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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语

! ! 记者!外滩的老建筑

变成了商业地标!很多人

觉得在老建筑里搞商业

是对遗迹原貌的破坏"而

历史保护建筑变换用途

在国外也早有先例"作为

上海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副会长"您是怎么看待历

史建筑变换用途的事#

束昱!历史建筑保护
有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在
保护中使用，让它为新时
代增光添彩。在不改变建
筑结构、材料和外观的原
真性前提下，用我国古建
筑保护的一句行话叫“修
旧如旧”。但大家都知道，
没人气的房子坏得快，所
以很多中式木构建筑修
复后常常被用于餐饮、会
所、展馆、商铺等用途；在
西式石构建筑里，设置餐
饮、会所和商铺当然也是没问题的。

再者，商业中的艺术元素与其他艺术形式大不
一样。如果把外滩古建筑风貌区比作优雅的轻音乐，
那商业艺术就像轻音乐中突然扎进来的“披头士”，
这对于本就是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来说，我觉得
倒也相宜：万国博览式的宽容当然也包括保护模式。

记者!历史保护建筑变换用途"国外的成功案例

能介绍一下吗#

束昱!后工业时代，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加大了
老建筑的保护力度。像英国，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
的古建筑和历史遗迹共约 !"万处，大到皇宫、古堡、
教堂，小到草屋、拱门、电话亭，甚至电线杆等。但这
并不表明历史保护建筑便“不食人间烟火”，许多英
国人喜欢在古建筑里居住和工作；意大利的威尼斯，
米开朗基罗博物馆就是利用一个旧式的庭院群落改

造而成的，内部装修十分考究，监
控照明更是专业，而建筑主体外观基
本没有改造。主馆的外墙面、门窗甚至
显得有些残破，但改造者也在建筑的平台
上加玻璃廊道供游人休息、喝咖啡。最著名的
例子就是卢浮宫了，卢浮宫在从前的几百年里都
是王宫，而今游人如织，每年近千万的游客大有挤爆
卢浮宫的架势。当然，你若到了法国，到普罗旺斯阿
维尼翁城古老的建筑庭院内，坐在露天的餐桌前来
顿大餐也不错；到意大利，在锡耶纳城老街上吃顿饭
当然也是件美事，那里可供选择的餐馆一条街都是，
家家古色古香。
所以，上海市在“历史保护建筑中引入一定的商

业用途”是件好事，对进一步延续这些老房子的价值
也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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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27号的历史保护建筑、建成于1920年的
怡和洋行总部，现在的名字叫罗斯福公馆（TheHouseofRoo-
sevelt）。作为上海历史上首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经过数次改造
的罗斯福公馆见证了近一个世纪以来城市建筑的变迁，而今，在美国
罗斯福基金会经营管理下，成为外滩建筑群中的时尚商业地标之一。
历史保护建筑应以怎样的方式，在不破坏建筑气场的情况下延续建筑
的生命力？这个话题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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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
洋行经历数次改建

! ! 自上海开埠以来，外滩就是众人争夺的一块“风水宝地”。在外滩拥有一
块土地，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名誉的象征。

怡和洋行，昔日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世纪中叶就在寸金寸土的
外滩占据了一席之地。#$%&年，洋行再次翻造，由马海洋行思九生设计，
建成这座高六层、占地面积 %#&&平方米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全幢外墙采
用花岗石垒砌，一二层花岗石粗凿，这是上海早期大楼建筑的流行做法。
大门进口处运用石阶，包铜的大门显得牢固，门两侧有一对壁灯。三至五
层的中部，贯以四根大理石科林斯圆柱，二楼中央有石雕羊头装饰。六楼
檐口较宽，故看上去似五层。之后，这栋建筑不断加建，如今总高九层。罗
斯福中国投资公司总裁执行助理蓝智（'()*+, -+,.)）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个建筑拥有整个外滩的最佳视野。
为了恢复怡和洋行在上世纪 %&年代的繁华风采，新主人在改造时参考

了大量旧照片和文字资料，内饰都保持着大楼在怡和洋行使用时期的原样。
罗斯福家族不想只让少数人享用这栋一流的建筑，所以不想搞酒店，它的经
营空间包括一层户外和室内西式餐厅、二层全上海最大的葡萄酒酒窖；三层
则是有私人电梯直达的会员制俱乐部，有各个以罗斯福家族成员命名的房
间和会议设施，美国政要和家族成员合影以及大量画作出现在这个楼层的
各个空间；六层刚入驻了国际高端婚礼会所拉斐尔；八九层则为餐厅酒吧。

