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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对巨鹿路 $$$ 号优秀历

史建筑被业主违法拆除事件

的调查结果" 老建筑被擅自

拆毁!谴责的同时!反思和对

于城市建筑改造# 保护的实

践也应该及时跟上"

保留文脉 因地制宜
“存量时代”聚焦老建筑改造

! 陈琳

" 随着上海的老建筑新的设计改造方案

不断出炉! 也许人们会看到更加大胆的创

意!但那绝对和任性肆意无关

! ! ! !随着“宜居城市”以及“合理保存城市记
忆”的观念深入人心，对任何有些年头的老建
筑改造翻修，都会引来大众和媒体的热切关
注。其实，不止是珍贵的历史保护建筑，城市
中还有很多老厂、老宅，它们亦是城市发展变
迁史的见证者。《人民日报》就曾撰文指出，建
筑是活着的城市历史。而城市规划专家认为，
目前，上海已经步入了地产“存量时代”。所谓
“存量时代”，是指在规划空地数量不多，更多
的城市建设项目会集中于对大量老建筑的设
计和改造。也就是说，未来，设计师、建筑师会
把更多的精力聚焦于城市老建筑再设计上。

令人庆幸的是，虽然有巨鹿路 !!!号的
极端例子存在，但上海的老建筑设计和改造，
仍有很多鲜活的优秀案例可圈可点。
“这座城市的创意和活力让我感到惊讶，

老建筑经过设计师之手重新释放出魅力，甚
至远远超过了它的前身。”常年居住于上海的
法国设计师、建筑师托马斯代伦托马斯·戴伦
（"#$%&' (&)*+,），这样评价上海的老建筑设
计和改造水准。“老建筑设计改造要比平地建
高楼复杂的多，要考虑的因素也非常反复。老
建筑设计和改造，是一种因地制宜的艺术。”

摸清建筑的文脉是第一步
事实上，托马斯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就是

由常德路上一栋建于上世纪 -.年代的四层
老宅改造而来的。第一眼看到内部光线幽暗
的老宅，托马斯的脑海中反而翻腾起将它变
成新工作室的念头。但他并没有急着动手，而
是对老建筑的文脉做了充分的研究。“摸清楚
建筑的文脉是第一步，在巴黎，这是所有建筑
师入行时上的第一堂实践课。”

这栋始建于 /0-1年的老宅，最初是旧上
海某位英国海关官员的私人宅邸。可能是受
到英国本土传统建筑设计的影响，老宅的窗
口十分狭窄，房间多呈半封闭状，有点像古式
城堡，过于阴郁。之后，经历岁月动荡、时代变
迁，老宅几易其主。不同的主人都将自己的喜
好加入老宅的结构之中。特别喜欢美式壁炉
的主人在屋顶上加了烟囱，肆意在每个房间
的内墙上凿开一大块悬空。钟情于 2)3 (+4$

装饰风格的主人，则将这些古典花纹细细铺
陈到壁炉周边的墙面上。解放之后，老宅又成
了多户居民公用的住宅，拆除壁炉、想方设法

在每层楼中加塞。熟悉
上海历史的人，一见到
这种房屋结构，便能联
想起“螺狮壳里做道
场”的“蜗居”场景。

但想保住老宅在
不同时代弥留的种种
“烟火气”，托马斯并没
有将这些陈设全都一
股脑儿拆除，在设计改
造时他格外小心翼翼。
他查阅了大量老上海
建筑内装的资料，只为
修复细节处的 5)3 6+!

4$花纹。循着壁炉遗留
在墙面上的痕迹，以修旧如旧的方式，他在每
一间屋子里勾勒出壁炉最初的形状，以让整
栋老宅的结构呈现最初的模样。利用业余时
间，他从跳蚤市场淘换来带有装饰线型图案
的护墙板、瓷砖，一一镶嵌到卫生间的墙面和
走道的地面上。因为考虑到办公采光，不得
已，托马斯大面积的玻璃落地门一扇不落地
代替了原先狭窄的木门。

在托马斯一番精心设计和筹谋之下，老
宅在保留建筑原貌的同时，成为能容纳 -7人
的办公场所。

而对于大体量的老建筑设计改造，沪上
建筑师和设计师也有不少应对之道。位于上
海宝山区的上海玻璃博物馆就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最近，博物馆刚刚举行了成立六周年的
庆典。馆长张琳将庆典主题定为“蜕变逐新不
止步”，正应和了玻璃博物馆建筑对老厂房建
筑设计、改造的逐步进行、有条不紊的节奏。

上海玻璃博物馆的前身是上海玻璃仪器
厂的玻璃熔炉车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
玻璃仪器厂是这一带的工厂“老大”，近 1万
平米的老厂房，集中着 18多栋风格迥异、分
工也各不相同的建筑。如果把这里全部拆除，
再建商业办公楼或住宅，利润固然可观，但毫
无疑问，这段城市的记忆就此消失。而和玻璃
产业息息相关的偌大的厂房如果只用做普通
9$:3来，也无无益于城市记忆和建筑文脉的
保存。造一个玻璃博物馆，恰好是对建筑设计
改造的神来之笔。

