点关注。《城市观察者》
如是评论：川西古城临邛在历史变迁中传承文脉、延
续荣光、留住乡愁的同时，焕发出新的生机——呈现
出一个充满活力、令人向往的“未来新古城”，兼具千
年古都与现代城市的双重身份，蕴含着无限可能……
以文脉为线索，以文脉坊为起点，这场城市更新带来
的不只是一个院落、一片街区的更新升级，更是一种
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升级和进阶。

“被看见”，《城市观察者》如是解释：这是深谙人
文主义地理学精髓的一个概念。人们深深眷恋的地
方不一定都是可见的。作为物理空间，房屋和街道自
身无法创造出地方感，只有当它们拥有强烈的地方风
情、视觉特征和清晰的边界时，才具备了可见性。可
以通过诸多方式让一个地方成为可见的地方，比如利
用艺术、建筑、典礼和仪式所产生的驱动力。通过引
人注目的表现可以使地方变得鲜明真实、被看见，而
通过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愿望、需要和功能性规律
为人们所关注，更能增进人们的地方感和对于一个地
方的认同——一旦形成地方感，最初无差异的空间会
变成我们逐渐熟识且赋予其价值的地方。

“被看见”，其价值不仅仅是在文化与乡愁上。在
区域一体化不断掀起浪潮，兄弟城市竞相奔跑的竞争
格局中，我们的城市需要“被看见”；在全球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产业分工格局加速重构
的格局中，我们的城市需要“被看见”；再具体一些，在
招商引资、人才争夺，在打造镇江成为极具吸引力、极
富成功机会的创新热土的新征途中，我们的城市需要
一次次“被看见”。

回到“文脉”，相比于邛崃的一条文脉巷，镇江的
文脉更多更厚更醇，焦山碑林只是其一。但亦如焦山
碑林一样，如今却更多的只是在民间团体、文化活动
中“被看见”。

10月19日，全市建设美丽镇江推进大会召开，会
上有言：塑造（镇江）“历史厚重、古今辉映”的人文魅
力，实现自然与人文的和谐共生，实现建筑与人文的
相通共融，实现经济与人文的合力共兴，实现城市精
神与人文的全面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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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人新闻的
另一种角度解读

□ 华 翔

一则挺普通的“抢人”新闻，淹没在茫茫信息海
中。百度搜索关键词，也只跳出来三四则相关条
目。《广州日报》全媒体11月30日报道：大专学历者
可以申请落户广州南沙区了，其条件只是你要在南
沙区的重点税源企业、招商类企业等11类用人单位
工作。

这新闻，再普通不过，因为“抢人大战”背景下，
深圳、武汉、杭州等城市的户籍政策早已向大专学
历者放开。但公众号《城市战争》却从中嗅到了不
一样的信息，用其文中的话说：“这个事情真正的重
点是，广州11个区，目前只有南沙区的户籍向大专
学历者放开。”同样，上个月也有被诸多媒体议得不
亦热乎、褒贬不一的“抢人”新闻，即流量艺人杨超
越、直播网红李佳琦先后落户上海，在《城市战争》
这里得到了新一种角度的解读。

舆论的热点在于，杨超越、李佳琦属于一类类
型的非标准人才，而上海则是典型的高门槛城市，
如此轻松落户，贬的人认为上海不严肃，上海户口
多么金贵，草根出身的流量网红也配？褒的人则认
为上海愿意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在户籍政策上创
新，是上海开埠之初那种海纳百川精神的回归。但

《城市战争》却敏锐地观察到：“李佳琦落户的地方
是崇明岛，杨超越落户的地方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这两个片区都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偏僻，非
常的偏，绝对不是阿拉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上只角区
域。”

文章进一步分析：无论是李佳琦还是杨超越，
之所以能够落户上海，都是因为上海把人才政策下
放到各区了。于是，从广州南沙的大专学历落户到
上海的非标人才落户，《城市战争》的观点出来了：

“差别化管理”是上海、广州这波人才争夺战搞出的
新意思。文章认为，这是城市管理非常好的一个趋
势，有助于大城市的精细管理和科学管理。并且，
差别化管理如果从户籍政策向其他领域推广，每个
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各种精细化的政
策，非常有助于大城市多样性的形成。

