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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来!无论历史怎样变迁!上海交通大学校园徐汇

区依然留存着那些古老的建筑" 新建筑与它们一起!以尊重

历史传承精神的原则面对未来" !"#年来!人与建筑互相滋

养!赋予彼此相同的气质!也共同成就了饮水思源#求实务实

的交大精神"

思源传薪

! ! ! !徐家汇东北侧，一座在历史长
河中缓缓积淀而成的大学校园，
带着深沉的记忆激励后人，校园
的物理空间穿越悠远的时光，一
批又一批学子在这里探寻真理、
树立理想。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
是中国唯一的、建于 !"世纪、横跨
三个世纪使用至今的大学校园。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的历
史建筑曾先后于 !""#年和 $%%&

年入选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 年入选徐汇区文物保护单
位。为了将文化与历史代代延传，
上海交大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
研究中心近年开展校园老建筑的
保护修缮工作，同时正将校区内
的 !(栋历史建筑联合申报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建筑经过
精心修缮，历史面貌得以保留，同
时以更年轻的姿态在校园里发挥
最大功用。百年来，这些建筑里来
来往往的师生中走出一代代治国
英才、科学大师、实业巨子和文化
精英，人与建筑互相滋养，赋予彼
此相同的气质，也共同成就了饮
水思源、求实务实的交大精神。

浓缩历史
在校园里晕染

顺着历史长河追溯，时光回
到光绪二十二年（)*"+年），这一
年，时任津海关道、太常寺少卿的
盛宣怀筹建学校。盛宣怀力邀教
育家约翰福开森任南洋公学监
院，负责校舍基建和课程安排。几
经考察，终于在徐家汇的东北边
以官价购得一块 )$,亩的郊野农
地，开始规划、设计和修建校园。

今日走进上海交大徐汇校区
仍能感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办学宗旨在建筑上的体现。校
园中老建筑大多具有西方建筑的

典型风貌，同时又都蕴含一定的
东方韵味，包括新中院的木质外
廊、传统的中国官式老校门、新上
院的民族风格山花等。当时的南
洋公学不仅学习了西方校园的布
局，更将办学模式搬到中国。钱学
森曾回忆初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学习时的情景，他惊奇地发现，上
海交大的课程安排甚至实验课内
容竟与麻省理工一样！

从华山路进校园，一程“穿越
历史”的旅程即将启程，古朴的老
校门建于 )"世纪末，朱门碧瓦、
雕花檐角展现浓郁的中国宫廷建
筑风格。当时，华山路另一侧就是
法租界，从校门天天望见被侵占
的领土，这座中式校门树起国人
自信坚定而无声的抗争。

校园最早的布局出自福开森
之手。与传统中式建筑强调对称不
同，他采用倾向英美学院式的方
院式格局布局，以一个个矩形院
落为单元结构，主要建筑合围中
心大草坪。这种形式常见于英国
中世纪和美国早期大学，体现追
求秩序思想，哈佛、耶鲁、哥伦比
亚大学以及福开森的母校波士顿
大学都是如此。时间推移，学校多
次购地扩建，最终渐渐形成今日
华山路、淮海西路、番禺路、广元西
路间的格局，但无论学校如何发
展，最初福开森的规划为校园的
基本风貌和格局奠定了基础。

温柔修缮
建筑焕发神采

从 )"世纪末开始，每十年交
大徐汇校园里都会有一栋以上的
新建筑被建造，从起初文艺复兴
风格的中院和老上院，到康白渡
风格的新中院和巴洛克风格的老
图书馆，再到装饰艺术风格的工

程馆和学院派风格的体育馆和总
办公厅，以及大门的民族固有式
和大礼堂的国际式、新上院的社
会主义民族风格等；建国初期，经
济开始发展，国家逐步恢复和发
展教育，校园原有教学楼已无法
满足新时期的需求，于是新建楼、
新上院等优秀建筑陆续竣工投入
使用。难能可贵的是，不同时期的
建筑风格独特，但校园的整体风
貌却得以维持。上海交大对新建
建筑有严格控制，一方面控制住
建设规模，没有大拆大建，一方面
追求实用功能，立面简洁也保持
了风格的整体一致。即便是后来
出现的浩然高科技大厦、学生宿
舍等高层建筑，在校园中的位置
也相对靠边，没有破坏整体感。近
几年新建的法学院大楼，就在历
史建筑总办公厅西侧，修建时就
选择了多层建筑的方案，在老建
筑间也毫不突兀。