从 -.;;年建馆以来，上海玻璃博物馆就

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之
中。博物馆对于厂房的设
计利用，秉持“新旧结合，
有机再生”理念，逐年稳
步成长。从主场馆、古玻
璃珍宝馆、热玻璃演示
区，到之后新开的儿童
馆、当代馆，彼此之间相
互呼应却，又由固定的设
计团队根据功能的不同
对其做了不同的设计改
造方案。

负责主场馆外部设
计的罗昂建筑，在外墙上
动用了德国进口的 < 型

玻璃，以及经过喷沙和涂层处理勾勒出和玻
璃有关的多国文字。玻璃立面背后的 9=6灯
管点亮了黑色背景上的文字，营造出令人眩
目的效果。明亮的博物馆大堂与黑色外立面
形成鲜明对比，也在传统与创新中做了过度，
从而奠定了玻璃博物馆的建筑基调。

同样是以玻璃为主题，同样是以玻璃厂
老厂房为原型，由协调亚洲设计公司迪尔曼·
图蒙>"*,%&?"#@)%+)A团队一手打造的儿童馆，
则又是另一番风味。在儿童馆的地界，黑暗演
化成揭开彩色玻璃世界的前奏。在二楼玻璃
展区的入口处，迪尔曼运用黑暗和特殊灯光
制造出了一个“浩瀚星空”。黑暗中闪耀的星
星要将孩子引入一个悠远而神秘的玻璃星
球。考虑到避免让孩子产生置身于庞大厂房
空间的渺小感，迪尔曼他们在展厅内部以色
彩明快、小而别致地错层分隔空间。随着孩子
的步伐紧凑切换，在视觉导向上充满热情的
空间布局，让孩子们摆脱对陌生空间的恐惧
和排斥心理，牢牢吸引他们的注意。

-8// 年，上海玻璃博物馆建馆初即被
BCCD$网站评为“中国三个不容错过的博物
馆”。随着 /E处新设展览空间陆续开放，博物
馆斩获了包括红点奖传播奖项在内的殊荣。
这与展馆对于老建筑成功设计改造密不可分。

突破常规却不可任性而为
一些建筑师、设计师对某一栋特殊的建

筑会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为了确保建筑
原汁原味，会为每一块砖编上号。比如，在接

手青浦尚都里的规划设计时，建筑师马清运
就对其中的一栋古色古香的老建筑就采用了
这种“非常手段”。一些成功的案例即源于设
计师做了大胆、破除常规的设计。不过，这和
肆意拆除完全是两回事情。

位于制造局路的联合办公空间“米域·有
光”，就是一个打破常规、大胆改造的例子。四
层楼的联合办公楼原本是一处废弃的铆钉
厂，阳光无法直射，日照时间不足 8F/小时。然
而，联合办公对于移动办公、工作社交，以及
大面积的公共设施有着刚性的需求，因此人
流动线和充足的光照变得极为重要。

在这个名为“曼德拉”的项目中，设计师
极有魄力地拆除了整个四层的楼板，并在天
花板上开了一个穹顶，将天光引入室内。借用
专业设计媒体的评价：“光芒象征着希望与未
来，在这工作的小伙伴，每天想必都充满着憧
憬与希冀。”不仅如此，设计师穹顶之下的中
庭中设计了一道贯通所有楼层的白色旋转梯
子，作为空间中情感与功能的媒介。
虽然大刀阔斧，但主持“曼德拉”改造的

设计师对原本建筑构件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和敬意，着力保存了不少老建筑的记忆。比
如，原始混凝土墙及修补的建筑肌理被完整
保留下来，描述历史记忆的文字被贴在玻璃
墙上。
“让现在的使用者觉得舒服、适用，是建

筑师敢于突破常规的原因，但所有的创新都
要因循和尊重原建筑的风貌。”纳索建筑设
计上海创意总监方钦正，为定居上海的奥利
维亚·舒维 >G,*H*+)B#$@H+3I一家改造愚园路
上的老洋房时，也是破除常规，拿出了“盒
子”的设计改造方案。他以“B@J+7”作主题，
将这栋三层楼的别墅洋房化整为零，变成 7

个功能不同的“盒子”组合。从外观来看，人
们一眼就能分清楚这 7只“盒子”的位置。二
层的主卧，是一只被黑钢框架的巨大挑窗
“勾了边”的“盒子”。花园里的水立方泳池是
掘地三尺得来的盒子。点睛之笔是院子里的
树屋，据主人介绍，这是家中最受孩子们欢
迎的“盒子”。

尽管改造方案的创新有目共睹，但方钦
正很明白，所有的设计改造都有重重底线。这
些因素所带来的设计改造难度，只有设计师
本人在绘制方案草图时，才知道其中的艰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