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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５月３日电 在世博会的中国省市馆展
区，除了展示各自的文化特色和地域特点外，包括物联
网、新能源、节能环保等地方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也与
观众见面并实时互动，充分诠释了世博会作为“经济奥
林匹克”的魅力。

在以“齐鲁青未了”为主题的山东馆，尾厅的智慧
家庭生活展区吸引众多观众前来体验。海尔集团展示的
一款高端“物联网”冰箱，更是让体验者惊叹高科技给
传统家电带来的巨变。记者看到，在这款冰箱的门上有
一个小小的触摸屏。除了实时监测冰箱内食物的存储情
况外，这块屏上还有区域内主要超市的标识，点击相关
标识后就能在线下订单，从而享受商家的送货上门服
务。

如此神奇的互动式冰箱，却并非概念性产品。“待
我们做完相关超市的联网工作后，这款冰箱很快就要正
式上市。作为高端产品，集团订的销售目标是今年２０万
台。”海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以钢铁等传统制造业著称的河北，则在展馆外面打
出了“世界高铁看中国、中国高铁看河北”的口号。河
北是国内高铁网络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有包括京沪、
京石、石武和津秦等在内的多条客运专线在建。在丰富
的钢铁原材料基础上，河北省正在努力发展高铁装备制
造产业。在展馆的互动视频墙上，观众可以欣赏到由唐
山轨道客车公司制造的ＣＲＨ３型“和谐号”动车组微
缩模型，这种列车曾在京津城际铁路上跑出了每小时
３９４．３公里的“中国铁路第一速”。

正在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庆，则在展馆
内特设了专门的高科技产业化展区。在这个展区内，长
安汽车集团推出了一款最新的悦翔纯电动概念轿车，参
观者可通过模型非常清晰地看到这款车的内部构造和线
路。生产尖端医疗器械产品—超声聚焦刀的重庆海扶公
司，还特地运来一台价值数百万元的实物设备到现场，
为参观者进行现场演示。

外墙打出“陆上三峡”大幅字样的甘肃馆，整个展
示内容由“城曲、壮歌、新韵”三大板块组成。在欣赏
完悠扬久远的敦煌乐舞后，“新韵”展区摆上的一台由
金风科技制造的风机样品一下子将观众拉回到现实。此
外，风机旁边还有一台感应器模拟风力发电。刚开始时
大屏幕上一片漆黑，参与者用手在模拟的风力发电机前
转动手臂画圈，屏幕里的风力发电车就会跟着转起来，
屏幕也被逐渐点亮。

据了解，甘肃的酒泉市是全国陆上风能资源最为丰
富的区域之一，也是国内首家获批的千万千瓦级风电基
地。“甘肃的工业结构中‘两高一资’的特点比较明
显，希望通过这些新能源展项的设置，让外界了解到甘
肃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的决心，”甘肃馆副馆
长李书敏说。

□ 本报记者 李鹏飞 王亚楠

陆杰，摄影家。刚刚开幕的世博会把他
的影响推向全国。在一个“人人都是摄影
家”的时代，他用沉静的镜头俯瞰上海这座
东方大都市，创作了对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
会最完整的图象记录。

世博绚丽开幕

陆杰却想“封镜”

陆杰说我们找不到他的工作室，就在路
边等我们。走进沪闵路上海航宇科普基地院
子里、一栋三层小楼上加盖的顶楼，就是陆
杰的工作室了。两间相邻的小房子，一间仓
库，一间工作室，到处是他的作品。许多照
片，现在已经成为经典了。

工作的痕迹不仅是作品，还有创作提
纲：一个板子上钉着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
地写满了选题，每一个选题的背后都沉淀着
他的思考和辛勤。

“是世博会给了我一个机遇！”陆杰拿
出厚厚的一摞用于制作书稿、贴满照片的牛
皮纸和记者一起翻看。

从 1992 年的南浦大桥——— 上海第一座跨
江大桥，到如今在它下面绵延展开的世博园；
从 2002 年庆祝申博成功的各种喜悦表情，到
白莲泾居民动迁、世博园开工建设、中国国家
馆奠基，再到现在流光溢彩的世博园区……

