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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纪录片勾起上海记忆!融入文化传播成建筑保护新模式

镜头说话:感受老建筑的温度

! ! ! !外滩 !"号、汉口路 #$$号、汉口
路 "%号、香港路 "&号……在近日热
播的纪录片《上海记忆：金融的变迁》
中，一个个老建筑讲述了百年上海的
金融往事，更向世界传递中国发展进
步的信心和力量。有故事的建筑，才
能给城市增添温度。历史，在建筑里，
在档案里，它一直在那儿，等待我们去
领悟。记录历史，呈现历史，是一个艰
苦的思维过程，目的不是要去更改历
史，而是领悟它的真谛。

记录历史
挖掘城市发展基因
“近四十年前，我首抵上海时，简

直无法想象，有朝一日这个城市会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金融中心。就
我，亦即就大多数西方人士而言，上海
展翅高飞之姿令人震撼。上海人常说，
这双翅膀就是黄浦江两岸，故而我就
从这里出发，去探寻上海非凡嬗变的
妙诀。”原 ''(记者、英国历史学家、
《毛泽东传》作者菲利普·肖特在纪
录片《上海记忆：金融的变迁》中这
样说。

继《上海记忆：他们在这里改
变中国》之后，上海市档案局（馆）
联合真实传媒有限公司策划推出
了 )集微纪录片《上海记忆：金融
的变迁》。借鉴城市地理学的概
念，把书面史实转化为空间叙事
成为了这部纪录片最大的看点之
一，就像肖特在和平饭店门前感
慨，“*&++年，当我第一次到访上
海时，就住在和平饭店。那时，这
座有着红绿两色尖顶的塔楼，是
这座城市最高楼之一，也是当时
上海极少向外国人提供住宿的
场所。那时的外滩，满是政府办
公楼，昔日的汇丰银行大楼，是
市政府所在地。到了上世纪 &,

年代，变化出现了。市政府首先
搬离此地，其他政府机构依次
效仿。直到世纪之交，外滩才恢
复到它五十年前的样子：成为
这座城市的金融区。就在这十
年里，我亲眼目睹了摩天大楼
在浦东崛起，陆家嘴已被打造
成新的金融城，而先前我看到
的，只有田地和沿江而设的破
旧仓栈。今天，又有新的变
化：!$% 平方公里土地被纳
入自由贸易试验区，从黄浦
江往东，一直延伸到海边。
我不禁想问，所有这些变
化，将给人们怎样的愿景？
将给这座城市带来怎样的
未来？”
“上海为什么过去是远

东金融中心？现在要建设国
际金融中心，底气在哪里？”

《上海记忆-金融的变迁》的制片人兼
总编导陈菱说，“纪录片，需要带着问
题去做。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有强大
的金融基因，这些基因凝固在一座座
金融建筑中，就在我们的身边。与之相
关的大量历史档案也都存在，相互印
证，这就是底气所在。”
汉口路 "%号的命运轮回，恰似这

句话的一个脚注：晚清时期，这里曾经
是代理大清国库的大清银行，!&!$
年，经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
准，更名为“中国银行”，直到今天，中
国银行仍然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也是最
大的国有银行之一。
“到拍摄前夕，这座建筑还被包裹

严实，一直在维修。我真担心无法拍摄
它的真容。我们也不知道它属于什么
机构。但我们太幸运了，就在拍摄期
间，它被修缮完毕。而且我们得知，它
现在又属于中国银行了。讲述中国近
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不能不讲述汉口
路 "%号。而今天它回归中国银行，这
种变与不变，恰好印证了上海这座城
市强大的金融基因。”

更新语言
洗尽铅华改变功能
“金融档案是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的一大特色，囊括了 .,,多家金融机
构的档案，仅 *&#&年前的金融历史档
案就达 +万多卷，其种类之全、数量之
多、价值之高，在国内档案界堪称翘
楚。”《上海记忆：金融的变迁》总策划、
出品人，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
案馆馆长朱纪华说。
这些珍贵的档案，不仅记录了上

海乃至中国金融发展史上许多重要的
历史事件与人物，更让历史清晰地还
原在人们的面前：*&/0年上海银行公
会由时任会长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
事长陈光甫牵头，向美国总统富兰克
林·罗斯福总统发出了一封请求稳定
银价的电报，这封珍贵的史料原文，就
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

