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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印痕》

前言

　　真情　　何平　　欣闻上海市记协、新闻学会等为赵兰英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特致以热烈祝贺
。　　研讨会把&ldquo;真情&rdquo;二字作为主题，我以为，对赵兰英来说是十分贴切的。在赵兰英
众多有风格、有特色、有影响的新闻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对生活的真情，对报道对象的真情，对党、
祖国和人民的真情。　　就新闻作品而言，文字技巧固然重要，但能否向读者传递真情更为重要。虚
情假意的作品，即便文笔再生动，也会让人觉得矫揉造作，难以打动人心，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
真情则不同。它源于对真诚的深切呼唤，对真相的不懈追问，对真知的执著探求，对真理的无限热爱
。有了真，情才坦诚，情才美好，情才动人。　　真情两字，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职业操守，是
一种精神境界。有了真情，文字的躯壳内便有了鲜活的灵魂，作者才能与读者进行心灵的对话，作品
就可以传之长久。　　在我看来，赵兰英的确在用真情写新闻。衷心希望，在赵兰英的新闻生涯中永
远保持这份真情。　　（代序作者系新华社副社长、总编辑，原文为在赵兰英新闻作品研讨会上的贺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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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印痕(上海2000-2010)》内容简介：欣闻上海市记协、新闻学会等为赵兰英举办新闻作品研讨会
，特致以热烈祝贺。研讨会把“真情”二字作为主题，我以为，对赵兰英来说是十分贴切的。在赵兰
英众多有风格、有特色、有影响的新闻作品中，总是充满着对生活的真情，对报道对象的真情，对党
、祖国和人民的真情。就新闻作品而言，文字技巧固然重要，但能否向读者传递真情更为重要。虚情
假意的作品，即便文笔再生动，也会让人觉得矫揉造作，难以打动人心，更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真
情则不同。它源于对真诚的深切呼唤，对真相的不懈追问，对真知的执著探求，对真理的无限热爱。
有了真，情才坦诚，情才美好，情才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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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真情（代序）一、直挂云帆济沧海城市衣襟上的鲜花将分散的&ldquo;五指&rdquo;握为&ldquo;一
拳&rdquo;直挂云帆济沧海新概念&ldquo;风暴&rdquo;&ldquo;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
痏&rdquo;上海世纪：领跑国内数字出版上海文化体制改革：阔步走在大路上上海世博文化中心
：&ldquo;后世博&rdquo;文化效应的样本二、文化脊梁锻铸文明吹尽狂沙始见金新宋学文献渊薮，天
水朝词翰宝库《补遗雷公炮制便览》：中医药文献重大发现上海学术界：梳理百年中国社会科学史文
化脊梁昭昭之明，赫赫之功&ldquo;更无一字不清真&rdquo;一部《辞海》，百年社会发展史三、再现
文化码头上海向学习型城市迈进欢乐，上海！党心与民心所向用先进文化滋养城市文化，城市的活力
和灵魂《非常有戏》之&ldquo;非常有戏&rdquo;擂起鼓来，中华儿女唱新歌让梦想飞翔，让梦想成真
城市的期盼和盛典一曲《长生殿》，绵绵无尽期上海：再现文化码头四、一溪烟柳万丝垂让书香飘向
街区田野上海学术理论界：从管理到服务&ldquo;舒心工程&rdquo;真舒心从小市民到大市民民办社科
研究机构也能唱大戏不搞自家小杂院，力办社会大课堂种桃种李种春风不学礼，无以立一溪烟柳万丝
垂文明礼仪：通向世界的自荐书五、罗丹在上海&ldquo;思想&rdquo;罗丹在上海&ldquo;思想&rdquo;星
河灿烂上海演义文化&ldquo;三国&rdquo;城市跳动的脉搏燃起民族文化的火焰民间工艺，向何发展都
市里的&ldquo;村庄&rdquo;六、世纪同龄一朵云世纪同龄一朵云文化薪火的传播者《咬文嚼字》：小
刊物，大影响教你怎样做人涓涓不壅，终成江河文化繁荣的追寻昨夜好戏读《重读近代史》有感七、
与孟子庄子&ldquo;同游&rdquo;解读战国楚简参天之树必有根，怀山之水必有源撩开&ldquo;翁氏藏
书&rdquo;面纱上海最早移民：4 000年前的豫东人上海图书馆亮家底：善本碑帖喜煞人甲骨：那远去