8 年的世博历程，陆杰经历了一次巅峰体
验。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他
说，不知道该拍什么了，想“封镜”。

镜头记录的故事

见证、参与、建构了辉煌

工作室右侧墙上，显眼的是一幅黑白大

照片，也是陆杰的作品。照片的内容，是从
外滩向东看，前景是外滩那些著名的建筑，
主体是一片低矮的民居，看上去一片空旷。
陆杰从设计的样本书中找出一张彩色图片
说：看！这是同一个角度拍的！

那里就是浦东陆家嘴，黑白照片里的空
旷已被高楼大厦替代，彩色照片陆杰拍出了
一个中国的曼哈顿一样的感觉。九十年代那
段历史，就这样被他浓缩到两张照片里了。

有这样的眼光，他发现了不一样的“世
博”。那时，很少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兴
奋地在一片片忙碌的世博工地里挖掘，朋友
打电话询问他的行踪，常常会追问一句：
“你在世博园？哪儿？”

他的创作的价值是得到认可的： 200 6
年，上海文化发展基金向他提供了第一笔给个
人的资助：影像记录“迎世博变迁中的上海”。

那一年，陆杰的世博专题里，很重要的
一个题目是动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为了
世博会， 18300 户居民和 227 家工厂全部搬
迁。那是一次艰难的寻找，陆杰几乎跑遍了
白莲泾社区所有涉及到的大街小巷，寻找最
动心的拍摄对象。在一家即将拆迁的工厂的
外墙上发现了那时惟一一条标语：“为了世
博会，建设新上海”。此后他就盯上了，几
个月里时不时打电话和企业及施工方联系，
终于等到拆迁那一天。在他的资料里记者看
到了那个典型瞬间：旧厂房拆了一半，烟雾
漫起在标语上方，吊车的巨臂停在半空———
这一刻就此成为城市的历史。

陆杰的另一组作品，是白莲泾社区的一
个人家，定居当地 400 多年一个家族的祖孙
三代。打动陆杰的，是两位老人 1949 年的结
婚照，西装分头、西式婚纱。陆杰在小弄堂
转的时候，偶然听一个在周家渡用摩托车载
客的陌生人说起这户人家，随后他意识到这
个题材的价值，就去寻找这个陌生人。“不

知道跑过多少路、吃过多少饭才熟络起来
的！”回忆起那段经历，陆杰感叹说。

当世博盛会成功开幕后，这组照片的意
义就显示出来了。这样的作品，陆杰有很
多，说起来也很开心，“五年前的你可能
有，十年前的呢？我有的可是二十年前
的！”

搞过连环画的陆杰用镜头记录了历史，
因为世博，这些故事见证了、同时也参与、
建构了辉煌。在数码时代的今天，陆杰一直
都坚持用胶片，代价很大；他一直坚持自己
的风格，独自创作。他拍上海，拍上海人，
拍世博，也从他拍摄的题材中学习。记者采
访时，他回忆起自己拍摄的一对残疾人夫
妻：两人只有一只手，但他从来没感觉他们
缺少什么，那个有一只手的妻子 1994 年就开
始用电脑了。他感叹说：这样的时代，不努
力就会被淘汰的。

“ 30 年就做了这一个专题”

陆杰有一个特别之处，只拍上海。他太
爱上海了，以至于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几
岁时初次接触照相机，镜头里的世界让他着
迷，现在回忆起刚看到影像在显影液里一层
层显现的体验，仍然鲜活。他的镜头里，与
其说是人物和风景，不如说是他对上海这座
城市的感情。在他心里，“真正的上海是很
安静、很美的”。风从海上来，风姿绰约的
上海骨子里却是很“中国”。

上海世博会第一次历史性地将园区选址
于市区，黄浦江畔两侧这块过去的工业基
地，上海完成一次华丽转身，成为今后发展
的一个新高点。而据上海市有关部门统计，
2005 年至 2012 年间，仅上海计划新建的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就达到 10 条，新建线路总长
389 公里，总运营里程达到 510 公里，短短

