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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奋进新时代
壮阔东方潮

保护风貌建筑留住上海韵味

! ! ! !去年获批的“上海 !"#$”城市总体规划提
到，加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坚持“整体保护、积
极保护、严格保护”的原则，中心城区从拆改留
转向留改拆，以保护保留为主，不断拓展保护对
象体系。推动城市更新，更加关注城市功能与空
间品质，更加关注区域协同与社区激活，更加关
注历史传承与魅力塑造，促进空间利用集约紧
凑、功能复合、低碳高效。应对未来经济发展和
人口变化的不确定性，预留城市公共资源配置
能力，建立空间留白机制，调控土地使用供应时
序，为未来发展留足空间。
在市区各级“十三五”规划中，风貌区的旧改

思路有多个转变：从过去注重“土地收储”为主，
转变为注重“风貌保护”“城市更新”为主；从过去
更注重“经济利益”，转变为更注重“环境利益”“人
文利益”；从过去以“拆”为主，转变为“留”“改”
“拆”并举。对风貌区的旧改不再以大规模成片形
式，而转变为以针灸式的零星旧改形式。
“鉴于此，在零星旧改项目的下一步改造规

划过程中，徐房集团将把关注点放在项目改造
后的形态及功能上，包括对历史建筑的保护、风
貌形象的延续以及对周边环境影响等。”上海徐
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丁曙说，
“同时结合历史建筑收储，稳步推进，从点入手，
收储一处、修缮一处、改造一处，逐渐以点连线，
最终形成成片保护、成规模协同发展，对风貌区
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和整体环境提升。”

上海历史专家薛理勇表示，历史风貌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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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单
体洋房分布密集的衡复地区，愚园路上不仅有
花园洋房，期间还穿插着各类新式里弄，市井气
更浓。
从保护历史建筑到保护历史风貌，再到如

今人们关注成片风貌区的保护，人们对保护历
史文脉的观念与认识在不断更新。

在新一轮上海总体规划纲要中，“注重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成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以此
推动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和文化氛围。市规土局表示，未来将会在单栋建
筑保护和一般风貌保护的基础上，加强“成片风
貌保护”研究，对其所在周边历史风貌和环境的
保护更具意义，同时也希望更多公众参与到相
关工作中来。 首席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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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仓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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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松江府城历
史文化风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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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朱家角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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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城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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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衡山路'复兴路

历史文化风貌区

上海提出优秀近代

建筑保护的概念!

上海市政府颁发 "上海市优

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

!月$上海市政府颁布"上海市历史文

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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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南京西路

历史文化风貌区

首席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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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文化魅力根在哪里!一座城市的历

史正是对这座城市文化精神的注解"城市不是

建筑的简单堆积#风貌才能体现她的底蕴" 你

对于上海究竟了解多少$不仅是要关注那些摩

天大楼$更应该走访那些积淀了城市记忆的地

方% 在上海的城市更新过程中$做好建筑文化

遗产的相关保护和利用工作$让历史风貌保护

区留住上海这座城市的韵味$是这座城市的管

理者始终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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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保护，才能使人感知历史、记住乡愁，才
能留住城市文脉，提升海派文化的认同度、凝
聚力和竞争力。
在上海的历史风貌保护区中，衡山路%复

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简称“衡复风貌区”）是
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风貌区之一。其中，徐汇
衡复风貌区是上海中心城区规模最大、优秀历
史建筑数量最多、历史风貌格局最完整的历史
文化风貌区，总面积达 &'#平方公里。区内有
文物保护单位 ($处、优秀历史建筑 (")&幢、
保留历史建筑 (*!"幢，有“万国建筑博览群”
之美誉。
据上海徐房（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丁曙介绍，徐汇区成立了衡复风貌区领
导小组和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规划建设
组和管理执法组，形成“一组、一委、一个办公
室和两个推进组”总体组织构架来统筹、统领
风貌区保护工作。
“我们从一栋栋老房子的保护修缮中不断

