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里斯本副市长萨尔加多谈经验

世博,让贫民区变成高新区
1998年，世界博览会在葡萄牙

首都里斯本举行，世博园区的建成
把一片垃圾场和贫民区改造成了
首都高新区。

里斯本副市长曼努埃尔·萨尔
加多曾作为建筑设计师参与里斯
本世博会规划和设计工作。他说，
葡萄牙市民把当年举办世博会的
地方叫世博园区。上世纪90年代
初，这个被称为里斯本城东区的地
方是首都的垃圾场和贫民区。世
博会让这个被遗忘的角落成为里
斯本的高新区。

如今的世博园区集工作、生活
和娱乐为一体，成为里斯本一个重
要场所和旅游景点。据旅游部门

的统计，这里平均每月接待顾客和
游客上百万人。

世博园区建有风格独特的永
久性展厅和能举办重大国际性
会议的会议厅，以及一批高质量
的住宅、写字楼、商业中心、旅
馆、娱乐场、体育馆和海洋馆等
建筑。世博园区交通设施完备，
方便快捷，是连接葡萄牙南北的
重要交通枢纽。举办世博会使
里斯本市落后地区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成为城市改造和建设
的一个样板。

萨尔加多说，里斯本世博会非
常成功。世博会结束后，按照计
划，为世博园而建的场馆、设施、楼
宇都有了新的安排，有的被推倒，
有的被改建，有的功能转化，仅仅
用 3 个月时间世博园就完成了成

为城市一部分的全面转化。
萨尔加多介绍说，一般认为，

在一个垃圾场和贫民窟上建设世
博园，政府一定需要投入大量资
金。但在建设里斯本世博园区的
过程中，政府采用了招商引资的办
法。市政当局从长远和整体来考
虑世博园区的规划和设计，园区每
个建筑在规划时都必须明确世博
会后的功能和用途，然后把这些未
来的规划和用途明确告诉投资
者。投资者在知晓未来规划远景
后，自然愿意投资。

他举例说，世博会的乌托邦馆
现在就由当时的出资企业所有。
现在每周在乌托邦馆举办3至4场
演唱会、音乐会或其他文艺表演和
展览，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合理化改
造和利用。他说，世博园区环境优

美，空气清新，楼价全市最高。由
于园区地价猛增以及税收丰厚，政
府在世博会结束后每年都有约10
亿欧元的收益。

在谈到城市规划和旧城区改
造问题时，萨尔加多认为，首先，城
市改造规划一定要立足未来，必须
要有全局观念。第二，要有环保标
准。此外，城市规划设计时必须重
点考虑环境和交通问题。超前的
规划和建设不仅确保了世博会成
功举行，也为里斯本乃至葡萄牙的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萨尔加多最后表示，举办世博
会是向世界展示和宣传国家形象
的一个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里
斯本世博会实现了这个目标。他
预祝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取得成
功。 据新华社

前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罗高寿：

我要“回家”看世博
罗高寿 1954年毕业于莫斯科

东方大学汉语专业，在中国国务院
任翻译。1958年起在苏联驻华大使
馆先后任翻译、参赞。1986年，任苏
中边境问题谈判团团长。1992
年-2005年，出任俄罗斯联邦驻华大
使。2005年回国任俄罗斯联邦委员
会上议院议员。参与起草了《中俄
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国政府曾
授予他“中苏友谊勋章”。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马上将在
中国上海举行，非常感谢中国朋友
邀请我为本次盛会送去自己的祝
福。作为一个长期以来见证中国
发展的老外交工作者，我为此由衷
地感到喜悦并热切期待本次世博
会的开幕。

