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是中日邦交正常
化40周年。為推進中日
兩國互相理解，建立堅
定的信賴關係，上海日
本商工俱樂部也在努力
進行各種活動。中村仁
先生於2010年上海世博
會閉幕後來到俱樂部擔
任事務局長。面對上海文化和城市風采，他
在感觸和期待中，接受了記者的採訪。
記者：您來自日本，又曾在歐美許多國家工

做過，您眼中的上海文化是怎樣的？

中村仁：2010年之前我對上海的認識只是通
過電視節目、雜誌、講座等信息獲得的。我
當時對於上海文化的整體感覺，還僅僅停留
在單純的好感上。從2010年來上海至今已
有一年半的時間了，我現在覺得上海就是
60年代至現代的紐約、巴黎、日本等世界
大城市和中國5千年歷史文化的融合。
上海人無論是在時尚、藝術，還是建築、

飲食等方面，越來越積極地向世界傳輸自
己的前沿海派文化，我認為這種現象都是

由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而帶來的清新氣象。
我們上海日本商工俱樂部有大約2,400名會員，是

在國外的日本人商工會議組織中規模最大的。我們
的主要職責是為會員單位提供生活方面的援助和商
務上的便利。為此，我們經常保持與上海市各級相
關政府部門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同時，還與中方的
友好團體共同開展了諸如種植櫻花樹等文化交流活
動。通過一系列的此類活動，直接或間接的讓我接
觸到了上海的地域文化，讓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上海
獨特都市文化魅力，也拉近了我和上海這座城市的
距離，增進了彼此的感情。
記者：您認為上海還應從哪些方面努力，進一步推進

國際化？

中村仁：上海是個擁有許多GLOBAL外資企業的最國
際化的城市。我們希望，今後上海在吸收更多樣的文
化、推進國際城市發展的過程中，進一步明確表達作為
國際城市的發展方向及願景，與外國機構進行更多的國
際交流、接納更多外國人到上海，積極推進上海和日本
的民間交流。當然，我個人也非常願意在上海的國際化
進程當中盡自己的綿薄之力，在今後的工作當中全力推
進各項相關活動。 ■採訪 朱立、顏菁、李林斐

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
副部長宗明是一名文
化戰線的耕耘者，她
曾任上海電視台黨委
書記，上海文廣新聞
傳媒集團公司黨委書
記。對現分管的上海
文化創意產業，她不僅情有獨鍾，而且，
每每說起，如數家珍⋯⋯
我欣喜地看到，依托人才和科技優勢，新

興業態發展迅猛，上海目前在網絡視聽服

務、網絡閱讀服務、網絡財經服務、網絡電

子商務等領域均保持全國領先；依托「金融

中心」建設，上海創設了全國第一家私募基

金「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推動夢工廠

等國際重大項目落戶上海；設立全國第一家

文化產權交易所；依托「貿易中心」建設，

以「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為平台，推動

文化「走出去」成效顯著；超級多媒體夢幻

劇「ERA－時空之旅」，從2005年始已連續演

出近3,000場，成為來滬的國際商務旅客優先

選擇的文化消費節目；隨 世博園區的後續

利用和開發，中華藝術宮、上海當代藝術中

心、上海兒童藝術劇場等一批重點文化設施在世博園

區內落地⋯⋯

滬文化產業 助經濟騰飛
宗明告訴記者，上海文化產業發展處於全國的領先

地位，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於國家大力發展文化事

業產業的戰略決策、上海「四個中心」建設和世博

後效應。2010年，上海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佔全市

生產總值的比重達9.75%，對上海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達到14%。

她表示，「十二五」期間，上海在創新驅動、轉型

發展的進程中，文化的魅力和推動力將進一步凸

顯，文化創意產業作為支柱性產業，力爭到2015年

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佔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

12%左右，將成為上海「十二五」時期經濟保持穩

定增長的重要動力和支撐。

■香港文匯報記者顏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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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文明對話的重要媒介
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

本身就吸納和包容了各種
文化。她是東西交匯、南

北貫通的一個水陸大碼頭，也是中西、新舊文化
的大熔爐。

──原中國文化部部長、中國作協副主席、

著名作家—王蒙

在任何的文化大都會，光是有幾個展廳、幾個
劇場是不夠的，必定要有創作的引導。藝術產品
是人創造的，一定要想辦法提供一個氛圍。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

上海的文化形態根子上應該是國際形態，上海
應該站在國際碼頭上，要走出去。
──中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作家—余秋雨

