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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旧如故"焕发生命力
“我们这里屋顶漏水问题其实 !年前也

发生过，但没有这次这么严重，当时迅速查出
原因的同时及时给予了解决。”千彩书坊的店
长说，“这次黄梅季期间，屋顶就开始漏水了，
我们发现后及时与房管部门取得联系，他们
也非常热情地帮助我们查找原因，也做了多
种处理方案，但是效果并不理想，漏水情况依
然存在。今年的上海书展马上就要开展了，千
彩书坊如同往年一样将举办多场作者签名与
读者见面等活动，如果到时漏水问题还不能
有效解决，活动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

在老建筑设计师、“弄空间设计事务所”
创始人汪昶行看来，千彩书坊遇到的问题，其
实上海很多老建筑或多或少都有。“我们在做
项目的时候，会发现从房管部门调到的原始
档案，在具体操作时很难起到作用。因为在这
几十年中，不少曾经的房客会对建筑结构产
生影响，其中有些影响小，有些则可能危及到
建筑本身的安全。因而在接到这类项目的时
候，我们一般不会轻易开始使用，而是重新测
量并对结构本身进行研究之后确定多个施工
方案，最终经过讨论选择最稳妥的方案。”
“我们是历史的‘搬运工’。我们的工作建

立在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改造的主旋律是保留和修缮，目的是使这个
老建筑可以被‘阅读’，以新的定位和功能重
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中。”汪昶行说。

作为申城一位以绘画老建筑而广为人知
的画家，上海中国画院画师洪健觉得建筑是
有故事的，过去的故事、现在的故事甚至未来
的故事。建筑与人之间产生联系，房客来来去
去，建筑就像一个舞台，容纳和见证了人们的
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因为历史、人文产生了
一种温度，成为情感的纽带。老建筑不仅应该
“修旧如旧”，更应该“修旧如故”，只有真正理
解了建筑和城市、建筑与历史的关系，老建筑
才是有生命的，“我的作品中除了描绘老建筑
的外貌和环境，更想表达的是建筑中氤氲着
的脉脉温情。我曾经到过欧洲不少国家，有些
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不少老建筑是重
建的，但由于充分考虑到了人文因素，这些建
筑依然展现了‘前辈’的历史。还有些小镇会
结合老建筑的特点和文化，开发出民宿、美术
馆等，让老建筑重新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中，而
不仅仅是外壳的展现。”

不仅能住还要能生活
历史建筑在留住城市文脉中到底该如何

发挥作用？在长宁区“加强历史文化风貌区保
护、传承优秀历史文化”专题协商会上，长宁

区政协委员周卫红表示：“有故事的建筑才具
有传承的魅力，不仅要让历史生动起来，还要
让这些建筑的今天也生动起来。就像听着肖
邦在华沙寻找音乐长凳一样，上海的历史风
貌区和历史建筑也完全可以实现联动，让城
市居民一起去寻找历史、寻找文化的痕迹。”

一位外国建筑师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有
交流的欲望，到一个公共空间，他不仅希望观
察别人，也希望别人关注自己。”老建筑不应
该成为一个封闭的空间，更应该向人们开放。
然而事实上，老建筑的开放问题，绝对不是其
产权拥有者点个头这么简单。在近日市政协
召开的《关于推进“历史文化名街”对公众开
放的建议》提案跟踪座谈会上，一处老宅的管
理方表示，目前老宅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建筑
承重不足，如果作为博物馆开放，面临人力不
足、财力有限等压力。

事实上，一些开放的老建筑在修缮过程
中也遇到不少问题。去年 "月，“三毛之父”、
中国儿童连环画开创者张乐平先生位于五原
路 "##弄 !号的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张慰军
是张乐平最小的孩子，如今已退休，一直帮忙
打理相关事务。谈起修缮过程，张慰军依然记
得不少木结构被白蚁侵蚀得不像样了，整个
修缮过程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在张慰军看
来，这次修缮确实让故居重新焕发了活力，但
更为重要的是，故居开放可以让人们对他的
父亲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后董雄飞是一位行走在城市的独立探
索者，上海老城厢及老城厢背后的生活是他
的最爱，他自称“格里董”，“格里”在上海话中
是一种对人的称呼，很上海也很有时代感。翻
开“格里董”的朋友圈，几乎都是一句简单的
话加上几张照片：“不同角度看上海，兜兜看
看”专辑下发布的是上海老房子上各式各样