我从小就与中国有不解之缘，
我在这个国家生活和工作了近30
年时间。我的一生和我40多年的
外交生涯都与这个伟大的国家有
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漫长而复杂
的俄中（苏中）外交史中，我见证了
两国关系从蜜月期到冰河期，最后
走向正常化并建立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的全过程。在大使馆工作的
时候，我目睹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尤其是改革开放 30 年的伟大成
就。改革增强了中国国力，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最明显的进步是经济
发展速度的提升。上海即将举办
的世博会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
大的成果之一，向你们表示祝贺。
世博会是全世界的文明盛会，也是
俄中两国期盼已久的文化盛事，它
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会促
进俄中之间的交流。

我们一家与中国的渊源颇深，

我的父亲老罗高寿早年参加了中
国的北伐战争，给孙中山先生的总
顾问鲍罗廷当过翻译。父亲倾心
于中国的文化，是个地地道道的

“中国通”，他是第一个完整翻译《水
浒传》以及《西游记》的俄罗斯人。
大学时毕业后，我先后以前苏联专
家和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
多次来到中国，曾为毛泽东、周恩
来、邓小平等多位中国领导人做过
翻译。周恩来总理曾亲自签授给

我“中苏友谊勋章”，对我而言，这是
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所获得的至
高荣誉。1992年，我被俄罗斯前总
统叶利钦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第一
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一干就是14
年，在我卸任时，我的朋友已遍布
中国。此外，我们家四代人都与中
国结缘。妹妹是俄罗斯远东研究
所的中国研究员，孙子曾在中国上
过学，现在，我女儿也在北京工作。

我曾经说过：只要时间许可，
我就会努力去感受中国的变化，充
分地感受她的深厚与伟大，中国是
需要用一生来了解的国家。现在
我依然这样认为。

我时常访问中国，就像“回家”
一样。在最近4年半之内，我去了
24次中国，而且每年我都会回到上
海。30年来，中国一步一个脚印地
进行着改革，上海是发展最快的城
市。对本届世博会“城市，让生活
更美好”的主题而言，上海的发展
现状是再好不过的诠释。2010年
世博会是发展中国家首次主办这
一举世瞩目的盛会，这是一种不简
单的成就；2010年世博会在中国上
海举办，体现了这座高速发展的现
代都市的实力！ 据《文汇报》

旅美学者林泉忠：
民间力量参博是以人为本的表现

美国是举办世界博览会次
数最多的国家。从 1876 年到
1984 年，在 108 年间共举办了
17 次世博会。但随着时代的
发展，美国参与世博活动，已从
政府主导，转向依赖民间力量。

在美国参与上海世博会的
民间力量中，出生上海的美籍华
人蒋一成功不可没。从2004年
至2006年，被称为“世博之父”
的蒋一成多次出入白宫和国会
山庄，最终获得国会与政府支持
参加上海世博会的允诺。他还
自行筹资了一亿美元，成为美国
馆的重要经济后盾。

民间参与，是现代市民社
会建立的基础。从初期强调夸
耀国力，到着重新科技发明的
展示，再到近年来突显对沟通、
环境、人文关怀的重视，不难发
现世博会以交流为主的理念，
在经过多年沉淀后得到升华的
发展轨迹。这次美国馆所呈现
的不仅仅是彰显国家成就的硬
实力，更是强调对人的价值、对
多元文化尊重的软实力。这也
与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
在今天仍推崇的“以人为本”

精神不谋而合。如今，中国正
以惊人的速度展现其让世界叹
为观止的经济奇迹，而当中国
的硬实力已名列世界前茅之
际，摆在国人面前的新世纪课
题，是我们如何在软实力上继
续创造奇迹。

上海世博会给了普通中国
人近距离接触世界、了解世界
的机会，也是让人们感受其他
国家软实力发展的良机。从这
届世博会所展现的包括美国华
人在内的民间力量中，相信你
我一定也会有新的启发。

据《新闻晚报》

吴建民：
上海世博会的精彩标准在于世界认可

资深外交家、国际展览局名
誉主席吴建民表示，上海世博会
精彩难忘的标准在于世界的认
可，需要世界各国和中国公众认
可，在于各界对于世博会举办质
量的评论，在于世博会的实际价
值及其会带来何种影响。

