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虹口区房管局住房保障科方林青坦
言，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区别于一般老建
筑的修缮，前期的测量、规划、方案、招标
和施工都需要经过一道道审批，每一步都
有严格的规定，室内修缮须走同样的流
程。对于山阴路目前的情况，此前的确更
注重外表的维护，忽视了对居民居住环境
的改善，因而很多人不以为然，感觉与自
己无关，私搭现象也就乘虚而入。

方林青向记者透露，目前山阴路上的
千爱里、大陆新村以及文华别墅及一系列
虹口区范围内的市优秀历史建筑已经进
入了大修的计划中，面积达20万平方米，
目前尚在测量阶段，或将于今明两年开
工。据悉，此次修缮的资金大为提高，每平
方米费用增加到了600元，几乎是过去的6
倍，并将在修缮建筑外表的同时，进入到
室内和居民家中。“ 在保护历史建筑的同
时，也尽量保证居住人的利益。”

但要彻底保护诸如山阴路的优秀历
史建筑依旧任重道远，室内修缮难度相当
大。就比如增设厨卫设施，在方林青看，一
方面并非所有建筑有条件增设，“ 历史建
筑毕竟年代久远，室内空间、结构固定，只
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在屋里
开辟出一块。” 其次，邻里间协调不易，

“ 要在楼上放个马桶，水管怎么布置，势必
要从上往下走，楼下邻居是否愿意？”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已经搭建的违章
建筑的处理，按分工则由拆违办负责，修缮
部门无权干涉，理论上只能“ 不碰”并修缮
属于历史建筑本身的部位，因此想要将其
恢复到原来的风貌，需要部门间联手。

也许不久之后，山阴路又将有成片的
脚手架搭起。里外兼“ 修”是否真能抵挡
违章建筑的出现？能否真正保护好这些优
秀历史建筑？还原山阴路一个“ 旧貌”，仍
旧需要时间来证明。

》最新进展

“ 山阴路的问题在全国很多地方普遍
存在。”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仪三如是说。

将保护聚焦在历史建筑的外表，在阮
仪三看来正是由于修缮资金缺乏，只够小
修小补。

一些居民盼望的内部修缮的声音并非
第一次传入耳中，自2004年起任上海市规
划委员会历史文化风貌区与优秀历史建筑
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的郑时龄坦言，对于
山阴路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他并不赞成
盲目地为居民们增添在室内厨房卫生设
施，改变房屋原本的格局和结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市就曾经率
先在蓬莱路252弄、303弄内尝试过这种修
缮方式，而后步高里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段
进行过修缮。尽管在外人看来很不错，为
居民们都安装了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间，
但郑时龄和阮仪三并不满意。“ 将这些建
筑的内部构造破坏得面目全非”，“ 终究
不是一个办法，房子的质量势必降低。”

目前，许多优秀历史建筑，尤其是那
些居民住宅，面临着房屋基础条件薄弱的

问题。之前的调查显示，这些屋内平均每
户只有2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因此再怎么
努力改善、变动，面积、空间依旧是这些，
还是得不到本质的改善。“ 随之是违章建
筑的出现。”很多居民早已不是当年的屋
主，甚至变换了三四次，对原本的建筑没
有任何感情与了解。

一套房屋动辄五六户居民，甚至“ 72家
房客”，拥挤不堪。疏解居民成为了保护这
些建筑，同时改善住户环境的唯一出路。

“ 房子里只住两户人，那势必能够有所变
化。”郑教授表示。疏解两字说起来容易，一
旦做起来，问题便相继出现。首先便是资金
问题，尽管这次修缮的费用提高到了600元/
平方米，但在郑教授看来依然杯水车薪。

阮仪三教授认为，就目前，这些问题
都缺乏相应的政策予以支持，无论是建筑
的本身保护，还是市民的居住状况，都只
是拖着，始终没有多大改善。

诸如山阴路上的这些优秀历史建筑，
目前如何真正保护仍是值得探索的一个
问题。

山阴路风貌街违章建筑越来越多
历史住宅建筑保护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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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保护建筑上的违章搭建
越来越多

四川北路、甜爱路相交的岔路口，向
东没多远，道路突然间狭窄起来，恍惚间
已进入了山阴路。除了小学、幼儿园的上
下学时间外，数百米的道路车辆很少，也
没有任何公交车线路途经。自行车铃声、
饮食店蒸锅里冒出的蒸汽，打个照面一声

“ 侬好”，仿佛一场从繁华到静谧的穿越。
现在的山阴路作为一条历史风貌保护道
路，仍保留着筑路初期的宽度———最宽处
18.3米、最窄处12.5米。道路两边的梧桐树
连绵不断，两侧的人行道被统一铺上了的
舒布洛克砖。