大城市的“差别化管理”，这是抢人新闻的另一
种角度解读。从这个解读出发，笔者却也找到了又
一个新的角度。

先说触发思路的文中一句话：“崇明、临港这类
下只角区域，想要吸引高端人才，当然没什么好筹
码，能拿得出手的也就上海户籍这张王牌了，这是
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进一步想，崇明、临港为什
么要吸引杨超越、李佳琦落户呢？

杨超越、李佳琦是新经济类型中娱乐经济、网
红经济的代表性人物，而这类新经济的迅速崛起

“蹿红”，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消费结构的变化和一股
新经济力量的喷薄而出，已然成为新经济新业态的
重要代表。但说实话，杨超越、李佳琦们只是恰逢
其时，被这股势力推上了舞台，真正的决定力量则
在于背后的推广平台和运作资本，再进一步，是近
年来随着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变革带来的数字技术赋能、产业链支撑与
新模式创新。真正的新经济赛道，标准的高端人
才，其实是这里。

但同样，在这样的高端赛道上，譬如同在上海，
崇明、临港这类下只角区域又有什么样的好筹码与
中心城区或者浦东这样的国家级开发区直面竞
争？但资本再强、技术再新、核心产业再怎么打造，
不也得要有配套吗？就像决定性的力量是直播平
台与资本，但没有网红人物，同样也玩不转啊，即使
李佳琦随时可能“崩”、随时可以换，但一定得有李
佳琦们，不是吗？所以，当“上只角”冲着核心的马
云马化腾们发力时，咱“下只角”就冲着配套的杨超
越李佳琦们使劲，同样也能闯出一片天。道理不用
多说，想想牛仔裤的发家史吧。

于是，抢人新闻的再一种新角度解读出来了，
这就是新赛道上，“下只角”得学会差异化竞争。但
同样要划重点，即差异化竞争的成败关键，不在差
异化本身，而是配套，配套，配套！

观赏地图

江南的秋色似乎比节气来得更迟一点，
但今年镇江的秋色的的确确火了。除了不时
霸屏的风景照，还有旅游市场中出乎意料的

火爆。今年的秋色为何火了？业内人
士给出了更多视角。

“这与近几年城市建设密不可
分。”市住建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镇江市区有26座山体，到
‘十三五’末，其中过半山体已经
完成了整治，其中相当部分作为
开放式公园或是绿地向市民开
放。并且近五年，全市每年都会
新建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共绿地，

城市生态的不断优化，市民亲近自
然成为一种可能。”2017年，我市更是

明确提出了“多彩化”的绿化理念，要求季
相分明。经过几年努力，镇江的秋色正变得
越来越迷人。

茅山森林覆盖率达到 96%，但今年的秋
色却似乎格外引人关注。相关工作人员分析
认为，除了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的整治
提升，近几年旅游项目的落地让游客可以近
距离赏秋也是重要原因。“句容福道，它串联
了主要景区和乡村旅游点等，当道路穿过山
林，路旁景观再进行打造提升，那沿路的景观
一定是美轮美奂。如若没有道路，有些山林
之美，只能藏于深山，市民和游客根本不可能
领略到。”该工作人员坦言，“其实以前的茅山
秋色也不是不美，但游客往往走马观花，远远
一看即走。但现在温泉谷等一批体验式项目
落户后，游客来玩推窗即景，人们可以近距离

地沉浸其中，发现美，体验美，印象自然深刻，
感悟也会不同。自然口碑也有了！”

11月，我市多家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在安
徽等地级市推介镇江秋冬季的旅游线路和产
品。“上半年亏损，下半年补”是我市众多旅企
的共同选择。旅行社业内人士分析，我市传
统旅游市场10月份一过，进入秋冬季便进入
淡季，所以秋冬季旅游产品不丰富，推介和运
营力度也较弱。但今年一改常态，一些旅行
社将秋冬季旅游产品和线路作为主营业务在
抓，从市场反馈来看，游客也开始对我市的秋
冬季旅游资源进行重新审视和接受，焦山秋
色已经在市场形成了一些影响力。

无独有偶，钱雪平告诉记者，十年前，当
时为了增加焦山风景区的树木品种，种植了
银杏大道，将位于枫树林位置的苗圃搬迁，留
下了枫树，并且补种了一批枫树。十年培育，
这些树木形成气候，变成了美丽景点。今年，
旅行社更是将这些秋色“打包”形成产品，推
向了市场。

