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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各类讲座、报告会在上海纷纷兴起，听讲座已悄然成为一种时尚。
上海图书馆讲座中心的《新世纪论坛》、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社会科学普及讲坛》、上海市
科技协会的《科普论坛》以及众多高等院校的各类讲座，构成了申城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推出的《东方大讲坛》栏目，敏锐捕捉社会、经济、文化等热问题，把
其中的名家名篇作成电视节目播出，以其视角独特和观点新颖而受到社会的欢迎。
 
    本书精选了其中的二十四篇演讲，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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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历时三年的申博工作跌宕起伏，壮怀激烈。
现在，硝烟已散。
展望七年后的世博会，我们理应为世界人民奉上一届承前启后、面向未来的世博会。
    评价2010年世博会是否成功，有三个不同层面的标准：首先我们要办一届安全、顺利的世博会，这
是最基本的世博会成功的标志。
184天的展期里，平均每天d0万人，在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办展或参观，最高时还将达每天100万人。
确保世博会的安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其次，我们要力求使2010年上海世博会在参观人数和参展国家与国际组织数量两方面双双刷新纪录，
同时收支相抵、略有赢余。
这是世博会成功的更高层次的标准。
最后，我们还要努力使2010年世博会在理念传递、技术创新和文化多元上引领世界潮流，成为和平时
期人类最为精彩的文明对话，这才是最大意义上的成功的世博会。
    要使世博会在不同层面取得成功，我们应当努力使其体现如下三点特色：    首先，2010年世博会应
当是一届开放的世博会。
因此，从规划、设计到实施，从硬件提供到软件引进，从场馆建设、会展运营到后续使用，我们都要
有开放的胸襟、开放的胆魄、开放的机制、开放的氛围和开放的姿态。
一定要八面来风、兼容并蓄，给予参与世博会的方方面面力量以国民待遇，使一切有利于世博会的理
念、思路、方案和人才都能为我所用。
    第二，2010年世博会应当是一届继往开来的世博会。
毋庸讳言，世博会目前正在低谷徘徊。
在人类步入网络时代与信息社会的今天，有人开始质疑世博会的举办是否还有必要。
因此，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众志成城，团结协作，努力使2010年世博会成为网络化时代和知
识经济条件下的一届崭新的世博会。
    第三，2010年世博会应当是一届传承中华文化底蕴并具有浓郁海派特色的世博会。
我们的世博会应当传承浓厚的中华文明底蕴，并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自信而善意的笑容。
这需要我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引进吸收、消化创新；需要我们站在参展国、参展企业以及观众的
立场上来考虑世博会的规划与方案，充分发挥各参展国家、国际组织、知名企业和知名人士的积极性
，使世博会成为创新之源，提升上海市民的素质，促进城市功能的再造，为上海建成国际四个中心提
供理论和实践的全面探索。
    上海的文明史源远流长，到了近现代、当代，上海的文博事业应该说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最辉煌的是近5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个年头更为辉煌，如果讲最亮丽的，就是1992年邓小
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上海文博事业的发展与上海的城市发展是同步的。
    上海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目前，上海市境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市级114处。
上海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近50％是各类古代建筑，其中不乏松江方塔、真如寺正殿、松江唐经幢
、豫园、龙华塔、嘉定孔庙、松江清真寺等全国著名的古建筑。
50多年来，市文管委对文物建筑的维修从未间断。
文物建筑的维修，既是建筑施工的过程，更是对文物建筑研究的深入和继续，市文管委通过古建筑的
维修实践，不仅取得了适应上海实际情况的古建筑维修管理经验，同时也对上海的古建筑有了更深层
次的了解。
    上海是中国近代百年史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城市。
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的商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是全国建筑活动最为频繁、成就最为突出
的城市。
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随着租界的不断扩展，各国将不同建筑风格的教堂、银行、办公楼、旅馆、影
剧院、商店、医院、花园住宅、公寓、夜总会等西方建筑形式引入上海并大批建造，使上海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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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博览会。
与此同时，在西方建筑东渐上海的影响下，上海出现了一种以传统建筑为基础，融入西方建筑风格和
手法的新型住宅建筑——里弄建筑。
上海的近代建筑是中国近代建筑史和世界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上海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1986年12月8日，上海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上海拥有近代优秀建筑
，上海近代优秀建筑的数量之巨、质量之精，是举世公认的。
    我是研究哲学的，从表面上看，哲学与我要演讲的内容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其实，哲学正是以人、
生活世界和生活观念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真正的哲学总是和日常生活结伴而行，总是在我们的生
命遭际中不期而至。
所以，从哲学上来探讨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似乎并不是不合适的。
