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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A11

! ! ! !近日，记者接市民反映，名列“第三批
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简称
“三普”，于 !"#!年 $月 $日在上海市文
物局官网公示）的石库门里弄光明邨已被
拆除。记者第一时间前往淮海中路附近的
光明邨，看到曾经整齐连片的石库门里弄
如今只剩几栋孤楼，基本已被拆除完毕。
在上海城市记忆丛书主编、石库门文

化研究中心专家娄承浩看来，光明邨是典
型的海派特色石库门里弄，也是为数不多
保存较为完整的石库门建筑群，有较高历
史价值。
今年 %月以来，杨浦北外滩英商班达

蛋行、杨树浦路民国巴洛克式警察局、开
国大将陈赓居住过的虹口公益坊、四川北
路陆氏民宅等一批不可移动文物相继被
媒体报道遭拆除。针对频频曝出的文物损
毁现象，市文物局此前曾表示：&月底前，
要完成尚未核定身份的 !'(%处不可移动
文物的“全面梳理”；)"月底之前，邀请文
物专家前来明确“分级”并公布分级名单。

但是，记者调查获悉，光明邨地块在
!")!年前已有动迁公示；!")!年中期，光
明邨虽然已出现在上海市文物局公示的
“三普”名录中，但未认定挂牌；!")(年
底，该地块就做了清拆。资料显示，早在被
划进“三普”名录前，光明邨就完成了动迁
工作，后续工作都在规则内完成。那么，这
样的文物保护该如何进行呢？

市文保处!土地流转早
于文物认定
“这边文物保护进行着，那边同时在

拆除的情况是存在的。”昨天，上海市文物
局文物保护管理处处长李孔三接受记者
采访时坦言，目前文保部门的“三普”登记
大多着眼于建筑物本身是否有保护的价
值，至于土地是否流转、是否动拆迁等情
况，不一定掌握。
李孔三认为，现在不少市民对历史建

筑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但对保护的方式
并不了解。据介绍，光明邨所属的黄浦
))%号地块是由瑞安地产与黄浦区教育
局共同开发的教育地块。该地块在 !""&

年已通过区发改委审核，用于建设九年一
贯制学校，!""'获得房屋拆迁许可。上海
装饰集团设计有限公司受文保部门委托
曾对 ))%号地块上建筑作出评估，地块上
中共上海早期党校旧址、天厨味精厂旧址
及瑞华坊将原址保留，另有少数建筑部分
保留。而最终建筑物是否需要保留，将通
过挂牌体现。
瑞安地产方面在 $月 !(日给记者的

一封回函中强调：“瑞安一直秉承对历史
建筑的保护精神。如在瑞安房地产开发地

块范围内有具有文物价值的历史建筑，我
司将根据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要求，切
实做好相应保护工作。”
“土地出让绝大多数都是净土地，交

付前都拆干净。”李孔三说，各区都有类似
光明邨土地规划出让早于文物公示的情
况。为了减少文物未及挂牌就被拆除的情
况，目前针对涉及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
作，首先要求各区文物局全面梳理并于今
年 )"月前完成文物挂牌；若涉及开发原
因不予挂牌的，必须报专家论证，报市文
物部门审核，并由区政府部门批准。

博弈!各方探索双赢新
模式

文物保护是否一定和城市开发“犯
冲”呢？李孔三透露，目前有关部门也正就
中心城区的某处老式石库门建筑群探索
新的开发模式。比如说，开发商承诺一些
状况良好的石库门建筑保留下来，而这些
石库门的面积不计入容积率，相当于送给
开发商，如此调动其文物保护的积极性，
也能实现一定意义上的双赢。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今年 $月 )日实施
的《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中，就有类似
表述：“在符合区域发展导向和相关规划土
地要求的前提下，允许用地性质的兼容与转
换，鼓励公共性设施合理复合集约设置。”
目前这种探索还在进行中，在涉及的石库
门建筑群，各方已有初步的合作意向。