的人，远去的事中国第一私人档案和孟子庄子&ldquo;同游&rdquo;八、今日&ldquo;三毛&rdquo;也苦恼
中国艺术品市场：喜也？忧也？青少年为何远离文学名著今日&ldquo;三毛&rdquo;也苦恼请爱惜我们
的文字昂贵的房租&ldquo;挤&rdquo;走浦东最大书城老街的命运韬奋纪念馆，寂寞候人来图书：有钱
人的家庭装饰？圆明园泪文学翻译，后继乏人尊重文化作品、作品、作品！九、我拍的是文化此心只
为越剧有半是战士半书生，一行政治一行诗宠辱不惊是薛范周小燕的&ldquo;婆婆妈妈&rdquo;入吴门
又出吴门人到云中海似杯养吾浩然之气僕本恨人倾听钱学森&ldquo;我拍的是文化&rdquo;难得是淡定
十、向着阳光哭申元认识一个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李济巴金：生命开花谢晋：伟岸的大树孙道临
：向着阳光消逝了，那一道独特的景致十一、外一章&ldquo;0号首长&rdquo;的酸甜苦辣吃蟹成为沪上
一道文化风景历史孽债必须清算超市遭遇尴尬住院&ldquo;滋味&rdquo;录上海节前即景：难上海人大
工作推进城市发展三清山赏日落21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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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直挂云帆济沧海　　城市衣襟上的鲜花　　尽管不如高楼那样雄奇，不似大厦那般伟岸，然
而，它&mdash;&mdash;散落在大街小巷的只有两平方米的东方书报亭，却如织缀在城市衣襟上的鲜花
，芬芳、艳丽、赏目、沁人。　　（一）　　1999年1月1日，清晨，走上街头的上海市民惊喜地发现
，路边耸立着一座座美观精致的书报亭，但见亭楣上书写着&ldquo;东方书报亭&rdquo;5个醒目大字
。1 012座，一个不小的数字。这是上海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又一具有战略性、前瞻性的举措之
一。　　城市文化是城市性格的反映。日新月异的上海，在发展中始终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
进行。进人90年代以来，上海出现了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一批文化标志性建
筑。然而，文化是多层次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在上海这座大都市，需要与世界媲美的设施，也需要
面向群众的、适合大多数人要求的&ldquo;快餐&rdquo;型设施。那么这座城市的文化功能才算是齐全
的。　　事实也正是如此。上海市委在调研中发现，上海街头一些报刊亭，外形简陋，功能简单，有
的还属违章建筑物，甚至出售的书报刊格调不高，经营不规范。建立标准化书报亭，不仅是对上海城
市文化功能不可或缺的补充，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更可以引领书报刊市场，规范书报
刊市场，拓宽再就业渠道。基于此，1998年3月，上海市委召开精神文明建设大会，明确年内要建1 000
个书报亭，并且将此列入当年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小小书报亭，不仅是一个书报亭问题，牵
涉方方面面，诸如公安、市政、环保、街道，等等。实事实办，上海成立了书报亭实事工程领导小组
，市有关领导实地察看解决一系列有关问题。市文明办、市政法委、市政管理局等7个部门，还联合
发出《关于落实第一批标准化书报亭选址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落实1 000个标准化书报亭选址和办
理书报亭营业场地证明的通知》等。各有关单位积极配合。有的区还由区长亲自率队实地勘察，确定
亭址。宝钢集团公司、江南造船集团公司、江海活动房营造公司等，承担了繁重的制作和安装工作。
　　两年过去，当东方书报亭在这座都市已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当加入WTO就在眼
前时，人们更清楚地看到，星罗棋布的东方书报亭，是迎接挑战，掌握主动，建设和占领思想文化阵
地的重要载体。　　（二）　　江苏路上的371号亭，营业员方建光是一位残疾人。看到记者来访，说
话不太清楚的小方从包内取出一叠全是关于东方书报亭报道的剪报。他说：&ldquo;我爱东方书报亭。
我一直把它们带在身边。&rdquo;憨厚的方建光还拿出一个小本本让记者看，原来，今年3月正是他进
东方书报亭工作2年整。为表达自己的心情，他写了一首《爱在东方》的诗歌。诗中写道：&ldquo;人
间真情在东方，温馨家园世纪情。&rdquo;他还准备制作3面锦旗，分送给有关部门。38岁的方建光，
出生时由于胎位不正，头部有点斜，以致影响神经系统，上身板直、口齿不太清楚、行走不便。他做
