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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话题 /

! ! 在探访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时"记者有幸与班市市

长#斯洛伐克全国建筑委员会秘书长郎!泰伯隆以及邬达

克资深研究者克拉拉!库比茨柯娃博士一起探讨了将班

市与上海以文化纽带连接到一起的$邬达克%"分别从不

一样的角度共同解读邬达克以及他的建筑&

本报记者! 要研究上海的建筑史就不得不提到邬达
克，他在上海留下了作品分布之广、种类之多、品质之高，
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是少见的。而在这里，我虽然只看到了
他的第一件设计作品，却依旧感到很有意义，这可以说是
邬达克建筑设计的起点。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市长!是的!邬达克的成就其实

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他的风格变化"成长!都离不开上海这

个大舞台# 尽管是战争迫使他走上这个舞台!但事实证明!

这对他而言正是合适的时间和场所!才成就了他的设计$

郎"泰伯隆秘书长!我也对邬达克在上海的作品非常

感兴趣! 因为那些作品中不仅有当时欧洲常见的古典主

义%折中主义等保守风格!他更是将装饰艺术"表现主义"

现代主义还有地域文化等不同风格!根据建筑功能"场地

等因素灵活地运用!这种既能守旧!又能充满自己的独特

性!实在是很难得$

克拉拉"库比茨柯娃博士!邬达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不仅靠的是天赋!更离不开早期的教育以及日后的努力!

邬达克父亲格耶尔奇&邬杰茨的先祖是当地的磨坊主和

农场主!他也是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家族中的革新

者!有着超前的艺术和眼光!他不但成为了一名才华横溢

的建筑设计师!还是成功的建筑承包商!这为邬达克提供

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另外!他发现邬达克的绘画天赋后!

就开始有意识地培养他! 在邬达克进入大学前已经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实在是位很有远见的父亲$

本报记者!没错，邬达克在不同风格中能够游刃有余
地变化，的确离不开早期的积累。或许他父亲的创新精神
也能遗传吧，当其他洋行设计师们还在沿着老路走，一如
既往地秉持着古典美学原则按部就班的时候，邬达克却
走向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分水岭。他的创作充分展现了
他的随机应变能力，他的创作不仅得到了国际范围的认
可，更是扎根本土，在上海人心中成为最具上海特色的老
建筑了。

郎"泰伯隆秘书长!我也听说过上海的大光明大戏院

和国际饭店!他用相当成熟的现代主义和摩天文化!他给

当时的上海建筑界注入了全新的思想$ 大光明戏院让上

海成为了除纽约以外第二个阿达迪克风格引领者! 既没

有古典主义的束缚!也不再是装饰主义的天下!建筑内部

布满了直线与弧线的交接!不高的建筑却足以吸引眼球$

如果有机会!我真想亲眼到上海去看看$

克拉拉"库比茨柯娃博士!再对比邬达克家族留在班

市的作品! 就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他从古典主义走向现

代主义的过程! 这样一来也尤其显得邬达克在这里留下

的唯一'处女作(具有多么重要的象征意义# 我想众多喜

爱邬达克的朋友如果有机会一定要亲自来班市和去上

海!才能真正感受到邬达克的魅力#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市长!是的!邬达克成长在这

里!而在我们的城市中转一圈就会发现!这里几乎和百年

前没太大的两样! 依旧可以站在钟楼俯瞰整座城市的风

光#而上海则是邬达克蜕变的地方!他将人生最辉煌顶峰

的时刻留在了那里! 我们班市作为邬达克的出生地和成

长读书的地方也感到很荣幸! 同样探访了这两座城市的

'邬粉(该有多幸运)

! ! 本月初，在美国纽约举办的 !"#$年世界建筑节引起了关
于建筑设计可持续趋势的热烈探讨，记者不由地联想到今年
七月曾实地到访建筑大师邬达克出生、成长的城市———位于
斯洛伐克的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那里延续百年的历史风貌
建筑群正与此次世界建筑节上所体现的“艺术建筑”、“可持续
建筑”理念恰恰有所呼应。在邬达克诞辰 #!%周年之际，能将
上世纪的建筑理念与新建筑构想连接起来，更能引人反思。