几年间，上海的城市轨道交通长度就一举迈
入全球前三甲。事实上，就在 5 年前，这个
数字还只有 125 公里。

因为世博会，上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盛宴，陆杰的镜头一度应接不暇，他记录
了消失，也记录了成长。为此忙碌了 8 年
后，他忽然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拍了，不光是
世博，还有上海，拍了 30 年的上海。

“‘拍’不重要了！”陆杰觉得，也许
再过十年，上海整个城市的基本格局也就是
这样了。大建设之后，上海将进入相当一段
时期的休养生息，在细节上作修补、完善。

陆杰已不甘于仅仅以影像记录城市的变
迁。因为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他个人的东
西，而应该成为社会的东西！那是一种和
“城市”交流的感觉，也是上海这座城市走
过 30 年的经验。“原来 30 年我就做了这一
个专题！”

决定“封镜”的陆杰并没有闲着，他手
里掌握着一个很大的宝藏，他的作品也引来社
会的关注，下一个目标是整理、挖掘这 30 年影
像的社会价值，把上海的经验和当时可能没能
考虑到的一些东西都提供给中国其他城市。

■“我”看世博

陆杰：拍完世博想“封镜”

上海世博会开园３天，每天大约能接待５
万人参观的中国国家馆，不仅是中国各地游
客的心之所向，也是吸引外国媒体和专家学
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有关专家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这样
解读：如果说，北京奥运会通过开幕式向世
人呈现了一幅浩瀚的“中国卷轴”，那么，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是一幅比《清明上河
图》更宏伟、更丰富的中国城市文明“画
卷”，且将持续在１８４天展期乃至更长时间传
播“城市发展中的中华智慧”。

中国馆中长１２８米、高６．５米的多媒体
《清明上河图》，投影和三维动画技术让这
幅描绘繁华市井生活的传世名作中的人物
“活”了起来，让参观者仿佛置身于北宋汴
京城。

与这座“复活”的北宋城市遥遥相对的
是一块装饰有同样反映北宋汴京生活的《东
京梦华录》文字影壁。目前，在这块影壁背
后展示的，就是中国馆镇馆之宝——— 辽宁省

博物馆所藏的仇英版《清明上河图》真迹。
上海世博局中国馆部副部长毛竹晨说，

之所以选用《清明上河图》表现中国古代城
市发展的核心智慧，原因在于宋代是中国城市
发展的一个高峰，当时已经有了发达的城市经
济、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中国早在十二世纪
就凭借自己的智慧营造了一座繁荣和谐的城
市，现在正依靠自身力量迎来另一个高峰。可
以预见的是，现代的中国人一定能解决当前
面临的问题，造就更美好的未来。”

毛竹晨说：“其实中国馆真正的宝藏，
需要观众去探究和寻找，那就是凝结在展览
中的东方智慧和价值体系。”

上海电影集团主创的中国馆主题短片
《和谐中国》，以《论语》中的三句警句概
括了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逝者
如斯夫，不舍昼夜”，讲述中国人用３０年时
间加速发展，迈进“城市化时代”；“君子
和而不同”，展现一天之内的每时每刻，中
国现代城市都是如此丰富与多元；“从心所

欲不逾矩”，则揭示了中国社会在崇尚个性
化发展的同时，也尊崇社会伦理。

上海世博局中国馆部部长钱之广说，和
世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也处在快速城市化
的过程中，但中国不会像一些海外人士所担
心的，因为人口众多、需求快速增长导致占
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乃至对外扩张。相反，中
国悠久深厚的历史传统有足够的智慧，引导
当代中国走出一条以和谐为核心理念的科学
发展之路。

“上善若水”，中国馆设计团队用水来
比喻绵延不绝的中华智慧。从第一展区“东
方足迹”中《清明上河图》里的“汴河”，
到第二展区“寻觅之旅”中的亭台水景，再
到第三展区“低碳行动”中的“感悟之
泉”，一路激荡人们的思绪，启迪人们探寻
未来城市发展之路。

“低碳行动”展区共分五部分，其中蕴
含哲理的古语“取之有道”、“用之有
节”、“返璞归真”等与当代中国的“低

碳”行动相结合，呈现一系列展品。中国馆
导览员说，这将带领参观者发现问题、反思
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古语“取之有道”，也在低碳展区
得到了特别演绎。毛竹晨说，“正确、高
效、可持续”的获取能源，蕴含了中国古人
的“道”。