“世界从不缺少美,只是少了一双发现美
的眼睛。”法国雕塑艺术家罗丹的话似乎再度
被验证，旅游业内人士分析，“由于疫情，许多
不方便远游的市民便只能选择本地游，重新
寻找和发现身边的美。镇江的缤纷秋色，甚
至令许多在此生活多年的市民惊叹。”

（摄影：杨宪华 谢戎 宏宇 老马）

江中浮玉，漫山红遍，层林尽染，五彩斑斓
的景致吸引着游客纷纷前来赏叶打卡。

12月2日，焦山风景区迎来一批来自扬州
的游客。今年60多岁的扬州客人刘国英正摆
弄着自己的手机不停拍照留影。“没有想到焦
山冬天这么美！”刘国英感叹，“几年前，我和孙
子来过镇江，当时是暑假，也游过焦山。没想
到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不同的魅
力！”

从11月伊始，醉人的秋色
便悄悄爬上了众多网友的朋
友圈。美丽的镇江就如同一
幅如诗如画的五彩油画，在
网络世界悄悄被打开。“重
新感知镇江之秋，重新感受
镇江之美。”一张张美丽的
秋日风景照道出了许多网友
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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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日，气温急速下降，对于观赏叶片
来说，这是加速分化和变色的好时机。梧桐
叶落、柿叶染红、熟透的野果散发出诱人香
味……哪里才能看到镇江秋冬季美丽的风
景呢？日前，记者在多位业内人士的帮助
下，梳理了一份秋冬季赏叶地图，广大市民
和游客可以趁着节假日去欣赏大自然的馈
赠之美。

焦山是市民们熟知的赏秋胜地，乘着景
区的小红船，徜徉其间，触目可及金黄的梧
桐、红色的枫叶林、金色的银杏。“焦山秋色
最美观赏点有银杏大道、枫树林、碑林和佛
学院的古银杏树。目前，银杏正是最佳观赏

期，红枫和杉树林正在变为深红
色，下周应该进入最佳观赏

期。”焦山风景区绿化科
的钱雪平介绍说。

北固山一年一度
的秋季菊展总是会吸
引着许多花友们前
来赏花。古雅的室内
陈设，花的幽香与景
区的历史人文意境交

织在一起。“菊花历来被
文人雅士所喜爱。近几

年，持续固定的菊花展已经在
游客和市场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目前
菊花花期已进入尾声，我们正在筹备兰花展
和水仙花展。”北固山景区负责人王智慧说，

“这个季节，北固山之美，除了赏花，还可以
赏叶。甘露寺下方的银杏已经有250多年的
历史，每年到了赏秋的季节，我们都会有意
识地让清洁工保留一些地方的落叶，以保留
秋冬的意境。”

金山湖风景区，一池的枯荷傲然矗立，

残缺的枝叶在寒冬低处守望，临水栈道旁的
水杉渐渐完成了从浓绿、金黄到橘红的渐
变，如同打翻的调色盘。晚秋的美景，每年
都会吸引园艺爱好者黄先生前来赏秋。“我
有意识地将今年的照片与往年比较了，发现
今年叶子红得慢，所以颜色的层次更丰富。
这与今年冬天来得早，冷得不快有关系。”

茅山风景区，风吹一轮，便叶深一色。
茅山风景区工作人员说：“赏红叶、听山泉，
品茅山最美叶色，成为许多市民的新选择。
走进深深的山林之中，在鸟儿窸窣声中，放
眼望去，连绵的山脉被秋天渲染成明艳的红
色、灿烂的金色和夺目的黄色。秋天的茅山
湖，湖水清澈平静，周围的树木和花草色彩
斑斓，芦苇在风中摇荡，处处是迷人的景
色。”

南山风景区、赤山湖湿地公园……除了
这些传统的“大”景点之外，在采访中，记者
发现一些平日深藏闺中的景点也被重新发
掘和定义，如南山的高崇寺、陈庄村，甚至黄
鹤山等开放山体公园等也都受到了驴友们
的喜爱。此外，10月份的伏热花海等也颇受
市场看好。丰富多彩的农耕体验、具有田园
风味的乡村自然之美，秋冬季的乡村游、生
态游、养生游也成为赏叶季的不二选择。

“秋色”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