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了解，在这场长达4年的修缮
工程进行过程中，曾遭遇过许多困
难。有的需要施工方耐着性子去排查
解决，有的则要开动脑筋发挥创意。

灭白蚁 增加额外工作量
由于旧居本身属于砖木结构，

因此2011年当施工方拿到施工许可
进 场 时 ， 却 发 现 一 个 严 峻 的 问
题———由于上海地区气候潮湿，极
其适合白蚁筑巢，加之木结构的老
房子众多，都成为白蚁筑巢的重灾
区。邬达克故居的修缮工程不得不
因清除白蚁而停工数月，一直到
2012年的3月份才重新开工。

原材料残破 难修旧如旧
本次在纪念室中展出的两块粘

土瓦是邬达克旧居屋顶上为数不多
可继续利用的原材料，更多的在经
过80余年的风霜洗礼后，都已残破不
堪无法使用。

王瑜透露，本次修缮的原则是
修旧如旧，在尽量使用原建筑材料
的基础上，也不得不按照原样仿制，

比例更需极其精确。
以瓦片为例，就花费了大量精

力。“ 粘土瓦吸水性好，下雨前下雨
后重量不同，我们这次制作了陶土
瓦，重量取了粘土瓦的均值，充分考
虑承重，同时样貌也做到与原瓦片类
似。”据观察，旧居主楼北面的屋顶
沿用了旧粘土瓦，而佣人居住的副楼
屋顶却用了新的陶土瓦，但不仔细
看，几乎看不出来，毫无突兀之感。

此外，由于建筑有大小数个极
为陡峭的尖顶，为这些尖顶铺上瓦

片也花费了施工人员相当大的精
力，不仅需要技术高超，还需要大量
的时间。

老照片难找 只能凭空想
施工方介绍，本次修缮工程中

许多细节都是完全根据建筑的老照
片制定的。但目前所能找到的老照
片中都没有三楼的画面，因此三楼
究竟原本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

“ 我们进场时，到三楼一看，完
全是储藏室的格局，被分割成了一
个小间一个小间，如果根据原貌修
复，那么根本没法走人，而且也不可
行。”根据王瑜的介绍，记者看到了
目前挂在墙上的施工队进场时三楼
的照片，凌乱的空间被分割得七零
八落，墙壁也残破不堪，毫无美感。

施工方根据原尖顶结构，重新
设计了这个空间，拆除了原小分割，
并为楼梯旁与屋顶下，都配上了彩
绘玻璃，阳光可透过这些半透明的
彩绘玻璃洒入，柔和中透着彩绘玻
璃独有的色泽，营造出一丝神秘的
宗教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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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城市

据长宁区介绍，邬达克故居修
缮工程从2008年起启动前期工作，
在上海是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指导
下制定全面修缮方案，并委托某地
产公司进行实际修复施工，最终在
邬达克诞辰120周年前夕竣工。但
是目前，尽管纪念室已经落成，却
尚不具备对公众开放的条件。

“ 目前，在讲解志愿者、二楼三
楼的功能开发等许多方面，我们还
没有具体方案，因为这牵涉到许多
方面。”长宁区文化局局长张永珍
昨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由于旧居
产权属于教育局，而修缮方又是企

业，因此现在刚竣工，各方都尚未
来得及讨论具体开放的细节，“ 不
过这里的底层今后是肯定要开放
的。只不过是常年开放，还是定期
开放，还没定。至于二楼三楼今后
的功能、用途，也需要多方面再协
商。”

据了解，邬达克纪念室建成后
有望成为国内国际建筑学会、教育
机构、建筑开发商、承建商、专业官
员等运用多语言、多渠道进行交流
互动的载体，并有计划地邀请各国
知名建筑师赴纪念室现场举办讲
座及相应学术交流活动。

“ 石库门”打造
城市文化新名片

本报讯 记者 罗丹妮 2010年上
海世博会举办时，世博护照成为了上
海世博会的特殊名片；如今，以石库
门文化为主题的“ 石库门·海上繁
华” 志又打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新
名片。

记者昨天从上海新天地“ 石库
门·海上繁华” 新闻发布会获悉，此
次所选取的“ 寻搭子”、“ 翻行头”等
6幅画，将向海内外友人传达一个共
同的信息：最平淡的日子也要优雅
过，最平常的上海，也有独有的海上
繁华。

据介绍，“ 石库门·海上繁华”特
别选取著名海派重彩画家、“ 石库门
先生”李守白的6幅石库门代表作作
为主画面，有“ 寻搭子”、“ 讨媳妇”、

“ 蟹红了”、“ 着棋子”、“ 翻行头”等
上海百姓喜闻乐见，海内外游客觉得
具有海派风情的生活题材。

上海世博会海宝设计师邵隆图
则表示，现在一提上海城市文化名
片，人们通常会想到外滩、中国馆、大
剧院、新天地⋯⋯但他认为，上海的
城市文化名片，还应包含这个城市的
品牌，而如果“ 石库门·海上繁华”作
为上海城市文化名片，就可以被观
摩、被欣赏、被记忆、被传播等。