在中国馆“低碳”展区的结尾部分，荷
花与水帘组成动人的“感悟之泉”景观，占
地达２５０平方米。水帘上还能显示出“天人合
一”、“师法自然”、“和而不同”等成
语。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莲叶何田田”的
意境，也可在此进一步感悟中国城市和谐、
美好的未来。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师法自然、和
而不同，这是中国古人留给后人的‘大智
慧’，要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困难和挑
战，需要这些中华智慧充分发挥作用。”钱
之广说。

（据新华社上海５月３日电）

展示城市发展的“中国式”智慧
——— 直击中国国家馆

真热：3 天迎客 56 . 3 万

□记者 袁涛 李勇 卢鹏 报道
本报上海 5 月 3 日讯 “五一” 3 天

假期中，上海世博园保持了平稳有序运
行。截至今天 20 点，世博园 3 天共迎客
56 . 3 万。

今天是世博园正式运行第三天，天气
炎热，客流比前两天有明显下降，当日入
园人数为 13 万左右。今天，世博园共有
168 个场馆开馆，其中中国馆接待了 4 . 5
万人次，是参观人数最多的一天。因开馆
数量增加、入园人数减少，今天世博园各

场馆排队人数比昨天减少，沙特、日本等
馆平均排队人数超过 200 0 人，德国、法
国、西班牙馆排队超过 1000 人，英国、美
国馆排队人数接近 1000 人，韩国馆排队人
数已经降到 1000 人以下。针对高温天气，
世博园采取了多种防暑降温措施，打开了
遮阳伞，开启了喷雾降温设施，开启了场
馆空调，同时通过广播宣传防暑降温措
施，各个参观点设了防暑点，在一些咨询
点配备了防暑药品。

为保障世博会运行，上海市“五一”

假期为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共 4 天。明
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平日票入园的
第一天，世博园已经做好了应对大客流的
准备。据介绍，世博园运营系统做好了多
方面的应对方案。同时，园区内商业系统
将提供足够的食品饮料。

▲ 5 月 3 日，准备进入英国馆的游人
在烈日下排队等待。为了观看一些热门国
家展馆，很多人不惜在烈日下排几个小时
的队。

□记者 王爽 报道
本报上海 5 月 3 日讯 今天是世博会

开幕的第三天，精致的展馆让不少参观者
看得眼睛有些疲惫，何不把闲暇时光留给
艺术呢？

“快要过来了，就在这里等着。”下
午 3 点左右，后滩广场附近已经聚集了很
多游客。

记者在现场目睹，巡游大道上循环播
放着欢乐的音乐，约 10 辆装饰一新的花车
依次开过。在花车上，除了花朵、宫殿、
丛林、海豚、大象等五彩缤纷的装饰，还
有穿着鲜艳漂亮的帅哥美女或载歌载舞，
或向观众挥手，而在花车下也有不少仪仗
队演奏或“随车舞动”。

据了解，“欢乐盛装大巡游”是上海
世博会文化演艺活动中规模最大、持续时
间最长的大型活动。世博会期间每天将有
23 辆花车上演 5 场演出，每场演出大约
60 — 70 分钟，累计表演多达 920 场。

闲暇时光可看

“欢乐盛装大巡游”

□新华社发
5 月 3 日，演员在“欢乐盛装大巡

游”上表演。

省市馆展区成
各地新兴产业大秀场

□新华社发

长江珍稀鱼类“游”进世博园
5 月 3 日，观众在观看“生命之球”里的中华鲟等

珍稀水生物。世界自然基金会馆内有一个直径达 2 . 5 米

的球形鱼缸，被命名为“生命之球”。中华鲟、达氏鲟、胭脂

鱼、河豚等长江珍稀鱼类在“生命之球”里自由游动。

□记者 李勇 卢鹏 报道
美丽、优雅、热情的山东馆解说员成为馆内一道迷

人的风景。

□记者 李勇 卢鹏 报道
热情奔放的白俄罗斯舞蹈表演令观众大饱眼福。连

日来，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世博园区内以多姿多彩的文
化演艺活动迎接八方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