李宣海：教育，讓上海精彩永續

錢
景
林

上海文化的醇酒，已經醞釀170餘年，氤氳獨具，

幽香遠播。文化是城市的靈魂，上海文化，海納百

川，集古今中西文明於一身。隨 上海向現代化國

際大都市的目標邁進，上海的海派文化也日益彰

顯，融入世界的舞台。「十二五」規劃繪就了上海

「國際文化大都市」的美好藍圖。本期高端訪談，記

者就此專訪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錢景林先生。

專訪
上
海
市
政
協
副
主
席

第
五
期 主辦：

上海公共外交協會
協辦：

香港文匯報上海分社
上海里格律師事務所

編委會主任： 陳海剛

編委會副主任： 吳金蘭

編委： 孫為民、朱立、顏菁

展現
建國際文化大都市香港文匯報記者顏菁

我們講到
「媒介」，
首先想到

的是新聞媒體，這是我們在各國和
各種文化之間開展「文明對話」的
重要渠道。在最近一個調查中，我
們發現，新聞媒體傳播快，但信任
度不如人際傳播，人際傳播速度也
許慢，但會有很高的信任度，因
此，人際傳播是我們有效進行文明
對話的重要媒介。常在上海居住的
幾十萬境外人士就是這樣的媒介。
九十年代末，我聽朋友講起一件

小事而被深深地感動：一名老外被
派往上海工作時，同事們都覺得是
件苦差事，他也並不樂意。來到上

海後，他驚訝於上海城市的巨變，
對上海產生了濃濃的愛意。工作之
餘，他總是主動請纓，去機場迎接
總公司派來上海工作的同事們。一
路上，他精心安排，特意讓司機繞
道，專程去世紀大道觀景。當高樓
林立的陸家嘴徐徐地展現出其美麗
的身影時，他不由地懷 感激之
情，驕傲地對大家說，「這就是我
工作的上海！這就是真實的上
海！」
但要讓幾十萬居住上海的境外人

士成為我們對外傳播、進行國際文
明對話的媒介，就需要他們真正融
入我們的城市，了解我們的文化、
分享我們的發展成果。我們應通過

各種活動鼓
勵境外人士
更多地融入
社區、融入
社 會 。 同
時，公共外
交也應將境
外人士當作
我 們 的 資
源，像申辦
世博會一樣，在各種海內外交流活
動中將他們作為主體，與上海市民
一起，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有
趣、生動、活潑，充分體現中國特
色和上海特點的文明生態。

■文：陳靜溪

百 之言家

翻開近現
代中國教
育史，不

難發現上海始終是開中國教育開
放發展的風氣之先。由中國人創
辦、華洋合辦、外國人舉辦的一
批百年名校使上海教育具有中西
合璧、海納百川的海內外文化底
蘊，蔡元培、陶行知、黃炎培、
陳鶴琴等大師名家在這裡留下了

彪炳史冊的成就。

中國教育 上海領跑
今天的上海教育在中國教育現代

化進程中繼續扮演 領跑者的角
色。2009年上海召開了教育工作
會議，制定了中長期教育改革和
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上海教育到
2020年要率先實現教育現代化，
教育水平要進入世界先進行列，

實 現 「 四 個 率
先」：即率先實現
基本教育公共服務
均等化，率先轉變
教育發展模式，率
先加強創新人才培
養，率先擴大教育
開放程度。
未來十年上海教

育精彩紛呈，亮點
迭出：「為了每一
個學生的終身發
展」是上海教育發

展的鮮明
理念；上
海教育將
率先進行
體制、機
制創新，
全面啟動
國家教育
綜合改革
試驗區建
設；大幅
度增加教
育投入；
促進基礎教育高位均衡發展，辦
好「家門口」的每一所學校；優
化人才培養模式和結構；擴大留
學生規模，讓更多上海學生赴海
外學習或實習。世界一流大學紐
約大學將落戶上海，明年首批招
生，其中51%是中國學生，49%是
國際學生，師資標準與紐約大學
相同或更高，向全球招聘。

■文：吳強

展 將來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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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安翊青：上海建設國際文化大都

市，擁有深厚而獨特的文化底蘊，首先

請您談談「海派文化」的魅力，以及上

海如何體現「國際文化大都市」之「國

際性」？

錢景林：「國際文化大都市」的建設能
夠展現上海的魅力、精神乃至靈魂，是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核心
內容之一。我認為，建設國際文化大都
市應當發揚「海派文化」，傳承上海文化
的精粹，吸納世界文化的精華，秉持創
新精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海派文化
的魅力具有開放性、多樣性、創新性的

特點。上海中西文化交融，古今交匯，
形成鮮明的特色，巴金、張愛玲、梅蘭
芳、周信芳等文學藝術大家都是從上海
走向全國和世界的。
上海文化的國際性如何體現？我認為首

