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冰点周刊 2022 年 5 月 18 日 星期三本版编辑 / 从玉华 杨杰

Tel：010-640983556

□ 焦晶娴

小时候，我们总幻想能有“分身”替
我们写作业、挨骂、做家务；现在，如果
真能让另一个“你”承担工作的痛苦，你
愿不愿意？

在美剧《人生切割术》中，脑中塞满
工作、以至于整夜失眠的打工人终于能在
下班后彻底摆脱焦虑。只要在大脑中植入
一枚微型晶片，一进入公司电梯，就意味
着切换“工作人格”。当下班离开电梯，
则切换回“生活人格”，彻底和恼人的上
司和无尽的工作说再见——公司外，他们
不会出现在你的记忆里。

虽然“工作人格”是你的一部分，你
却不知道上班时间的“你”遭受着什么。
从在陌生的办公室醒来的那刻起，“工作
人格”就被剥夺了记忆，只能坐在电脑前
重复着流水线一般枯燥且意义不明的操
作。熬到下午 5 点，开心地走进电梯准备
下班。电梯门关上又打开，发现自己又回
到了熟悉的楼层，只是墙上的时钟指向早
上 9 点。你陷入循环，无法离开。存在只
是为了工作。

对于老板来说，这些“工作人格”如
初生婴儿般听话、脆弱，为工作而生、不
会被私事干扰，可谓效率最大化。现实中
企业要想让员工心甘情愿效劳，还要费尽
心思设计绩效考核、末位淘汰。而在剧中

的卢蒙公司，员工奖励只有指套、橡皮，
以及跟着音乐跳舞 5 分钟这种哄小孩的玩
意儿。

卢蒙公司将员工称为“大家庭的一
员”“精神的守护者”，他们不鼓励体
罚，但员工犯错了，要在“休息室”里
对着测谎仪，把忏悔书念上十万八千
遍，直到相信自己“有罪”。他们将创始
人的话奉若圭臬，名为“永恒层”的地
方专门陈列着企业历代 CEO 的雕像，供
员工膜拜、景仰。

恐怖中带点熟悉？《人生切割术》 的
编剧承认，有些灵感来自于他自己真实的
职场经历，无论是奇葩的团建和奖励，还
是被当作圣言的公司价值准则。“我认识
一些在星巴克工作的人，他们也有类似的
话术，‘我们不仅是在煮咖啡，还是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

疫情后的居家办公，24 小时待命，
无法再借口去厕所摸鱼。剧中的“工作人
格”也被剥夺了时间和空间的感知能力，
他们的参照物只有墙上的钟表，但谁又知
道，他们是真的只干了 8 小时，还是被无

限延长着工作时间而不自知。
不少网友在剧评里感叹，“上班这件

事本就是一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惊悚
片”。B 站审核员暮色木心在春节假期脑
出血、比亚迪员工猝死出租屋、拼多多润
肺倒在下班途中，近年来猝死成为新的都
市传说。在“内卷”的职场氛围和老板的

“威逼利诱”下，稍不留意，我们就会沦
为工作的奴隶。2020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
报告分析了 5516 例猝死者的尸体解剖特
点，诱因中情绪激动以 25.66％居首，第
二位劳累占24.53％。

有人类学家发现，原始社会时，人类
并不需要为物资发愁。在95%以上的智人
历史中，人类的大部分时间并非用在工
作上。直到中世纪，劳作仍受昼夜、季
节、风雨和节日影响，仅节庆日就占一
年近 1/3。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发展，现代
经济学中“相对稀缺性”的理念驱赶着
人们延长工作时间，认为人的需求是无
限的，而自然界能为人类提供的生产资
料是有限的。

五花八门的监督手段随之出现。为

了让修士及时做礼拜，机械时钟先出现
在修道院，又走进工厂和商店。之后，
标准代替随意，定额代替估计，规则代
替创造，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让工人在
一个精密的体系下发挥最大的积极性，
福特创造的流水线将汽车装配分成 84 个
步骤，每个步骤上的人只需要学好一个
动作。社会分工日趋精细，但人却成了
工具，“有用”的功能被放大，其他部分
则被忽略。