吴建民在出席由上海长宁
区主办的“社区重塑与城市发
展”世博论坛时表示，上海世博
会若想让世人眼前一亮，取决
于各国的展馆质量，上海方面
的接待水平也是一个方面，海
外游客和上海市民的接触又是
一个方面。细心的观察家不仅
会来观看世博会，还会借此关
注中国的未来走向。

吴建民说，作为历史上首
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会，在
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国很多公
众与各省区市领导人都会前来
观看。世博会的成功标准不是
口号，而是要落到实处，要找到
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
城镇化道路，要惠及百姓、惠及
中国、惠及亚洲和世界。

对于“上海世博会影响力
能否超过北京奥运会”的提问，
并未直接作答的吴建民首先指

出奥运很重要。他表示，每届
世博会之后都会出现一个创新
浪潮，中国城镇化过程中面临
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各种好
的思想会在世博会交汇，将碰
撞出火花，世博会的价值是深
远的。千姿百态的上海世博会
展馆会给中国人留下很深的印
象，吴建民认为这对世界建筑
风格也会带来影响。

汪道涵曾说过：“广交会管
一年，是战术的；世博会是战略
的，管五十年”，吴建民表示：

“历史会证明汪老是很有远见
的。” 宗欣

余秋雨：
世博会是人类为未来编写的课本

知名学者余秋雨说，世博
会实际上是人类集中最聪明的
头脑为未来几年发展编写的课
本，是为未来世界设计今后要
走的路；举办上海世博会，对中
国的文明程度、审美程度以及
对未来的责任感都将获得大幅
度提升。

余秋雨回顾了自己以往
参加世博会的经历后表示，中
国过去参加世博会着重于展
现传统文化，而世博会主要是
在构想未来，表达一个民族的
责任，不是展现过去的东西。
他将世博会的举办比作人类
为未来几年发展编写课本。

“人类走到今天用过的课本都
已经陈旧了，所以世博会实际
上是人类为自己未来几年发
展编写的课本，集中最聪明的
头脑编写的课本。”

余秋雨说，这次上海世博
会就做得非常好，无论在材料
的应用、环保的理念，还是在节
能和绿色文明上，中国都用自
己的方式在发言。

余秋雨说，在举办上海世博
会过程中，中国在各方面都将获

得很大提升。“这个改变就是应
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应该怎么
样发展绿色文明，怎么样来环
保，怎么样来节能，怎么样来设
计自己的居住环境，整个中国的
文明程度、审美程度,还有对未
来的责任感都会大幅度提升。”

余秋雨认为世博会对举办
国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是
可以增加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
知名度，第二是可以促使举办国
打理好自己的环境，改变城市的
面貌，第三是将全世界最聪明的
人编写的课本带到家门口，对学
习、观摩、交流很有好处。 欣华

中国世博旅游广告牌
亮相纽约时报广场

设计师忆28年前中国馆：

华商献计兵马俑出师
1982年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会，中

国馆在新中国成立33年后首次亮相，赢
得如潮掌声。作为最受欢迎的展馆之
一，中国馆从设计、筹备到搭建，耗时6个
多月，其间更历经多番周折。

美国设计师“长城梦”落空
1981年岁末，美国诺克斯维尔世博

会组委会提出由世博会总设计师承担中
国馆的设计。当时在中国贸促会从事出
国展览设计工作的沈荣炫没料到，中国
馆设计图纸会最终由其一手打造。

谈及美国设计师的理想方案，彼时与美
方进行中国馆设计谈判的沈荣炫回忆说：

“他们想把中国馆建成‘万里长城’，游客通
过烽火台进入中国馆内，长城底层是中国餐
厅，上层作为中国传统工艺品的展厅。”为
此，美国设计师亲自来到八达岭长城考察测
量，希望将长城中某一段按原比例复制。