以旧修旧
移植玻璃创意“复古”
! ! 六层拉斐尔设计独特的仪式堂让人眼前一亮，尤其是那 #/扇彩绘玻
璃，每一块上面的图案都不一样，就算是左右对称的一组窗也拥有完全不同
的图案。这些具有 %&&多年历史的彩绘玻璃是几个世纪前西方教堂的原作，
因纷乱战事或教堂关闭，流落到民间或被公开拍卖。玻璃上的不少图案与西
方历史和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结。比如鸽子衔着橄榄枝，比如作为英国国旗长
达 0&&年的圣乔治红白十字旗；有蔷薇花，也有“全知之眼”。

虽然无法详细了解每一块玻璃的出处，但其中还是隐藏着一些“名门之
后”。比如有两扇玻璃的图案上留有工坊名称：1232 4)((5)6。在欧洲，彩绘玻
璃比哥特建筑的历史还要早 %&&至 !&&年。其制作中心，最早在意大利各
地，而在 #$世纪，慕尼黑一下子冒出 #7家彩绘玻璃工坊，成为彩绘玻璃之
都。其中 1232 4)((5)6雇工 %!&人，就是其中规模数一数二、作品声名远播的
工坊。

为抹去历史沧桑，重现光辉，亚洲数一数二的彩绘玻璃专业技术大师、
来自日本的岩崎勇人，以最地道的方法清理了每一块彩绘玻璃，并根据实际
安装地点的最佳效果来调换每扇彩绘玻璃的位置和图案，让它重现昔日的
光彩。这里的彩绘玻璃之美是由文化和历史涤荡出来的。
为将仪式堂的设计更好地融入上海，适合外滩风格，在走“复古”路线的

同时，设计师在殿堂设计中加入了不少现代风格的装饰，这种反差让人乍一
看感到有些异样。这种“小异样”却正是设计师的良苦用心，拉斐尔本

着三个原则：一是“还原”———还原中世纪欧洲 89+:)5（小教堂）的
面貌和气韵，包括大量使用大理石，显得光洁、稳重、可靠；二
是尊重———尊重并依托建筑物的特色。比如拉斐尔在日
本最大的仪式堂采用拱形穹顶，而外滩 %/号是历

史保护建筑，所以就依托原来的方形藻井，配
以世界顶级的水晶大吊灯；三是聚焦———

白色的藻井，白色的墙面，光洁的大
理石地面，都是为了衬托华丽、

高贵、神圣的彩绘玻璃：光
线透过五彩缤纷的彩
绘玻璃，流露出一

派斑斓迷离
的神韵。

老派新潮
碰撞出外滩反差美

! ! ! !如此新意的背后，也受到了一些专家质
疑：历史保护建筑如此“革新”，如此被商用合适
吗？在历史建筑保护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对或错，
在老建筑改造上的确有过失败的例子，最主要的问
题还是可能对原有的气场产生破坏。那些百年建筑之

所以珍贵，并非单纯是为了让人能看到建筑的
原貌，而更多地是将历史更真实、更客观、更
全面地展示出来，加之建筑本身所涵括
的特定时期的艺术信息，一旦经过
改造很可能就走样了。

然而艺术的保留依靠保持
建筑原貌并非唯一的手段，还
需要因地制宜。外滩 %/号不同
于外滩其他商业模式，目标是
要吸引各个层面的人，包括观
光客，所以楼内露台餐厅、顶级
酒窖、私人俱乐部等考虑得
很是周全，这些业态对于
外滩也是很好的补充。
观光客进来了，就

会 在
楼梯、走
廊、墙角，看到
原汁原味的英式建
筑艺术，对于游客这就
是很好的艺术熏陶、增长见
识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外滩建筑群艺术最

根本的特色正是海纳百川、新旧交汇。中山
东一路上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相互依偎，却让人
只觉华丽旖旎、风情万种；而隔江相望崛起于上世纪
$&年代的陆家嘴，则是摩天大楼层出不穷，现代感超绝。
反差美不正是外滩最吸引人的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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