“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
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
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一书指出，
工厂体系使工匠变成了工人, 管理者希望
用严苛的纪律创造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
神的工作态度。讽刺的是，这些是过去的
工匠自己掌控工作时，自然流露出来的。

电视剧中，卢蒙公司的不同部门被藏
在迷宫般的走廊尽头，不同部门的人互不
相识。现实里，巨人般庞大的互联网大厂
中，“花名文化”也阻绝了员工间建立实
质性联系的可能。花名就是员工的“工作

人格”，有血有肉的人被剥离在花名之外。
工作本应帮助人们塑造健全的人格。

“工作狂”伏尔泰曾经说过：“工作可以使
我们免除三大害处：烦闷、纵欲、饥
寒。”政治课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
们，生产劳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
动，它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来源，也是人的
体力和智力发展的源泉。

但出于外界压力，很多时候我们选择
压抑内心的声音。毕竟工作能给背井离
乡、缺乏社交的都市男女极大的归属感，
只有摸着大厂工牌，才有与孤独对抗的勇
气。正如剧中主人公的“工作人格”在公
司里深感痛苦，拼命尝试离开，上吊、自
虐，当她渴望和“外人格”对话，申请离
职，“外人格”只通过录像带冷酷地抛下
一句话，“你不是人，我才是”。

日本经济学家的《过劳时代》解释这
种麻木，是因为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
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事实上，

“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
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
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

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
那我们该如何在上班这部惊悚片中活

到最后一集？越来越多“打工人”开始靠
“反向选择”捍卫身心健康。去年秋招
季，一份收录了包括腾讯、阿里、字节跳
动在内共计 1300 多家企业不同岗位员工
的作息安排表在网上爆火，发起人年龄最
小的才刚满 20 岁。00 后开始把王者荣耀
游戏段位、MBTI 测试结果写进简历，在
求职前给老板做背景调查，在被不合理解
雇后主动申请劳动仲裁，有人直言，“钱
和心情总得有一个”。

既然上班无法避免，至少不要放弃享
受生活的权利。剧中主人公曾因一句话举
起了反抗的旗帜，“如果你发现自己向一
种系统低头，停下来问问自己，必须作出
改变的是你，还是系统？”

当上班成为一部惊悚片

实习生 罗宜淳

站在北京首钢滑雪大跳台 60 米高的

起点，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向前可以看到

高耸的摩天大楼，身后是北京的西山，出

发，滑行，腾跃，当谷爱凌在空中跳出夺

冠的四周半转体时，她的背景则是一排充

满科幻气息的灰色冷却塔。

这样的“混搭”风格，只有在北京首

钢园区才能看到。

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永

久保留的大跳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称它

是“本届奥运会最壮观的场馆之一，堪称

城市复兴的一个范例”。

在改造之前，这里是首都钢铁厂的工

业遗址，一场世界盛会唤醒了这个钢铁巨

人，最顶尖的运动员在这里腾跃翻转，首

钢园区成为文化创意、休闲娱乐、人工智

能、绿色低碳、体育培训、会展服务于一

体的新区域。

自由式滑雪男子大跳台的铜牌获得者

亨里克·哈劳特说：“我认为这个跳台和

一切都非常好，非常漂亮。我认为，他们

把一个以前没那么漂亮的地方变成了一个

更好看的地方，这很了不起。”

