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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民居住宅的微更新
“开放”里弄 创新生活
相较于其他老建筑类型，里弄民

居的功能性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留，
里弄的居住者也延续以往的生活方
式，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但对仍在
内部居住者所在空间的改建既不容
易，也不现实。因此，如何在保护文
化价值的基础上，让里弄这种老建筑
焕发新活力？

“愚园路城市微更新”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为居
住者带来有获得感的新生活方式。
烟火气息与精致生活并存的公共市
集得到了居民们的好评：社区食堂、
便利小店、社区菜场，以及手艺人开
设的原汁原味裁缝店、修锁店、鞋匠
铺等。“生活”味道不变，载体品质与
时俱进。

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规划、建
设与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的
需求。愚园路民居微更新，也体现了
这个特质。改造者深入社区、聆听各
方需求的出发点，激发邻里自治共治
的潜能，改善里弄片区相对封闭的现
状，增强社区间联系，使新增公共设
施更好地服务在地居民。

名人故居的新拓展
探索多业态共存

保存城市记忆、挖掘城市文脉，
是这一辈上海人与父辈的维系所
在。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中，许
多人文遗产正在消失。名人故居、教

会建筑等精致老洋房中蕴藏的那些
逸闻往事，信手掇拾便是一段沉甸甸
的信史。它们理应伴随老建筑新发
展，续写过往荣光。

体量较小的老洋房，如现代文坛
“三剑客”之一施蛰存先生的旧居，摇
身一变成为集文艺咖啡馆、潮牌买手
店和文化艺术展为一体的跨界生活
美学空间。体量较大的老洋房，则多
用于展示和承办活动。比如衡复艺
术中心（原名为美国共济会堂，又名

“美生堂”）、孙科别墅等，多被打造成
经典品牌的首发地、精彩活动的承载
地、精致文化的交汇地。在修缮工程
中，它们大都保留外立面原始风貌及
大部分室内装饰，展现当时或典雅、
或厚重的风情。

值得一提的是，孙科别墅所处的
上生新所原有“哥伦比亚住宅圈”，是
上世纪20年代的一个时尚社区；它
不仅有居住功能，同时也有公共服务
的功能，周边的人都可在此享受各种
公共服务。这种“生活圈”的理念，在
项目设计之初就得到了考虑。最终，
小片绿地、商业配套、休闲广场等新
功能逐一出现，上生新所以敞开之姿
与周边老社区融为一体，做到“可达”
和“宜居”。

老厂房的新改造
反映历史 赋能未来

上海是中国现代工业发源地，伴
随工业阵地的转移，大量具有时代特
征的工业遗产被留存下来。作为历
史的见证者，它们同样不适宜被直接

拆去。而厂房、仓库通常体量巨大、
空间封闭、造型单一，因此对它们保
护并再呈现的任务较重。

以毛麻仓库工业建筑为例，改造
设计时并不强调人的使用和欣赏。
但置于滨江大环境中，必然会有更多
民众去使用，有更多新时尚功能被植
入，满足新的使用要求。这就要求考
虑怎样能够把毛麻仓库建筑本身以
及周边场地的情况特征，通过创新设
计以提升它的使用价值。

毛麻仓库建于上世纪20年代，
板柱结构，红砖外墙；其北侧的厂房
则建于上世纪70年代，排架结构，水
泥拉毛外墙。二者相互并置，相互呼
应，相互印证，正像一个微缩的滨江
历史片段，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代特
征。由此，再设计时二者得到连接，
能够还原历史，并唤起使用者和参观
者的审美情绪。

在空间改造上，仓库沿江墙体被
打开，与黄浦江产生互动；增加便于
植入新功能和便于使用的坡道；厂房
底层局部打开，与仓库东侧船坞及北
侧、西侧之间形成连续人行流线，以
纳入人的活动。经过改造，工业老建
筑能够更好地融合新功能，并和周边
场地产生互动。

城市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交流
活动的场所，同时也是城市的文化精
髓所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精神风
貌。一个城市的创新能力往往来自
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与交织，而公共
空间正是保留个性、体现城市文脉、
涵养城市品质的最佳场所。

近年来，上海市推动老建筑、老厂房和老街区的城市更新，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
秀带”，为上海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老建筑的华丽“蝶变”，既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历程，也
更加凸显了城市人文脉络。

幸福生活需要有历史文化的熏陶。要坚守文化城市文化的“灵魂”，要妥善处理好城市历史文
化保护和发展的关系，让我们对下列三种具有海派特色的上海老建筑进行探讨。 青年报记者 周琳琳

●您认为现在注重对老建筑的
再使用和新发展的原因为何？

随着经济发展，整个民族都有

了强烈的文化自信需要和自我文化

身份再构成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人们就会逐渐寻找体现他们自己文

化、自己建成的足迹，统称建成里

程。因此，对于遗产价值的发现和

认识，在过去三五年间发生了快速

转变。

这些里弄、厂房看似和摩天高

楼有些差距，但它们包含的文化价

值，一代一代上海人在建设过程中

付出努力所蕴含的价值，塑造出的

环境条件，都是构成丰富、有特点

的文化的重要背景。它们提供了

更加坚实、更加真实的文化，这种

文 化 是 塑 造 文 化 自 信 的 重 要 组

成。文化产业的重要载体，往往与

建成环境密切结合。建成环境承

载着许多历史文化要素，激发人们

的创造。

●您对于杨浦滨江的认知和理
解是怎样的？

在过去十数年间，各个城市滨

水空间都在开发，其他滨江区可能

更新、更宽敞，但却较难从中感觉到

这座城市过去一百五十年的发展

史。杨浦滨江体现出过去十年对生

态环境的重要保存。虽然它很狭

窄，却提供了市民、参观者最近距离

接触城市母亲河黄浦江的可能性，

与水的亲近是最密切的。这种与自

然环境的近距离接触，满足了对生

态保护的诉求，在城市中感受“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杨浦滨江体

现了文化和生态的双重价值，这是

当代发展的重要脉络。

●那么老建筑在保留和呈现文
化的基础上，如何做到适应时代、为
今人更多更好地使用？

城市建设中，中央和地方提出

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提出从

增量发展到存量发展的变化。许

多城市里存在大量未被利用的空

间，我们称之为闲置的空间。对

它们的利用，就对城市管理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以更复杂的方法、

更精细的管理，去解决不同产权

方之间的利益关联，这是一种新要

求。仍以杨浦滨江为例，其中杨树

浦水厂的栈道，如前所说它提供了

亲水的机会；而在创造美好生活的

过程中，能够把原来遗产可能存在

的使用上的矛盾得到创造性的化

解；另外，杨树浦水厂直到今天依

然承担着公共自来水的供应，因此

具有安防要求。这部分栈道并非

从内部进行贯通，而是搭建在黄浦

江上。滨江沿线贯通，可以说是各

方、各部门一起创造性解决问题的

结果。

老建筑历史文化基因
激发城市的创造力

看老建筑的看老建筑的““蝶变蝶变””
品城市文化品城市文化““余香余香””

制图 汤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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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 姚栋

愚园路上
海照相馆、衡
复风貌区、毛
麻仓库、粟上
海、上生新所、
愚园路街景、
改造后的张
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