探索历史建筑综合整治工作，力求还老百姓一
个干净、整洁的居住环境，提升区域整体风
貌。”丁曙说，“像黑石公寓原为徐汇房管局办
公地，为了落实衡复风貌区‘三减三增’理念，
已将区属机关整体迁出。未来黑石公寓将作为
音乐主题的文化空间来使用。像乌鲁木齐南路
原政协办公地，将逐步开放为名人故居群落和
文化互动空间；湖南路街道办事处所在的修道
院公寓也将被腾出来，用作衡复风貌区展示
馆，夏衍旧居和草婴书房也将对公众开放。”

丁曙表示，这里提到的“三减三增”是指：
减容量、减不必要的过度经营、减少人口；增加
综合配置、社会配置，增加公共服务、增加公共
空间。通过这样的“三减三增”，可以使得风貌
区的建筑使用更趋合理，让里面的居民更有舒
适感。
今天，徐汇衡复风貌区不少完成修缮的老

建筑已纷纷揭开面纱，走近公众，如张乐平故

居、柯灵故居等；人们也可以扫描二维码，通过
三维动画和语音导览的方式细细品味老建筑。
丁曙表示，未来，人们还能走进老建筑听一场
音乐会、看一场文艺表演等等，展现这座城市
无尽活力与传世气度。

虹口区提篮桥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底蕴，是上海 (!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
下海庙、提篮桥监狱、摩西会堂、白马咖啡馆、
世界反战大会遗址、霍山公园等许多历史文化
品牌，以及舟山路、霍山路等老建筑和俗称为
“外国弄堂”的三益邨等，随着年代久远和当事
人年事已高，当年的故事正渐渐消失。
为留住那段历史，传承保护好提篮桥地区

的历史文化，挖掘那些鲜为人知的背后故事，
提篮桥街道推出“‘留声机’———留住提篮桥记
忆”活动，邀请那些居住在该地区的老市民，讲
述提篮桥地区历史文化故事，讲述他们当年保
护犹太难民，与难民共同生活的经历。“留住提
篮桥记忆”活动，将不定期地在各个深藏历史
故事的老建筑、老弄堂、历史遗址、博物馆等地
举行，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感受文化底蕴。

保护升级
!"()年初，上海市测绘院充分利用测绘

先进技术、数据资源和人才优势，开展历史风
貌保护调查与监测工作，及时获取风貌街坊、
优秀历史建筑和其他历史建筑等的变化信息，
将其分析整理入库，形成变化监测报告图件，
为进一步加强历史风貌保护管理，实现保护建
筑的动态跟踪监测提供参考，进而推进上海市
历史风貌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年，上海市历史风貌保护调查与监
测作为地理国情专项监测项目进入了常态化
的监测阶段，主要包括项目设计、组织协调、数
据整合处理、监测统计分析、成果汇交等阶段。
据上海市测绘院副院长顾建祥介绍，市测绘院
在总结 !"()年监测工作经验基础上，基于高

分辨率航空航天遥感影像和丰富的基础地理
信息数据，对上海市外环以内所有历史建筑进
行季度监测，获取历史建筑的拆除变化情况，
对其进行分析汇总，形成变化监测报告，及时
提供给风貌保护管理部门以辅助决策，进而实
现历史建筑的动态跟踪监测，加强历史风貌保
护管理。

!"()年初，上海市测绘院充分利用地理
国情普查和监测成果的建筑物单体数据、地表
覆盖等数据，以 (,&+年、(,),年的历史航空
遥感影像数据为参照，结合 !"(*年最新航空
遥感影像数据，在外环线范围内全面开展影像
比对解译工作。通过对比发现 (,&+年至 !"(*

年近)"年间未变化的街坊或历史建筑约 $')