而这样成功改造的工业遗产并不多，

上个世纪涌现的工业老厂房，正因为不够

“老”而得不到保护，不够“年轻”而在慢慢

消失。

消失的工业遗产

在被正 式 列 入 工 业 遗 产 名 录 前 ， 这

些 老 厂 房 常 常 陷 入 拆 除 还是保护的尴尬

境地。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韩晗的家乡在湖北黄石，他回忆他主持过

一 项 对 黄 石 工 业 遗 产 态 度 的 调 研 工 作 ，

“ 有 些 市 民 直 接 表 示 ， 这 些 建 筑 就 是 垃

圾，毫无用处。”韩晗说。在大多数受访

市民眼里，遍布着锈迹的老厂房就像一堆

破铜烂铁，外墙风吹日晒后，早已斑驳，

龟裂的管道像“老年斑”一样。

韩 晗 的 记 忆 中 ， 工 业 遗 产 是 很 具 体

的 ， 是 童 年 寒 暑 假 时 “ 大 伯 的 武 锅 宿

舍”，是孩童时与祖母一起去看烟囱冒烟

以辨风力的温情。他曾为了保护两栋“苏

联专家楼”，向媒体寻求过帮助，但铲车

还是让老建筑转眼坍塌成灰。

2017 年 ， 曾 是 南 京 市 抗 日 战 争 期 间

重要的难民避难所、著名的民国建筑“和

记洋行”，在改造过程中，7 栋百年历史

的 厂 房 有 6 栋 被 拆 得 只 剩 下 一 两 个 外 立

面 ，就 像 纸 片 一 般 站 立 着 ，遭 到 群 众 举 报

后，文物执法部门紧急叫停，但拆除已经近

乎完成。

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创办于 1922 年

的温州陶化罐头厂在被专家列入“工业遗

产名录”时，发现厂区已被纳入拆迁范围；

西安的“苏联专家楼”的墙上被画上红色的

“拆”字，拆除前，知情人士在网上感叹道，

“最终还是没有保住，这个城市工业化的源

点即将成为废墟，要留念的人抓紧去吧。”

有网友在新闻下留言，“这些‘新古董’

不值钱又不好看，还占地。”事实上，对工业

遗产的去留一直存在争议，一类是主拆派，

坚持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告别，重新利用

土地价值，一种是保护派，留住城市记忆

和工业历史，他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知道‘麦当劳’，但不知道‘汉阳铁厂’，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大部分工业遗产存在的时间短、知名

度 低 。2021 年 ， 第 五 批 中 国 工 业 遗 产 保

护名录公布，但普通人说得上名字的没有

几个。到现在，全国工业遗产的“全部家

底”没摸清，数据库没有完善，有些消失

的工业遗产，甚至还没来得及被记住。

在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已 评 出 的 1154
处世界遗产中，中国的工业遗产入选数量

为零。

随着老厂房衰败的，还有附近工人和

家属居住的住宅区。成都金牛区的一个工

人 村 里 ， 51 栋 低 矮 的 建 筑 拥 挤 在 一 块 ，

墙皮脱落，几十根黑色电线裸露在空中，

交错盘结，经过阳台的电线，有时还晒着

被子，到了晚上，巷子两旁停满了收摊的

“凉皮”“炒面”三轮车，网友称这块区域

为“北部叙利亚”。

有 租 客 主 张 工 人 村 应 该 “ 拆 完 省

事”，但也有生活在这里几十年的退休工

人主张还是改造好，“拆了我去哪儿？我

就习惯了在这里生活。”