$%)- 年交大历史建筑被公
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国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也
陆续开始进行。学校严格按照文
物保护原则修缮了中院、工程馆、
新上院、总办公厅、体育馆等建
筑，总设计投入费用 ).$亿元。对
老建筑建立完整保护档案，将数
字测绘、无损检测、科学修复等新
技术运用到老建筑身上。精密“问
诊”，科学设计，温柔修缮，老建筑
重新焕发奕奕神采。

例如修建于 )"$& 年的体育
馆曾设有台球房、健身房、室内篮
球场、小型舞台、室内游泳池等。
为实现运动场功能，这栋建筑采
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技术，例如
大跨度桁架、大面积密肋梁楼板、
室内锅炉调节水温的游泳池和钢
结构悬挂跑道、自然采光的屋顶
等。建造时正逢困难年代，学校依

旧耗资巨大建造高标准体育馆，
邀请著名海归设计师庄俊设计，
体育馆投入使用后，每年每位新
生收到 $把钥匙，一把是宿舍的，
一把是体育馆更衣柜，可见学校
对体育强身的重视。经过岁月的
磨砺，老体育馆建筑老朽，一到雨
天就进水，还患了白蚁虫害。经过
交大建筑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
中心用激光扫描仪、红外成像仪
精致测绘勘查、诊断病害，再经清
洗、打毛、加固，体育馆重获新生。

总办公厅二楼正中的会议室
现在常被用来召开前沿论坛、智慧
沙龙和各种大小会议。无窗的房间
势必影响采光，设计者却精巧利
用一个个圆形玻璃嵌于屋顶，不
仅带来光线更增加了美观。但时
间久了，建材老朽，漏水问题不断
困扰。交大人在修缮总办公厅的
时候，巧妙解决这一问题，让精致
的细节得以保留并发挥功用。

承载荣光
激励后来师生

校园的生命是由来来往往的
莘莘学子延续的，那些将最青春
的时光、最纯粹的理想、最真诚的
期待寄予大学的少年，在历史的
任何一帧记忆里都如同血液一般
滋养校园。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最
魅力之处在于，今日的课堂、办公
室、报告厅也是昔日先辈们学习、
办公和交流学术、哲思的所在，今
天在古老校园里踏出每一步所见
的景致都充满活力，旧与新的交
融是那样自然，过去的积淀激励
着今天对未来的追求。

从农田变成校园，一切的起
始原点是中院，它也是目前校园
里唯一的一栋建成于 )" 世纪的
教学楼，更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
的所在———南洋公学的特班、师
范班和中学部都曾使用过。三楼
+% 号是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蔡
元培的寝室，学生常被叫来这里
谈话、讨论学业；李叔同、邹韬奋、
黄炎培、邵力子、谢无量，教育家

孟宪承、廖世承，物理学家胡刚
复，数学家胡明复，文学家陈源、
经济学家祝百英、翻译家高尔松
等都在这栋建筑中学习、生活过。
南洋公学开创之初科举制未变，
新学推行不易，中院如同新学教
育的小社会，坚定地酝酿着一场
教育革新，一种新学理念在这里
慢慢崛起。明媚的阳光穿过梧桐
树叶投射进来，将形如大帐的拱
券门廊在墙面上利落地留下拱形
影子，今天的年轻学子是否能感
受到这些先辈留下的巨大能量？
沿体育馆门前小路继续向前，

就能望见道路尽头“敦实英俊”的
工程馆。这座由邬达克设计的建筑
充满了工业时代的元素，同时体现
了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
装饰艺术风格。这栋建筑见证了许
多重要时刻———无线电发明家诺
贝尔奖获得者威廉马可尼到访，与
交大教育者在工程馆草坪竖起象
征开创无线电课程的马可尼铜柱；
丹麦物理学家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玻尔在这里发表关于原子模型理
论的前沿学术演讲，也是中国第一
讲；此外，钱学森等一代科学家也
曾经在这栋教学楼里就读；这里也
曾是革命活动基地……

今天的上海交大已成为享誉
海内外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育
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
点大学，学校共有 $*个学院/直
属系，$!个研究院；设有本科专
业 +(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文
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
学和艺术等九个学科门类；新世
纪以来获 (0 项高等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拥有国家级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目前学校拥有徐
汇、闵行、长宁、黄浦、七宝五个校
区，每个校区都在发挥功能。

漫步校园，在老建筑里轻抚
那光滑玉润的楼梯扶手，听脚步
在地板上踏出的轻响，感受阳光从
窗格间洒来的温暖，在新建筑里
感受现代元素，一个转角、一扇门，
仔细端详、品味过去，都能从悠长
的回味中获得指向未来的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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