万栋，面积约 *'#平方公里；(,),年至 !"(*年
近 &" 年间未变化的街坊或历史建筑约 ("'#

万栋，面积约 (&'&平方公里，为相关部门的管
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以“留改拆”为契机，越来越多风貌保护区
的建筑开始得到关注，重新释放空间、梳理功
能，向路人敞开怀抱，以不同的风格和角度，与
人文情怀和城市生活有机融为一体，融成一个
历史文化风貌区当下最好的模样。

!"()年，静安区委托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对北站街道辖区内历史风貌保护
进行研究与规划，已完成《老北站地区风貌保
护研究及城市设计》。北站街道面积仅 (',,平
方公里，但近代海派建筑荟萃、名人故居和历
史遗迹众多，是上海近代百年发展历史的重要
缩影，具有极为重要的保护价值。

目前，老北站地区仍保留了大量完整的历
史风貌：安庆路、康乐路、浙江北路、山西北路
等道路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历史尺度和原貌；均
益里、华安坊、来安里等里弄规模大，格局完整；
有吴昌硕、虞洽卿、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杭樨
英等名人故居，见证了当年大批华界文化和民
族工商业精英在此集聚和创业奋起的历史。

从未停步
上海是 (,+*年 (!月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并于 (,,(年编制完成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
总体规划（(,,,—!"!"）》明确了上海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的原则、方法、框架等内容，确立了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在城市总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经过近 !"

年的发展，目前上海已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风貌
保护对象体系，并划定相应的保护范围。

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使上海的建筑融汇成一
种包罗万象、海纳百川的文化，不仅有传统的中国
古典建筑，又受西方建筑的影响。中外建筑师在 (,

世纪下半叶和 !"世纪初建造了一大批富有艺术性
和技术性的建筑，成为上海特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越是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历史建筑越是密集。

早在1989年，上海就提出了优秀近代建筑保
护的概念。!""!年，《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
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出台，保护立法的范围由单个
建筑及建筑群扩展至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建筑的
范围由近代建筑扩大为建成 #"年以上的历史建筑。
“条例”指出，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建筑样式、空间格
局和街区景观较完整地体现上海某一历史时期地

域文化特点的地区，可以确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
之后几年，上海相继出台了《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
建筑保护的通知》《上海市中心城历史文化风貌区
风貌保护道路规划》等，保护工作愈发严格和科学。
比如，划定了历史文化风貌区内 (&&条风貌保护道
路，对其中 *&条道路整体规划保护，道路红线永不
拓宽，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尺度均保持历史原貌，
行道树等道路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受到保护。

到了 !"($年，亟须抢救性保护的历史街坊也
被纳入保护范围，次年，公布明德里等 ((,处风貌
保护街坊和金陵东路（西藏南路-四川南路）等 !#

条风貌保护道路（街巷）。去年，又对全市 $"年以上
的建筑进行统计和甄别。目前，本市划定了 &&片历
史文化风貌区（中心城 (!片、郊区 #!片，总面积约
&(平方公里）、(&&条风貌保护道路（总长度超过
(""公里）；确定了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处优秀历史建筑。

重视使用
由于文化传统、管理机制、建筑法规、建筑技术

和建筑材料等等原因，上海的风貌保护一方面要努
力保护尚存的建筑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也要探索保
护的模式、机制，研究保护技术及工艺。

由于特殊历史时期的原因，许多历史风貌区中
的历史建筑，受到各种因素造成破坏，许多建筑的功
能转变后也带来一些破坏，任意地加建和改造，破坏
了原有建筑的造型，以拙劣的设计取代历史形式的
现象也常常出现，因而保护和利用、继承和发展之间
的平衡并不容易把握。
“上海近现代建筑呈现出与北京、西安等中国传

统古建筑以及希腊、罗马等西方古典建筑不同的特
殊性：一方面，建成仅百年左右，尚属‘年轻’；另一方
面，普遍在使用之中。”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市近 )".的历史建筑还在发挥居住功能，这些老
建筑及生活在其间的住户，是老上海的根底，是一个
城市人文记忆的核心背景，只有把他们作为一个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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