对于 78 岁的武汉人李勇来说，工业

遗产是“拆了就再也没了”的存在，他曾

是武汉市既济电厂的工人，在厂里干了一

辈子。“无论再怎么复原，也不是原本的

了 ，” 和 一 个 清 朝 的 瓷 器 被 打 碎 了 一 样 。

2014 年 拆 迁 的 时 候 ， 他 在 现 场 拍 下 了 一

张图片，但手机换了一部后，就再也找不

到了。

房价越来越高，城市更新
需要土地

城市建设需要土地，工业遗产占地广，

且 大 多 处 在 城 市 的“ 黄 金 区 位 ”， 交 通 便

捷，是房地产开发商眼中的“宝地”。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制造业工厂在深

圳 出 现 ， 推 动 经 济 大 步 向 前 发 展 ， 之

后 ， 深 圳 向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转 型 ， 工 厂 大

多 倒 闭 ， 当 时 房 地 产 行 业 流 行 的 做 法

是 ， 开 发 商 清 除 掉 原 来 的 工 厂 ， 再 拍 卖

土地取得暴利。

据 深 圳 市 规 划 国 土 委 提 供 的 资 料 显

示，全市现状工业用地面积占建设用地面

积 约 31.66% 。 在 “ 去 工 业 化 ” 的 过 程

中，互联网大厂的写字楼越来越高，外观

破旧的老工业厂房，在一众玻璃反光的高

楼大厦中显得尤为突兀。

米阳文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他发觉每

座城市都越来越相似，商业化的玻璃幕墙

高 楼 遮 盖 了 城 市 的 特 色 ， 他 认 为 ， 这 种

“千城一面”和早期政府缺乏工业遗产保

护意识有关，“历史风貌都慢慢没了。”他

形容他接手改造的“武昌第一纱厂”是一

座差点被拆掉的城市“孤岛”。

韩晗说，现在仍然会有人质疑工业遗

产存在的必要性，“许多地方经济状况堪

忧，土地开发是地方政府收入大头，因此

根本顾不上保护工业遗产。”甘肃的兰州

石 油 机 械 厂 有 个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的 大 厂

房，是苏联援建的风格，很珍贵，但如果

要划为重点保护单位，那个范围会和当时

正在修建的地铁冲突，最后的结果还是老

厂房让位、搬迁。

近 十 几 年 来 ， 北 京 拆 除 了 近 2000 万

平方米本可以改造利用的工业建筑。“特

别可惜！”中国建筑学会工业建筑遗产学

术 委 员 会 委 员 刘 伯 英 曾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指

出，“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建筑群，等有一

天全拆光再想复建，几乎是不可能了。”

部分工业遗产能够被拆除，和产权制

度也有关系，有些工业遗产的所有权人还

是有存续期的企业，工业遗产基本上不能

生 产 ， 企 业 最 快 的 变 现 方 法 就 是 变 卖 废

材，出售土地。

资 金 也 是 一 个 问 题 ， 据 《中 国 煤 炭

报》 报道，位于河北的开滦国家矿山公园

前期筹资达 3 亿元，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

近 2000 万元，对比于国外巧克力、冰淇

淋工厂，矿山公园后期想要靠运营吸引足

够的游客，把成本收回并不容易。

此外，工业遗产也存在着过度开发的

情况，诞生过“蚂蚁啃骨头精神”的哈尔

滨机联机械厂的老厂房在改造时，地面全

部用大理石铺装，内部灯光明亮，只保留

了几个钢管雕塑来表现这里的工业氛围。

米阳文介绍说，部分工业遗产已经多

次开发利用。武昌第一纱厂因独特的英式

建筑外形得以保留，后依次被用作小区的

售楼部、业主的活动中心、银行办公楼，等

他开始参与改造时，发现老建筑已经被做

了一些“不适当的改造”，比如，原本讲究的

空间布局被吊顶隔断，变得“现代”起来。

2018 年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出 台 了《国

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虽然明确了工

业遗产的价值，但在具体实施中，难以覆盖

到城镇的每处遗产，不少工业遗产在价值

评估和规划方案都没有确定的情况下，就

已经被逐利的企业推倒重建。

改造后，被人遗忘的失败

被人关注到的工业遗产，大多是经过

改造过的。

“ 工 业 遗 产 的 改 造 需 要 考 虑 很 多 因

素，”米阳文说，新与旧的平衡、商业与艺

术各自的比例、政府的规划条例、遗产所

在的地段、改造后的功能等，在将武昌第

一纱厂改造为武汉 bighouse 当代艺术中心

的过程中。他甚至需要比照当时不完善的

条例去了解工业遗产的消防间距，“如果

想做一些有亮点的，可能就和政府的现行

规范冲突了，成了违章建筑，这个平衡点

特别难找。”