陆家嘴唱响
诗人“ 都市民谣”

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唐诗宋词
都是可以传唱的，现代诗歌还能唱
么？近日，一场名为“ 原创·动力”的
诗歌民谣聚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正在写诗的上海人、新上海人
朗诵自己的作品，懂得音律的还把诗
歌唱了出来。

David白天的身份是上海理工大
学中英国际学院的法律老师，夜晚就
变成了诗人，还有个诗名：王德伟。他
写了一首英文诗《 糕饼颂》，“ 在课
堂上给学生表演，学生们很喜欢，就
希望有更大的平台。”

恰好，2012年陆家嘴文联成立白
翎诗社，王德伟成为了白翎诗人。在
年终的诗歌民谣聚会上，他的老朋
友、著名作曲家屠巴海帮他把《 糕饼
颂》配上乐，他带着一帮孩子上台唱
了出来。

据悉，白翎诗社起源于知名的民
间诗社“ 城市诗人社”和“ 九派诗歌
论坛”网，基本宗旨是打造陆家嘴社
区文化和楼宇文化，激发人们对生活
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诗社成立
以来，已举办“ 纪念海子诗歌朗诵
会”、仲夏夜的聚会、西山诗会等多
项诗歌活动。

邬达克故居修缮历时四年完工 年内将开放
力求原汁原味 每块瓦比例都要精准

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西区，连
绵的农田、摇曳的水稻，打造了与四
马路、霞飞路完全不同的风景。来自
奥匈帝国的著名建筑师就在这一派
田园风光中建造了一栋外表黑白相
间的小楼。它拥有宽敞的花园草坪，
有着高耸的烟囱与尖顶，还有室内
美轮美奂的欧式装饰。在长宁区政
府多年的保护下，这一切昨天都最
大限度地呈现到世人面前。

“ 现在你看到的这个房子，跟
当年邬达克建造时的外表，几乎是
没有区别的，里面的结构也基本没
动。”王瑜是本次邬达克旧居修缮
项目实际施工方的现场负责人，她
告诉记者，整体建筑的修复完全按
照现存的老照片仔细比对，因为是
保护建筑，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

走进底楼大厅，记者发现底层
已变身为一个邬达克的纪念室，陈
列着邬达克先生身前的一些珍贵资
料。在西边的一隅，两块原建筑屋顶
上的砖瓦静躺在柜中，据介绍，这种
瓦片叫粘土瓦，吸水能力超强，因此
制作工艺也十分高超。

整个大厅的欧式风格咄咄逼
人：从雕花繁复的大梁，到旋转而上
的楼梯，从看似真有熊熊烈焰的壁
炉，到富丽雅致的桌椅，无一不透露
着主人的品味。

拾级而上，旧居的二楼有数间
房间，原是邬达克一家人的卧室。如
今格局与主色调完全按照原貌复原，
但修缮时根据原色调配上了墙纸，显
得空间宽敞明亮。三楼储物间原是被
邬达克刻意分割成一个个小储物间
的零碎空间，如今却已格局一新。

绕着这栋1930年建造的建筑走
一圈，尤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建筑外
形的细节打造：落水管道上都镌刻
有花纹，无论是窗台还是烟囱的设
计都堪称精美。

链接

邬达克（ 1893—1958）
出生于奥匈帝国，自幼在建筑

的熏陶下长大。毕业于布达佩斯工
业大学，为匈牙利皇家建筑协会会
员，是寓居上海的建筑师，也是世界
著名建筑师之一。1918年，经历颠沛
流离的邬达克来到上海，此后30年
的时间中，他在上海主持设计了60
多幢风格迥异、美轮美奂的建筑。其
中包括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中
西女中景莲堂、达华公寓和不少优
秀花园别墅建筑。现在大部分邬达
克设计的建筑都列入优秀历史保护
建筑名录。

目前长宁区拥有邬达克设计的
建筑17幢，为各区县之最。

继中国馆等成为上海的城市名
片后，新石库门也将开启上海新文化
的名片。 本报记者 杨磊 摄

在这处修复一新的故居里，不仅能看到恢弘气派的欧式风情，还能察觉到许多耗费心思的小细节。 本版摄影（ 除署名外） 记者 吴恺

回顾

修缮多次遇瓶颈 要耐心还要拍脑瓜

回顾四年修缮过程中多次出现
的难题，曾一度让施工方头痛不已。

展望

未来将开放 方案在协商

曾经是一派田园风光中最优雅的西洋建筑，如
今是隐藏在闹市区中的别有洞天。位于长宁区番禺
路129号的邬达克故居昨天迎来一个特殊的节日。为
纪念匈牙利著名建筑师邬达克先生诞辰120周年，前
后历时4年修缮保护终于竣工的邬达克旧居昨天开
门迎客。与原貌完全一致的外立面、沧桑斑驳的砖瓦
与80年前那些图案繁复的横梁，无不暗示着本次修
缮工作的精细与不易。长宁区相关负责人透露，年内
故居一定会向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丁烨

瞻仰

底层变身纪念室
落水管都刻着花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