作为《上海记忆：金融的变迁》的
学术顾问，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副所
长、上海史创新学科首席专家周武认
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金融的发展
要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紧密结合。从‘脱
实向虚’转向‘脱虚向实’，是这部片子
给我们带来的最大启示。在这部片子
中，不少故事都是围绕着老建筑展开
的。上海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城市改造，
但是其中不少老建筑被完整地保留下
来，这无疑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宝贵财
富。今天，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老
建筑，学界有着不同的观点，我比较赞
同的就是在保护建筑中要更新建筑语
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会面临
旧城的改造，也会使得城市的定位发
生改变，建筑的功能发生改变，如果仅
仅保留建筑本身，肯定没有任何意义，
只有将建筑融汇到城市之中，与周边
的环境发生互动，这样的建筑才是有
生命力的。”
“作为建筑师来说，我们只是历史

的‘搬运工’。”弄设计创始人汪昶行
说，“我们刚完成的南苏州河 *&,)粮
仓艺术空间改造项目，是将杜月笙的
一个旧粮仓，改造成为一个艺术空间。
我们到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
机构查阅了大量资料，我们没有企图
用一些所谓的‘摩登’元素，刻意地打
造工业标志，我们所做的只是洗尽铅
华，突出这栋建筑的特质和风格的完
整性，不妄图以设计来干扰建筑，以历
史资料来绑架审美，我们只是搬运了
历史，而绝非粉饰历史。在整个设计
中，对于这座建筑灯光的设计可谓是
点睛之笔。我们在设计中发现许多夜
跑者会经过此地，但是没有人会关注，
但随着灯光的开放，不仅给许多人带
来了方便，也让人们重新关注了这座
建筑。这种让建筑重新被人们关注，而
又不破坏建筑本身的做法，在我们其
他的老建筑改造项目中也被广泛使
用，我们觉得随着时代的变迁，老建筑
的功能肯定发生改变，但老建筑本身
所承载的历史是不会改变的。”

保护建筑
修复切忌画蛇添足
近年来，市政协委员高度关注并

积极推动上海城市历史风貌保护。今
年，“重视历史建筑风貌区保护”提案
专题列入市政协主席成员 **个重点
协商办理的提案专题。在 "月中旬召
开的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重视历史
建筑风貌区保护”提案座谈会上，有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从过去的“拆、改、
留”到现在变成“留、改、拆”，保留的不
仅仅是一幢一幢老房子，更是整个地
区的风貌。
在提案座谈会上，上海市政协委

员、上海里格律师事务所主任安翊青
表示，对于老建筑的保护，应该是活化
的保护，还是融入到文化传播中，特别
是通过优秀的影视剧，不少国家和地
区的影视剧中都有大量老建筑的镜
头，包括东京的机场也是有一整层，造
成了老房子的样子，加强与人文方面
的合作，对于推动老建筑的保护和利
用是非常有帮助的。事实上，不少国外
的老建筑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像巴黎的老面粉厂，现在有的变成
了阶梯教室，有的已经成为了行政中
心，老建筑的外形可以修旧如旧，但功
能应该有所创新。

上海市政协委员杨德钧特别提
到1 要讲好老房子背后的历史人物故
事，“现在不少的老房子，第一代的原
住民没有了，第二代的原住民还在，甚
至它的邻居还存在。”杨德钧委员说，
“现在很多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在修
复上可以说是画蛇添足，没有壁炉的
房间装的壁炉，没有烟囱的也装一个
壁炉，我认为要科学地保护，就要了解
历史，除了学者以外，我们的一些原住
民，他们知道老房子的用途，你光看书
是造不出有温度的房子，讲不出有温
度的故事的。”

本报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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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老建筑在上海翻
天覆地的城市更新中
被完整保留下来!这是
城市的宝贵财富

记者手记 一砖一瓦提升城市温度
! ! ! !一座城市肯定是新老建筑共存的!城市建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有积

淀"有文化"有历史"可以阅读的一个关系#

在解放之初发生过$银元之战%的汉口路 !""号!现在已经是一个创意

空间!但是建筑中最精华的部分地下隧道!现在用玻璃钢覆盖!人们可以在

上面行走!步行在一个后现代空间中!但低头一看!红色砖块上的年代刻痕

清晰可见!瞬间把人拉回历史的时空#在汪昶行看来!浸润在如此厚重的历

史感里!对于设计改造!只能选择剔除!剔除脑子里所有的$经验%和$案

例%!还原它本来的模样!让它自己去诉说当初的峥嵘岁月#我们需要做的!

无非是洗尽铅华!把这故事继续说下去#

城市的一砖一瓦!一角一隅都应该是耐人寻味的# 每一个热爱这个

城市的人!都会对这座城市的老建筑倾入深厚的感情!这样的城市才是

有温度的#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