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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博会自1851年拉开历史帷幕至今，凝聚着全世界的智慧与梦想，留下了人类进步的足迹。
世博会始终是新科学、新技术、新产品的摇篮，也是新思想、新概念的孵化器。
从与人们生活紧密联系的缝纫机、电梯、留声机、电话、电视、电影、空调、汽车、飞机到推动时代
前行的蒸汽机、发电机、原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机器人、航天飞行器，乃至于当下最流行的生物技
术和环保科技，它们或是因参加世博会的展示而闻名天下，或是在世博会上应用而得以示范推广。
从最平易近人的T恤衫、蛋筒冰淇淋、花生酱、热狗、华夫饼干、可口可乐、麦当劳到令人瞩目的印
象派、立体派、新艺术、装饰主义，世博会包罗万象。
百货商店、现代旅游、主题公园、游乐场、度假村的缘起均与世博会紧密联系，因为它们的存在，我
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水晶宫、埃菲尔铁塔、奥赛博物馆、金门大桥、原子塔这样的经典建筑，不会
忘记“思想者”、“格尔尼卡”、“蓝色的多瑙河”等伟大的艺术品，它们皆因世博而诞生，凝聚着
人类伟大的才智。
　　世博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长足进步，不仅仅是芝加哥、大阪等城市的活力凝聚，它还
让伦敦、巴黎、纽约这样的城市获得了新的拓展空间。
人们常将世博会比作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奥运会，就影响力而言，它的作用可能比奥运会更大，一个
国家，一个城市，乃至千千万万个体的命运常常因之而改变。
　　20世纪60年代起，世博会更多关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问题，多届世博会以生态与环境为主题，
反思人类行为产生的影响，探讨发展与进步的真正意义。
世博会愈加注重以人为本，以国家的和平、民族的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诉求，在政治、经济、综
合国力的竞争中不忘人文因素，在交流碰撞中观照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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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地名就是一个故事，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
上海世博会园区内各类地名历史跨度大，有着十分丰富的地名文化内涵。
其中既有数百年前自然形成的地理实体类地名，也有上海早期老城厢遗留下来的地名，还有开埠后近
代上海不同于租界以及作为华界工业文明发祥地的独特地名，更有改革开放以来大开发乃至世博园区
建设过程中所产生的新地名。
《旧忆新说：上海世博园区地名备忘录》从地名的视角，阐述上海世博园区地名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一个侧面反映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海派文化的隽永悠长。
“小地名，大文化”，从一个个地名的故事留下对上海世博园区乃至上海文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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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历史积淀与世博主题的交融　　上海世博会园区内地名文化十分丰富，源远流长。
该区域各类地名历史跨度十分大，不仅有反映了数百年前自然泥沙冲击形成的自然地理实体类地名，
也有反映了上海早期老城厢遗留下来的地名，更有反映了开埠后近代上海不同于租界的独特地名，还
有改革开放以来大开发大建设所产生的新地名。
在世博园区建设过程中，许多老地名因为地理实体的湮没而消失，但也有一些老地名因为积淀了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或寄托了当地百姓的乡土情结而重新被启用或借用；同时，又产生了许多新地名，与
老地名一起共同承载着悠悠的地名文化。
因此，在世博园区新地名的命名时，特别注重历史文化积淀与体现世博主题相交融的原则，形成了这
一区域独特的地名文化特征。
　　根据规划，世博园区需要新建或扩建市政道路30条，总长度35.55千米。
其中浦东18条，总长度26.13千米；浦西12条，总长度9.42千米。
这批新建、扩建的道路建成后，将成为世博园区主要的标志性永久道路。
这些道路为场馆建设提供骨架性的施_T通道，充分满足世博会展期的交通服务需求，也将完善区域路
网，增加地区交通容量。
为世博会场馆的后续利用提供可靠保证。
　　就地名的命名来说，道路名称是一种比较基础、比较稳定的地名。
因为门弄牌号、人的身份证上的地址信息、企事业单位登记注册等等都离不开路名，因而路名也就同
时成为社会影响广泛的一类地名了。
唯其基础性、稳定性和影响深广，道路的命名是一项十分值得深思的工作。
为此，世博园区新建道路的命名工作也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
经过多方听取意见，确定了以“传承与协调”为主导的道路命名思路，不受原以山东地名如西营路、
雪野路等命名规律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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