北京的 798 艺术区，是原来的北京第

三无线电器材厂，改造后，老厂房的红砖

墙上漆着各式的彩色涂鸦，100 多家艺术

机构进驻，售卖着书籍、咖啡、黑胶唱片等，

游客在形态各异的雕塑旁拍照，打卡。

但 这 样 长 期“ 幸 运 ”的 工 业 遗 产 并 不

多，“大华 1935”“南京 1865”“新华 1949”像

“复制粘贴”般出现，各地清一色的“玻璃+
红砖+混凝土”的文艺工业风，很多游客发

了这类朋友圈：“这是不是同一个园区？”并

配上了两张相似的图片。

在武汉，用软件搜索“工业遗产打卡”，

会 出 现 古 田 四 路 的“ 江 城 壹 号 ”文 化 创 意

园，正门处摆放着一摞高高堆起的汽车，象

征着前身是武汉汽车厂的历史，2013 年开

业，投资 1.55 亿元，被称为“武汉 798”。

近 10 年过去，园区成了一座“半空

城”，生长茂盛的藤蔓植物遮住了炸鸡店

招牌，临近饭点，系着白围裙的老板坐在

门口玩消消乐。

“生意不好，以前人多，现在没什么人

了。”老板周军说，“冷库里的鸡肉还没卖完

就过期了，我们做完这个租期也不做了。”

周军是 2013 年年底入驻“江城壹号”的，当

时妻子迷上韩剧《来自星星的你》，“炸鸡和

啤酒”成了年轻人的新喜好，夫妻两人离开

了原来的服装加工厂，为新店铺做打算，

“当时吃炸鸡要排队的。”周军有点得

意，生意最红火时下午 4 点才顾得上吃中

饭，不停地给鸡肉裹粉、上浆、炸制，油锅 3
小时没冷过。而至于炸鸡店与工业遗产有

什么关系，周军谈不上来。

而现在，园区已经搬走的咖啡店里散

落着木制画架、桌子上的假花落满了灰，关

闭的展厅门口堆着几瓶干了的油漆罐。

“ 都 是 年 轻 人 三 三 两 两 地 来 ， 拍 照 ，

吃饭。”周军回忆，尤其是对面的欢乐小

马影城，电影散场后，店里客人最多，如

今，外墙斑驳的“欢乐小马影城”连同儿

童乐园早已关闭，追逐打卡时尚的年轻人

又去追逐新的打卡地。

在点评网上，对“江城壹号”的评分也

大多为三颗星，“看起来萧条”“除了门口的

汽车柱没什么汽车厂的特色和创意，不像

工业遗产，像倒闭了的商业街”。

“披着文艺复古外套”的工业遗产经历

了短暂的热闹，再次回归荒芜。韩晗称这样

的情况为“二次废墟化”，在全国各地很

常见，这样粗糙的商业化改造没有考虑遗

产历史，忽视了当地居民的需要，游客的

“一次性消费”后，售价 35 元一杯的拿铁

一 天 卖 不 出 一 杯 ，“ 周 围 居 民 不 会 买 账

的”，当这个网红打卡地过气后，有居民

的小孩在随地小便。

更严重的是，转型失败后，招不到商

的 负 责 人 让 印 刷 厂 、 小 型 电 子 厂 入 驻 这

里，空气中飘着一股油漆味道，老厂房转

型的结果是又变成了新厂房。“第二产业

的 回 流 ， 造 成 的 ‘ 二 次 废 墟 化 ’ 无 法 弥

补。”韩晗说。

米阳文也关注到了这个现象，他认为

“二次废墟”和改造项目本身没有追求多

元发展也有关，“全部做餐饮短期内肯定

好赚钱，但没有长期的吸引力，自然就被

淘汰了。”

工业遗产应当结合历史，
艺术与功能去建设

英国文化历史学者罗伯特·休伊森总

结过，“100 根工厂烟囱是繁荣时的污染，

10 根冷却的烟囱却是丑陋的眼中钉，最后

一根工厂烟囱受到了拆毁的威胁，却成为

过去工业时代骄傲的象征。”