    要探讨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必须先搞清楚以下两个基本概念：第一，什么是“新上海人”?按照我
们的看法，”新上海人”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的上海人。
在新上海人中，既包括来的上海市民，也包括移民进来的上海人；既包括年纪较大的、观念相对保守
的上海人，也包括以“小资”或“新人类”自居、观念比较前卫的年轻上海人。
第二，什么是“生活观念”?我们认为，“生活观念”也就是人们关于生活的各种感觉、经验和理想的
总和。
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组成：一是生存观念，即如何生存在世界上；二是发展观念
，即如何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三是品位观念，即如何过一种有质量的生活；四是公共观念，
即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
要言之，我们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的生活观念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一、
新上海人的生存观念    人们常说：“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并不只是为了吃饭。
”这里说的“吃饭”也就是生存问题。
生存观念是生活观念中的基础部分，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
在计划经济的生活模式中，虽然每个人都有“大锅饭”可吃，但一切都是按计划规定好的，这样的生
存方式很容易造成思维和行为上的懒惰。
改革开放以来，“旱涝保收”的“单位人”变成了充满风险的”社会人”。
于是，生存意识的重要性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来了。
上海人向来以“精明”、“头脑活络”著称，尽管这些特长受到计划经济的压抑，但并未消失。
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轨，新上海人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普遍自觉地确立起新的生存观念。
一般说来，新上海人的生存观念是：获得一个薪水比较高、工作比较轻松的岗位，自己生活得比较舒
适，也能为家里做一定的贡献。
虽然这种生存观念缺乏叱咤风云的激情和高度，却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温馨和现实感。
    新上海人的生存观念主要蕴含以下三种意识：    一是定位意识。
我们这里说的“定位意识”指的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一个人如何确定自己的生存位置和生存战略
。
首先，新上海人都有强烈的自我定位意识。
他们会认真地分析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态势，分析蕴藏在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种种有形的和无形
的资源，分析自己的天赋、条件和能力，从而给自己确定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并制定出达到这一目标
的相应的生存战略。
其次，新上海人中的成年人总是孤心苦诣地为子女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定位。
他们废寝忘食地了解各种必要的信息，孜孜不倦地研究子女的学习成绩、兴趣爱好和性格特点；努力
按照自己的设计方案，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地让子女接受各种业余教育，千方百计地启动各种关系，
为实现自己给子女所确定的生存位置和生存战略而奋斗。
再次，新上海人也把这种清醒的定位意识贯彻到对任何一个群体、任何一家公司的生存战略的思考上
去。
在他们看来，没有清醒而明确的定位意识，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都会在生存活动中陷于失败。
由于这种定位意识特别强烈，不少新上海人成了市场经济的成功的弄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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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风险意识。
我们这里说的“风险意识”，是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风险有清醒的意识。
人生既是充满机遇的，也是充满风险的。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尤其是在变动的市场生活的背景中，各种意外的事情，如资金流失、企业破产、工作变动、下岗待
业、家庭婚变、蒙受欺诈、出国谋生、意外伤害等都可能发生。
一般说来，新上海人的风险意识都比较强。
一方面，他们普遍地对生活中可能不期而至的磨难有心理上的准备，因而未雨绸缪，或者在银行里存
下一定数量的钱，以供不时之需；或者量力而行，购买相应的保险，在紧要关头可以助一臂之力。
另一方面，当意外的变故，如突然下岗这样的情况发生时，他们也不会惊慌失措，而是“既来之，则
安之”，竭力调动各种社会信息和资源，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新的生存空间和新的工作岗位。
    三是理财意识。
我们这里说的“理财意识”也就是指新上海人的“经济头脑”。
新上海人普遍地意识到，在市场经济的生活模式中，即使一个人有很高的智商和情商，但如果缺乏财
商，也是不行的。
新上海人在理财方面是十分精明的，他们总是“横算竖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口上去。
首先，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把家里积累下来的有限的钱盘活。
其次，他们善于把亲戚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上下级关系等作为资源加以开发。
这样做难免被人指责为实用主义，但在市场经济的生活中似乎也无可厚非。
再次，他们努力把自己的消费行为转化为投资行为。
比如，为了自己居住而去买房当然是一种消费行为，但不少新上海人也竭力把这种行为转化为投资行
为。
所以，他们在下决心买房前，会深入地分析以下种种因素，如上海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该房子所在地
区经济发展的趋势、该地段的房子升值的可能性等等。
最后，最能见出他们理财方面的精明的是对子女教育上的投资。
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把子女理解为“绩优股”，希望通过高投入得到今后的高回报。
    以上三种意识是上海人在严酷的市场经济中认真琢磨出来的，是打着他们生命和鲜血印章的宝贵的