过收发员、卖过报纸、当过图书馆员。2年前，他工作的牛奶亭因市政建设拆掉了。正在愁肠满腹时
，街道安排他进了东方书报亭。从没有工作到有稳定工作，收入从初时一月几百元到今天2 000多元，
方建光怎能不激动。方建光70岁的老父说：&ldquo;过去真为他愁。现在好了，我老有所享了。感谢政
府，感谢共产党。&rdquo;　　小小东方书报亭，虽然只有2平方米，但它给予人的天地却是异常辽阔
，无限光明的。淮海路上的204号亭姚亦琼，原是中华印刷厂工人。东方书报亭初建时，上海印刷系统
正进行体制改革，于是600名工人被分流安排到了这里。回忆2年前，姚亦琼说：&ldquo;想想都要哭。
那时，爱人单位也破产了。自己只有初中文凭，没有一技之长，到哪里去找工作？真的，东方书报亭
不仅解决了1 000多名下岗工人再就业问题，还稳定了1 000多户家庭，也稳定了社会。&rdquo;在东方
书报亭，几乎人人都有与姚亦琼相同的经历与感受。万体馆附近的280号亭，由一对下岗夫妻共同经营
着。妻子王菊芳快人快语，说道：&ldquo;下岗时只有280元的生活费，爱人单位效益又差，心情沉重
得不得了。带儿子上街，一瓶水也舍不得买给他喝。儿子正上初中，我拿不出钞票为儿子增加营养，
心里酸得不得了。父母也为我们着急。所以，东方书报亭是我们家的大救星啊。&rdquo;丈夫王正元一
年前下岗后索性也到书报亭帮助妻子一块做。王正元笑呵呵地说：&ldquo;今年过年，280元一盒的野
山参，我买了3盒，送给丈母娘。过去，我们想孝敬父母，但没办法孝敬。我也有钱帮儿子买辅导材
料、请家教了。儿子今年初中毕业，成绩在全校前5名，被保送到重点高中。现在，一家人天天高高
兴兴，和和美美。东方书报亭真是一件得民心的大好事。&rdquo;　　2平方米里的风景，多姿多彩。
记者没有想到，在东方书报亭1 000多名营业员中，有23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是什么因索，将他们
吸引至东方书报亭工作？坐落在龙华烈士陵园前的9号亭，营业员孙萍曾留学日本，在取得千叶大学
工商行政管理本科文凭后，又在日本一家电子公司工作了几年。他告诉记者，他原想回国后办一家公
司，就在休息时，听到上海要建1 000个东方书报亭的消息，便到街道报了名。通过培训和考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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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号亭营业员。这期间，有好几家旅行社和翻译所来找他，希望他到他们那儿去，他都没有去。孙
先生说：&ldquo;我在东方书报亭工作心情非常好。从政府到各级有关部门，上上下下：大家都很支持
东方书报亭。对我们营业员，领导也很关心，感觉很温暖。我在日本8年，天壤之别，没有一点人间
温情。选择东方书报亭，我没有选错。这条路我肯定会一直走下去的。&rdquo;　　（三）　　数字也
许是枯燥的，但很能说明问题。1999年，东方书报刊公司年销售收入6 232万元，营业员平均月收入980
元，公司实现利润28．4万元。2000年公司销售收入1．2亿元，营业员平均月收入1 800元，公司实现利
润565万元。真可谓突飞猛进，是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　　走出一条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路，正是东方
书报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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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世纪10年，上海这座城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从形态到内核，都在不经意间，有了转变，
影响人的精、气、神。　　《文化印痕（上海2000-2010）》作者赵兰英以&ldquo;直挂云帆济沧
海&rdquo;、&ldquo;文化脊梁&rdquo;、&ldquo;再现文化码头&rdquo;、&ldquo;一溪烟柳万丝垂&rdquo;
、&ldquo;罗丹在上海思想&rdquo;、&ldquo;世纪同龄一朵云&rdquo;、&ldquo;与孟子庄子同游&rdquo;
、&ldquo;今日三毛也苦恼&rdquo;、&ldquo;我拍的是文化&rdquo;、&ldquo;向着阳光&rdquo;等为题，
或在角度选择上，或在文字表达上，或在写作方法上，或在思想挖掘上，或在篇章结构上，写出了一
位资深媒体人对上海文化十年进程的别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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