的窗；“城市的各个角落”专辑下发布的是一
些老房子的木质楼梯、斑驳墙面……建筑不
仅能住，还要能生活，在上海老建筑聚集的老
城厢，你能找到传统的、黏稠的、极富人情味
的上海生活，也能发现被忽视、被遗忘、即将
消失的城市印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童
明，目前正带领团队负责南京东路一社区的
微更新项目设计。在他看来，这次微更新的核
心要点就是里弄内公共空间改善，希望更好
地保留和保护弄堂文化。
“对于老建筑的修缮和使用，我觉得成

本、责任、义务，这三个要素都是必须要考虑
的。”童明教授说，“老建筑的修缮费用是非常
高的，甚至超过重建一座相同面积的房子。同
时，在老建筑的修缮过程中，责任问题也是最
为普遍的。公共空间发生漏水等问题，究竟由
谁来承担？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会让一个修缮
工程停滞不前。由于不少老建筑是使用权而
非产权，因而承租人往往觉得公共空间的修
缮肯定由房管部门来管，而一些老建筑没有
物业，不交物业管理费，在修缮资金上往往捉
襟见肘。第三个就是义务。当你入住老建筑
后，你就应该承担起修缮的义务，国外有不少
%美元出售的老建筑，实际上你需要承担这座
建筑的修缮费用，这笔费用不仅数额巨大，而
且是长期的。”

历史资源还需活化利用
“建筑保护的最好方式，就是使用她。”英

国保护规划手册以这样一句话开头。目前，上
海中心城区共有 %"处历史风貌保护区，其中
面积最大的是衡复历史风貌区，面积约 &'((

平方公里，分布着 )*$幢优秀历史建筑、%&&+
幢保留历史建筑、""*)幢一般历史建筑。这片

拥有深厚历史人文底蕴的承载区，更多故事
有待进一步挖掘。

风貌区保护并不是“一朝回到百年前”，
而是要将街区调整到最适宜人们居住和活动
的状态。“我们确定了‘三减三增’保护原则，
即‘减建筑容量、减人口总量、减过度商业’和
‘增公共空间、增绿化面积、增文化功能’。整
体推进历史街区功能开发、建筑修缮、业态调
整及环境综合整治，将实施‘衡山复兴计划’，
落实最严格的文化保护红线制度，加强历史
资源活化利用，传承发扬海派文化。”上海衡
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佳音说，“像
建国西路有一幢老洋房，当初我们在选择客
户的时候，除了经济收入之外，更要考虑的是
客户在老建筑保护方面的意识。像这幢老洋
房现在的用途是一位著名导演的工作室，而
这位导演本身也是老建筑的爱好者，对于建
筑本身有自发的保护热情。他只对外墙和内
部进行了清洁，并配上复古家具，使建筑整体
焕发上世纪 !$年代的感觉。在保护中利用，
在利用中又予以保护。”

虹口区的“%)!!老场坊”创意园，原先是
上海工部局宰牲厂，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在
设计上将东西方元素巧妙融合。"$$(年，有关
部门对其进行改建设计，采用保护性再利用
的策略，通过对水泥饰面的打磨保留其神秘
的特色廊桥，同时在细部加入金属和玻璃元
素，使建筑更富有现代感。
“‘%)!!老场坊’自修复成功以来，已经举

办过许多知名品牌的发布会、集团晚宴和周
年庆等活动。”“%)!!老场坊”运营方———上海
众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晓蕾
说，“改造修缮为该建筑注入创意产业的新功
能，许多设计创意公司、工作室迁入其中，成
为时尚创意新地标。”

老建筑就像一个舞台!承载着历史和人文记忆!

需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

让可以阅读的建筑青春永驻

常德公寓楼下的千彩书坊，因其在
实现对优秀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的活态
保护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成为静
安，乃至上海的一张文化名片。这几天，
路过常德公寓的人会发现，整幢大楼正
在粉刷外立面。然而，走进千彩书坊，地
上却有一只只接水盆，书架里还有溢出
的水滴。类似千彩书坊的问题，在上海不
少历史建筑中都或多或少存在。可以阅
读的建筑，本身是有“生命”的，最完美的
保护，应让她青春永驻。

! ! ! !本报记者 方翔

! 建国西路一幢老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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