新民网见习记者 戴天骄

记者 萧君玮

这厢上榜“保护”那边惨遭拆除
光明邨地块房产开发再发文保难题之问

美伦大楼大肆改建
市民忧心破坏结构
! ! ! !“南京东路的美伦大楼是优秀历史建筑，有近 )""年
历史。现在里面在大肆改建，会不会破坏原有结构？”昨
天，读者王先生致电本报 '$!%%%新闻热线，表示担忧。

昨天下午，记者来到南京东路 )%)号*)&)号，这里就
是美伦大楼。大楼在进行改造，走进大楼内部，就仿佛进入
一个大工地，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施工。不仅钢筋水泥随
处可见，地面居然也向下挖了半米多深，一些门窗也都已
敲掉。大楼外部则挂着一块牌子“优秀历史建筑”，上面写
着大楼介绍：“原为美伦大楼，)')$*)'!)年建造。新古典主
义风格。顶部有两层高的爱奥尼式柱廊。”这块“优秀历史
建筑”牌子，由上海市人民政府 )'''年'月颁发。
王先生称，美伦大楼里的一些门窗、天花板等都在改

造中被敲掉了，这样的施工是否破坏了优秀历史建筑的
结构？“原本美伦大楼是黑色铸铁门窗，非常漂亮，又很高
雅，如果没有了实在可惜。”王先生称，自己从小就住在附
近，所以对美伦大楼的情况比较熟悉。

在现场，记者看到了施工铭牌，工程名称是“南京东
路 )&'号街坊成片保护改建工程”，建设单位是上海中央
商场投资有限公司。按着施工铭牌上的电话，记者联系项
目负责人，对方称，美伦大楼目前确实在改造，但他们是
按图施工。原本的铸铁门窗已卸下，这是为了更换新的。
此外，本来的天花板已经老旧，所以必须更新，外墙是保
护性修缮。
记者又致电黄浦区房管局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科科长

胡庆峰，他表示，美伦大楼是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这次
施工改造是否破坏原有结构，等施工结束后，他们会有一
个验收报告，如果施工破坏了建筑物，一定会加以处理。
胡庆峰说，他们对美伦大楼也有每月一次的巡查巡视，目
前没有发现大问题。

对于这样的说法，读者表示，历史建筑一旦被破坏，
那是不可逆转，也是无法修复的，只能带来遗憾。希望有
关部门跨前一步，加强事中监管，严格审核、检查装修图
纸和装修进程，以更好保护这座历史建筑。

本报记者 屠仕超

! 正在改造的美伦大楼内部 本报记者 屠仕超 摄

阮仪三 提前介入不是开拆理由

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指出!石

库门是近代上海独有的风情! 承载着

几代人的历史记忆! 不能以城市开发

的名义就让这种记忆从我们身边消

失" 开发商介入虽然早于文保部门认

定!但若大家都有文物保护意识!政府

与开发商就应该协商如何进行保护!

理清城市化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还可

以通过法律手段切实对文物设施实施

保护"在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上!

可以参照国外通行做法! 采取修缮补

助相结合的手段"

摄影师 拆和迁不总是画等号

一位曾出席 #!"#"城市规划$论

坛的自由摄影师! 热衷于拍摄上海的

老建筑!光明邨也在其中% &我接触过

很多居住在类似光明邨石库门内的居

民!其中大部分倾向于拆迁% 现在整个

社会仿佛有一种普遍共识!觉得只有通

过拆除老建筑! 才能改善居住条件!才

能推进城市规划%这是最大的问题%拆

除老建筑不应该是必须的手段% 我认

为!拆和迁不是总画等号!建筑的保留

与否应取决于建筑是否具有历史价值

和文物保护身份%$这位摄影师如是说%

各方观点

! 光明邨地块清拆后剩下的孤楼 新民网记者 萧君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