先是有一流的世界文藝水平，還要進行
廣泛的國際交流。「引進來走出去」，擁
有舉世聞名的平台和品牌。我們正逐步
打造自己的文化平台，從「上海之春」、
「上海國際電影節」，到「上海國際藝術
節」，「上海」的品牌魅力正在世界文化
舞台上逐步彰顯。

運用國際方式 傳播中國文化
主持人安翊青：錢主席，您剛出訪希

臘、奧地利、波蘭等國，您覺得中國文

化應通過何種方式展現於世界？

錢景林： 我認為，要運用國際通行的方
式，傳播中國文化。全國政協外事委員
會主任趙啟正提出「向世界說明中國」，
十分精闢，不是宣傳而是說明，外國人
就接受了。所以，我們要用能被世界所
接受的形式和平台來傳播中國文化。為

此，我們必須研究國外受眾的習慣、心
理、需求，然後有針對性地從滿足他們
的需求出發，做有效的溝通和傳播，關
鍵要做到：一適合世界人民的習慣，二
體現中國的真正水平。姚明、劉翔就是
通過國際通行的體育文化的方式，讓國
外朋友了解中國。上海公共外交協會把
姚明作為榮譽大使，是非常有遠見的。

民間文化產業 上海方興未艾
主持人安翊青：上海文化產業的發展，

對上海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其地位、

作用越來越顯著。近年上海市在發展文

化產業方面推行了哪些舉措，您覺得取

得了怎樣的成績？

錢景林：文化產業已成上海的支柱產
業，「十一五」期間，上海文化產業增
加值年均遞增約12%，其中2010年的增加
值近1,000億元，已佔全市總量近6%的份
額，目前仍然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上海市推進文化產業發展，主要有幾方

面的舉措，一是優化空間佈局。文化產
業將形成「一軸、兩河、多圈」的佈

局。「一軸」即橫貫中心城區東西向的
軸線，匯聚演藝、會展等產業。「兩河」
即蘇州河與黃浦江，沿岸分佈 歷史風
味悠然的廠房倉庫，文化創意產業依托
這些特色建築得到發展。「多圈」為全
市文化產業園區及創意產業集聚區。二
是 重扶持重點文化企業，加大金融支
持力度。做強原有的演藝、傳媒、出版
等國有企業，扶持實力雄厚的民營企
業，支持方興未艾的民間演出團體。我
曾觀摩了一些演出，水準相當之高。近
年來，金融企業的支持力度也逐步加
大。三是構建服務體系。2009年上海成
立了全國首家文化產權交易所，目前正
在積極完善文化產權交易平台。四是引
導社會資本進入。各種演出團體、文化
創意、動漫遊戲以及移動多媒體發展很
快，社會資本進入越來越多，多種所有
制競爭並共同發展，將有利於構建新的
文化產業格局。
我相信，未來上海文化產業的發展，對

上海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會越
來越大。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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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上海市委宣

傳部副部長 宗明

■上海市政府新聞

辦副主任 陳靜溪

■美國辛辛那提大學

訪問學者、教授，上

海市政協教科文衛體

委員會主任 李宣海

■上海日本商工俱

樂部事務局長

中村仁

■主持人安翊青採訪錢景林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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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具有中西合璧、海納百川的海內外文

化底蘊，圖為上海大劇院。 網上圖片

現在有種說法，「信
息時代，有些事件雖然
發生了，但如果沒有在
媒體上發生，等於沒有
發生過」。此話雖有些絕
對，卻從另一個側面說
明傳播的極其重要性。
作為一名電視媒體人，

十多年來，我們在以電
視文藝形式「走出去向世界表達中國」 的不
懈地努力中，始終追求電視節目必須在當地
主流電視台有效地播出的目標。
記得有一年我們在德國漢堡三千人的國際會

議中心製作了一台大型文藝晚會－「藍色暢
想」。當我們聯絡德國國家電視台播出時，對
方頗為不屑一顧。我不急不惱，認真仔細地
介紹了全套策劃方案，德方聽後大為讚賞，
決定免費為我們提供後期設備，並騰出專用
機房給我們使用。時值德國總統大選，德國國
家電視台在資源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安排了黃金
時段作全程播出，且節目覆蓋到德國及周邊鄰
國，效果甚好，令我們十分驚喜和激動。
我認為，為贏得世界越來越多的目光和尊

重，我們還要研究新情況、新問題、新技術，不斷創
意、不斷出新、不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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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廣播

影視管理局藝術

總監，上海世博

會開幕式、閉幕

式總導演 滕俊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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