生存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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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用文化铸造城市的个性与风范    21世纪的知识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以知识、信息和知识
型的劳动者作为基本的生产力要素，其综合实力的配比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以通讯、电脑、网络集成为三大技术手段，一个全球化的资源网络已逐步形成，生产要素的流动越来
越不受空间的限制。
在网络型的社会结构中，依靠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一个国家可以跨越空间和国界，去组合更多的资金
、技术和市场，推动低成本和高回报的增长。
而这种高素质的人，不但是掌握了现代科技和操作技术的能手，而且被创新的热情所驱动，具有良好
的文化素质，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理念、知识和工具，并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高技术的人”，而且是”高文化的人”。
    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趋势和大量的实证研究都发现，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必然包含文化竞争力，文化在
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被建设者和居民们所认识所重视。
这里讲的都市文化是大文化概念，而都市文化又是和城市的工业、商业、交通等要素互相渗透并且相
互推动的。
很多投资者包括跨国公司的巨头在内，都十分看好今后10年的上海新一轮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势头。
而随着浦江两岸功能性开发工程的启动和上海各区对城市面貌进一步改造热情的高涨，我们应当特别
注重都市文化风格的塑造。
如果说过去的10年，上海成功地进行了以基础设施大建设为代表的“城市躯体和硬件改造”的话，那
么未来10年，上海更应进一步注重城市个性与文化风格的营建，以打造我们这个城市的“灵魂与软件
”。
这本身也是上海由小康社会向中等发达社会转型时期的内在需求，而这种需求已表现得十分强烈。
    首先，独特的城市个性和文化内涵体现了城市的魅力。
美国权威的经济周刊(幸福)杂志曾评选出上个世纪世界十座最佳商业城市，这十座国际大都市按其排
名顺序分别是：新加坡、旧金山、伦敦、纽约、法兰克福、香港、亚特兰大、多伦多、巴黎和东京。
十大城市有何魅力?除了良好的交通、发达的金融、繁荣的商业、丰富的人才等共性因素之外，几乎每
个城市都有自己独具个性的与众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文化氛围。
不同的文化使这些城市有了不同的风格，而不同的文化风格是人们认识和认同这些城市的重要标志，
从而构成了一个城市令人神往的魅力。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国际大都市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上海基本都具备了，但上海的城市个性和文化风
格在海外人士的眼里还不够突出，以至于他们总是热衷于缅怀1930年代的上海。
    其次，我国主要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都已经开始重视文化在城市中的价值和作用，而上海要率先进
入现代化水准也必须在城市文化的营建方面与时俱进。
看看兄弟城市的步伐，我们既为这种共识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受到了良性竞争的压力。
如一向有中国南方商都之称的广州提出了“大都市以文化论输赢”的观点；以香港为邻的深圳特区也
提出了“城市发展，经济为形，文化为神”的主张；江苏省则继提出科技兴省的主张后，又提出了建
设文化大省的奋斗目标；而北京更是要借奥运东风实施其底蕴深厚的文化战略。
上海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城市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缔造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东方明珠、
大剧院和新天地等项目。
但是，文化在营造上海国际地位，提升城市发展质量方面的贡献却还嫌单薄，有必要在“十五”期间
予以实质性的改观。
    再次，都市文化的浸润本身也是优化城市商务环境的需要。
有人和我沟通时曾说“江南可留人”，还说苏州之所以吸引人，是在于它有文化历史古韵。
近几年来，苏州经济突飞猛进，不仅成为台商投资的乐园，而且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江西省。
经济学家在总结苏州现象及昆山现象时，往往强调其接受上海经济辐射的主动性和国际资本的比较利
益选择，却很少去分析苏州经济起飞背后的文化因素。
有学者曾经评论过“苏绣的精致和碧螺春的高雅”是和高科技的精密与高附加值有着共性的；而在对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方大讲坛>>

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主动性方面，苏州人在1915年就参加了在旧金山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其苏绣作品
还荣获一等奖。
所以，单以都市文化的积来看，苏州的成功和持续发展都是有后劲的。
还有人说，做生意，不在生意之中，往往在喝咖啡谈历史谈莎士比亚之中就达成了协议。
这就是文化因素，而上海在下一步的商务环境优化中非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这是不能用GDP作简单统
计的。
                                                  尹继佐                                      (本文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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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大讲坛》播出一年我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许多现价纷纷来电
来函索取资料要求购买录像带。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一直都没能开展不能不说是一缺憾。
在新的一年里应广大观众的要求，编者从《东方大讲坛》已经播出的多期节目中精选出篇，汇编成书
公开发行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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