国外对工业遗产的保护进行得比我国

要早，发展利用的模式也成熟不少。德国

柏林的鲁尔工业区是国家名片，许多游客

专门奔着“工业旅游”而去，功能性的再

利用也得到了周边居民的认可，太空展览

馆是废弃的储气罐，起重架的高墙和煤渣

堆则成了攀岩训练场，潜水训练基地是旧

炼钢厂的冷却池，当年的工人挂上工牌，

成了导游。

工业遗产的改造是第二产业的升级，

和艺术密切相关。美国纽约的 SOHO 文创

产业商业街区，前身为 50 多座铸铁工业的

厂房，现在已成为全世界闻名的商业大道。

英国伦敦的克勒肯维尔，从废弃的工业仓

库改为独具工业美学的公寓或办公楼，吸

引了不少艺术家入驻，现在这里被称为“创

意圣地”，是世界上每平方英里创意公司和

建筑师最密集的地区。

在数量上，我国的工业遗产并不逊色，

韩晗调研发现，仅武汉的主城区，就存在

着近 400 个工业遗产点，质量上，改造成

功的也不少，“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及

其周边建筑是汉阳铁厂更新而成，武钢一

号高炉的工业遗址也建成国家公园对公众

开放。

武汉的 bighouse 当代艺术中心如今成

了周围居民的“文化社区”，米阳文坚持

举办各种艺术展览、音乐会、灯光秀、电

影放映会等，他认为工业遗产“不是一撮

人的专属，而是一个让不同地方、不同爱

好的人都融入进来的地方。”他同时也在

探索工业遗产的营利模式，如何可持续地

投入更新，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是他想

要继续做的事情。

“这些工业遗产孕育了武汉的城市精

神。”韩晗举例，重工业的“硬气”和轻工业

是不一样的，他在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工

业遗产是根源于灵魂、血脉与精神当中的

潜 意 识 。”群 众 平 常 生 活 中 可 能 没 有 意 识

到，不会主动去保护，但真要拆了，总会

觉得少了点什么。

对 于 工 业 遗 产 来 说 ， 保 护 不 是 放 在

玻 璃 陈 列 柜 里 ， 并 放 上 “ 请 勿 触 摸 ” 的

牌 子 ， 而 是 加 之 功 能 性 的 利 用 ， 韩 晗

说：“事关城市文脉传承，要让熟悉这个

城 市 的 人 参 与 开 发 ， 前 期 要 充 分 调 研 ，

让 市 民 参 与 整 个 改 造 的 过 程 ， 听 他 们 的

意见。”在他看来，没有在当地生活过的

人 ， 难 以 理 解 工 业 遗 产 与 这 座 城 市 之 间

的关系。

今年全国两会 期 间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侯 华 梅 等 提 交 了 《关 于 对 工 业 遗 产 进 行

立法保护的议案》，主张在立法层面推进

这项工作。

“工业遗产本质上是人类从高碳排放

行 业 向 低 碳 行 业 过 渡 的 产 物 。” 韩 晗 说 ，

制造业向文旅产业的转变并不代表工业文

明的衰落，相反，这代表着历史的进步，

“最好的结果是通过改造让工业遗产变为

一个公共空间，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其实，它自身就有生命力，再一次去

武汉的“江城壹号”时，两位头发花白的

老大爷搬了个折叠的小桌椅，在搬走的店

铺旁专心下象棋，时不时有行人停下来围

观，他们是住在附近的退休老人，“这里

比 较 近 嘛 ， 又 安 静 ，” 春 天 几 场 雨 过 后 ，

这些废弃的网红工厂四周又长出了绿色的

野草。

工业遗产会成为遗产吗

深圳，行人从地铁通道内“加油 打工人”主题

广告前走过。 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6 日，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运动员在大跳台训练备战。

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3 日，运动员在首钢大跳台训练。 视觉中国供图

2020 年 7 月 30 日，武汉汉阳，市民在融创武汉 1890 售楼部看房，在汉阳钢厂老制氧

车间和氧气装站改建而成的售楼部和拾光艺术馆里打卡，阅读书籍。 视觉中国供图

游人行走在北京 798。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