然而，美方却不得已中途放弃中国
馆设计方案，原来他们发现建造长城的
难度颇大，单是长城的砖头就有众多样
式。按原比例复制十万块长城砖所需的
高昂费用，亦超出美国世博会组委会之
预算。中国馆设计工作遂交至拥有近30
年展览设计经验的沈荣炫负责。

在沈荣炫的相册中，保存了28年前
的中国馆外形照片，橘黄色琉璃瓦屋顶
上遍插红旗，梁枋彩画的大门异常夺
目。这种设计风格被沿用到此后举行的
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和1986年加拿大
温哥华世博会。这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
外观设计皆由沈荣炫执笔。谈及上海世
博会中国馆，沈荣炫称其外观设计非常
棒，“既传统，又现代。”

华商为兵马俑“出师”献计
诺克斯维尔世博会开幕前，美方建

议在中国馆展出享誉全球的秦陵兵马
俑。“过程很费劲”，沈荣炫如此评说国宝
级文物筹备工作。

当中国贸促会首次向国家文物局提出
兵马俑出国展出申请时，国家文物局因忧
虑国宝安全而未予批准，但美方依然迫切
希望兵马俑能够展出，然苦于无计可施。

“最后美国人找到了应行久”，沈荣
炫说。美国著名华人实业家、美国华商
总会会长应行久最终促成了此事。

两尊秦陵兵马俑和一辆战车最终顺
利抵达中国馆，沈荣炫至今仍感叹中华
文明对海外游客的巨大吸引力，“每当媒
体刊载兵马俑的新闻，中国馆游客数量
就随即骤增，这是世博会组委会招揽游
客的一大法宝。” 宗欣

世博中心项目经理：

向世界呈现一流绿色建筑
国家一级建造师费跃忠，曾先后在

上海磁浮、上海光源（SSRF）国家重大科
学工程等建设过程中担任项目经理。他
在担任上海世博中心工程项目经理期
间，精心策划、勇于创新，使其作为世博
会有史以来首个申请“美国能源及环境
设计先锋（LEED）绿色建筑金奖”的建筑。

勇夺第一的专业户
上海世博中心是世博园区滨江绿地

内五座永久性大型公共建筑之一，也是
唯一一座按照中国三星标准和美国
LEED金奖双重控制执行的绿色建筑。
世博会后，世博中心将成为上海举办高
规格国际会议、政务会议的地点，成为开
放的上海的“城市客厅”。

在费跃忠的带领下，他的团队凭借
严谨的态度、奉献的精神、过硬的技术，
成了“勇夺第一的专业户”：第一个创建
绿色建筑的工程、第一个综合创优观摩
工程、第一个完成钢结构吊装、第一个投
入使用的永久性场馆……

“把世博中心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绿
色建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费跃忠说。

家成了“第二工作室”
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内，迄今为

止我国最大的基础科学研究工程——形似
“鹦鹉螺”的上海光源工程今年初开始试运
行。由于用于科学实验的光束线对稳定性
要求极高，工程施工的难度也成倍增加。

在上海光源工程建设中，费跃忠再一次
施展了才华。为了做好事前准备，家成了费
跃忠的“第二工作室”。无数个晚上，他把一
捆捆施工图纸带回家里研究，常常通宵达
旦。为保证工程顺利开展，费跃忠在开工
前就作了细致的现场勘察。 据《人民日报》

3月5日，2010中国世博旅游年的广告牌竖立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国家旅游局从
今年2月至5月借助上海世博会的机会，在全球百城，通过文字广告、户外广告、说明会等形
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世博旅游，希望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参观上海世博会，游览中国。

新华社发

资深外交家、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吴建民：世博会的成功标准不是口号，而是要落到实处，要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
城镇化道路，要惠及百姓、惠及中国、惠及亚洲和世界。

知名学者余秋雨：世博会可以增加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的知名度；可以促使举办国打理好自己的环境，改变城市的面貌；将全世
界最聪明的人编写的课本带到家门口，对学习、观摩、交流很有好处。

全球市长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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