! 邬达克留在这里唯一的一座建筑是他 !"岁时建造的

第一件作品#$$一座无名教堂% 他的经典作品反而大多贡献

给了上海的百年建筑&

邬达克出生于 &'($年，他的父亲格耶尔奇·邬杰茨是当
时的一位建筑大师，正因如此，他不但继承了父亲在建筑上的
天赋，父亲也有意识地对他进行相关的“培训”：他的父亲不仅
常常带着他在各式各样的建筑中转悠，培养他的空间感，并且
在邬达克 (岁时就开始让他接触工地，#!岁时还让他成为了
自己建筑公司的一名正式雇员。当邬达克进入大学学习的时
候，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木匠、石匠和水泥匠了。
尽管知道邬达克拥有如此丰富的教育资源，但当我亲自

来到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内唯一一件邬达克建筑作品前，我
还是被眼前这座规模不大却令人印象深刻的小教堂震撼了。
一个年仅 !%岁、还在就读大学的建筑系学生已经能够设计出
如此成熟的建筑，也难怪他日后能在上海引领建筑潮流。
这座教堂如今已不再使用，尽管保存相当良好，但还是显

得有几分破落，灰黑色的尖顶上甚至布满了青苔。尽管当地人
对邬达克是同乡这件事感到无比自豪，但他们却从未想过将
这一个“唯一”进行修缮改建，更不会将其开放成为旅游景点，
因为他们甚至这样的放任才是真正的保护。

! 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有着欧洲城市典型的特征%这里

没有过多现代化的摩登高楼%却有着最朴质美好的城市风光&

无论历史变迁如何，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却几百年如一
日，保持着自己最原始的模样。邬达克并没能在这座生他养他
的城市中留下更多印记，因为战争迫使他离开了故乡，而最终
他选择在死后荣归故里，究竟这座并不著名的城市魅力何在？
我想，这种魅力不亲自去看看是很难体会的。听人介绍说

要想看到班市整体市容，还得爬上市中心的大钟楼上才看得
到，我们一行人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于是顶着烈日一层
层地爬上了班市古老的大钟楼。当我们大汗淋漓地登上顶楼，
眼前明媚的蓝天白云已经让我们感到不枉此行了，环顾四周，
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一览无遗，广场两边的房屋虽然形式

各样、色彩缤纷，但却丝
毫不显凌乱，反而有种
说不出的清爽和整洁。
这些建筑大多已存在百
年以上，外墙经过无数
代人的维护和粉刷，始
终保持着最佳状态。

细看这些建筑，你
就更难不喜爱这样的街
景，它们大多都不是豪
宅，但都拥有自己的特
色，比如在一排古典主
义风格的房屋中，一幢
带着卷浪式窗户的粉色建筑尤显特别，更有意思的是在屋顶
上出现了与四周方方正正的门窗截然不同的圆顶，这圆顶不
但形状突出，就连装饰也华丽得很。
让人略感讶异的是，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市政府居然就

隐藏在这些温馨靓丽的老宅中，它毫不起眼地连接着周边的
民宅，就连插着市旗的阳台也和邻居家的一样。就连市政府也
如此普通、亲民，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又怎能不宁和简单？

! 如今到班市%还能找到不少邬达克父亲的公司所设计

的建筑%其中的艺术性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不仅毫不逊色%反而

有种别样的古典风情&

邬达克父亲格耶尔奇·邬杰茨当年设计的一幢带有文艺
复兴风格的黄色建筑，至今仍然安静地屹立在班市，还有些是
格耶尔奇·邬杰茨的公司设计的，这些建筑经过百年风雨，依
然安然地在这座城市彰显着当年邬达克家族曾经的成就。
纵观邬达克在上海留下的众多经典建筑，不难发现，邬达

克的设计中既有对欧洲传统建筑不同流派和风格的借鉴与传
承，同时更有他接受并融合了众多鲜明风格后重新提炼成的
现代潮流意识。无论是古典或现代，都离不开艺术性的融入，
邬达克的建筑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能至今被人不断研究，也正
是其“艺术性建筑”的设计理念让他建造的楼房不仅在百年之
后坚实稳固，更具有无限的观赏性。

斯洛伐克国家文化部副部长赛切克曾经说过，邬达克是
“架起斯中之间的文化桥梁”，他在上世纪将西方建筑艺术植根
于上海，而今又因为他吸引了更多中国游客前去班市寻访故
居，让更多中国朋友看到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市的美丽风景。
在我逗留班市期间，这种感受切实地发生在我身上，而班市延
续百年的建筑虽然平凡，但却真的是“可持续建筑”。呼应到世
界建筑节上的新新建筑，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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