街道两边则是风格迥异的住宅建筑，
传统的石库门弄堂恒丰里、新式里弄大陆
新村以及花园洋房千爱里自成一派。而真
正使这些建筑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恐怕
要属当年居住于此的名人们了。斯人已
去，如今依旧能找到鲁迅、瞿秋白的故居，
当年的屋子仍得到了保留。山阴路的历史
文化底蕴吸引了像黄凤青老先生这样的
人。10多年前自房管局退休下来后，凭着
对此处建筑、文化的兴趣，或者说是“ 老本
行”，他与老伴两人购买下了山阴路112弄
留青小筑内一套位于二层的房间安享晚
年，并着手研究此处的建筑。

“ 这里（ 留青小筑）建造于1933年，共
有三层楼高，二楼通常是最好的一个楼
层，光是层高就有3.3米。”多年过去，黄老
先生对于山阴路的历史、建筑已如数家
珍，尽管近年来房屋、里弄环境经历过数
次修缮，但令他有些遗憾的是，山阴路部
分保护建筑上的违章搭建也越来越多。

四川北路街道山二居委会主任戴建
臣说：“ 尤其是这几年，一些人争相开始

‘ 借天借地’。‘ 借天’就是一些住在顶楼
的人往上搭，‘ 借地’就是一楼的人‘ 挖地
三尺’。”

沿街的大陆新村清水砖墙，灰色的水
泥突兀地向上延伸出来。屋顶的晒台之
上，凸起了几间大小不一的立方体，一扇
白色塑钢的窗框配上磨砂玻璃虚掩着。弄
堂内的多排房屋无不例外，平坦的晒台
上，这些小屋参差不齐、形态各异，既不搭
调也不美观。“ 这都是自己搭的。”居民对
此并不避讳，“ 我这个门牌号里的三层楼
分给了三户人家，我就住在三楼，于是就
往上面搭一小间用作冲淋房。”

蒋女士自婚后随丈夫搬入山阴路2弄

（ 千爱里）内已有40多年的时间，其间眼
睁睁地看着前面一排的联体别墅由三层
变为了四层，住在底楼的人则先后借着屋
后院子的矮墙进行扩建，简易些的用彩钢
板和塑料搭建。屋檐之下的排水管错综复
杂，随心所欲地攀附在墙壁上。蒋女士承
认，前几年，家住三楼的她也搭出了一间
阁楼。

厨卫设施拥挤
成违建的原因

查阅2003年起实施的《 上海市历史文
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其
中第十六条第二项提到：在历史文化风貌
区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除确需
建造的建筑附属设施外，不得进行新建、
扩建活动。此外，第二十三条规定在优秀
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内不得新建建筑；第
二十九条写明，优秀历史建筑的所有人和
使用人不得从事损坏建筑主体承重结构
或者其他危害建筑安全的活动。

居民的解释很简单，“ 都这么搭了，我
也就跟着搭了，反正搭在自己的地方，又
不影响楼下。”

蒋女士有些无奈地表示，在这些违章
搭建中，有一部分成为了卧室、储藏室，大
多被市民开辟成了厨房和卫生设施，某种
意义上是不得已而为之。

千爱里36号，整个二层除走廊外的全
部地方统统归于蒋先生一家，于是经过重
新的规划和装修，不再与邻居们共用一间
厨房，而是重新铺设管道、分割房间格局，
将厨房与卫生间都搬到了楼上。

还有的人会选择私自搭建一间，简单
又无需大动干戈，还不会影响公用部位。
随之出现不断效仿，一些历史保护建筑逐
步面目全非。在千爱里内，几乎难以再见
当年的屋顶和瓦片了。

“ 外面涂抹涂料，翻修屋顶，虽然环境
优美了，但是否真起到了保护呢？”眼看着
违章搭建的增多，一部分居民开始质疑。
戴建臣说：“ 居委会对于居民私自搭建并
没有视而不见，但居委会没有执法权，只
能宣传、劝阻。”他向记者透露了一个数
字———102元，这是修缮时平均到每一平
方米的费用。

管 理 山 阴 路 大 部 分 房 屋 的 四 川 北
路物业的相关人士坦言，本是服务性的
企业，面对违章建筑无能为力。自此，山
阴路上历史建筑的保护似乎陷入了“ 死
循环”。

山阴路，这条
现今仅长651米的
道路，自开辟之日
起便被定位为住宅
区，一批别具一格
的洋房、里弄在此
兴 建———大 陆 新
村、千爱里、留青小
筑等成为了其中的
代表，一些名人在
此居住，这些住宅
相继有了“ 优秀历
史建筑”的大理石
牌；在2005年，“ 闹
中取静”的山阴路
因其丰富的文化底
蕴而被打造成一条
历史风貌道路加以
保护。

随即，屋外脚
手架架起、道路开
始整修，在居民们
眼 中 本 是 件 值 得
高兴的事。然而，7
年之后，山阴路的
建筑之外，拉毛水
泥 外 墙 无 法 掩 盖
违章搭建的蔓延，
也有人提出了，历
史住宅建筑保护路
在何方？

本报见习记者
梁峰

不少居民把屋顶改造为厨卫设施。 本报见习记者 张瑞麒 摄

山阴路保护建筑将里外兼修 费用600元/平方米

历史住宅建筑保护难题该如何破解？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