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昨天!面对老城厢又一处被拆

除的老建筑废墟!我有一瞬间头脑

是空白的" 为什么非要这样不可#

这些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

哪里#

或许有人会拿出法律依据告

诉我们!在法律上此建筑拆除是没

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要问$能够见

证上海发展历程的老建筑!尤其可

以形成历史风貌区域的老建筑究

竟是太多了还是太少了#

难道上海的历史建筑多到非

要再拆掉一些不可了吗#

如果说拆迁是为了改善居民

的生活!那为什么不去拆迁那周围

这么多逼仄简陋的危房!偏偏盯上

了这个区域最像样的几幢老建筑

之一呢#拆了以后准备干嘛#为什

么非要在这里干不可#

老城厢! 是上海城区的核心"

它与因外来文化而形成的外滩风

貌区形成鲜明的对比!堪称上海城

市文明的两翼"人们可以看到传统

文化和西方文明在这个地方交汇

的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一切"

老城厢有我们祖祖辈辈的积

累和情感"爱国不是一句空虚的口

号!如果没有了对我们祖祖辈辈创

造的历史的记忆和情感!爱国将成

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

每一个村庄的人爱自己的村

庄! 每一个城市的人爱自己的城

市"让我们居住的地方不仅仅有故

事传说!还有那一条条街巷%一栋

栋建筑% 一棵棵大树可以见证"

!"""年文明! 决不能仅仅是文字

上的记忆"中国文物界最为遗憾的

是!我们的博物馆里有商周的青铜

器%唐宋的陶瓷%元明清的书画等

价值连城的文物!但没有像欧洲一

些国家那样保留有历史久远的城

区和建筑"我们最多只能通过遗址

考古和历史文献描述!来想象历史

上洛阳%西安%杭州等古都的建筑

以及城市格局的恢宏壮美"

我们没能保住 #""年前的历

史建筑以及城市风貌区!可以把责

任推给古人!说古人采用木材作为

建筑材料经不起历史的风雨&也可

以把责任推给战争和动乱"但是目

前我们城市还残存的一些近百年

历史的老城区风貌和建筑如果还

不能保护好!我们的子孙后代或许

会责问$是谁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没

有历史记忆的城市里#

老建筑一片片地消失!新高楼

一栋栋地竖起"有时候确实是历史

的无奈!因为城市要发展!民生要

改善"但是!凡事要适度!不是非拆

不可就不要拆了!给城市留一些历

史!留一些回味" 就算是出于商业

的利益考虑!我们也应该换一种思

路$具有文化积淀和历史记忆的城

市才是取之不尽的财源" 林明杰

大境阁区域：动迁
组进驻了老洋楼

'其范围北至人民路!南至金

家路! 东至河南南路! 西至人民

路("

以古城墙大境阁为中心的这
一区域，其中有露香园路口的残余
明代城墙、露香园遗址、青莲庵、云
居庵及其东面的福佑路清真寺、沉
香阁等。
走访那里时，心情有点沉重。

小北门万竹街一带正在动迁。那一
带的老房子大多较简陋破落，作为
外行来看拆了也就拆了，但其中有
几处不一般的老房子却让人不忍，
让人心焦。

顾延培首先带记者到青莲街
!"!弄 #号，那是栋中西结合的两
层大宅子，呈直角形，高大气派，屋

内护墙板上雕着精美的纹饰。好像
有两进深，六角形的窗子很古雅，
而洋松的楼梯门窗则很西化。如今
动迁组已有人进驻这栋楼的底层
办公了。

与之相邻的是青莲街 !$% 号
一栋像是老式公寓的房子，据说原
来是玻璃公会，现在成了大众浴
室，看上去还是有往日的风范。
而万竹街 &!号的“赵公馆”让

人看来会联想起东山的雕花楼，只
不过“赵公馆”的雕花没有这么繁
复，这反倒显得更大气些。据说这
看上去像是两栋石库门房子连在
一起的楼房，是当时“颜料大王”的
宅第，中西结合，既古典幽雅，又宽
敞实用。在如今的上海，这样的房
子也罕见了。可惜的是它也在拆迁
范围之内。

不知道今后我们是否还看得
到这几栋楼。 本报记者 林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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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境阁民国早期庭院式民居被拆
8年前本报老城厢历史风貌保护报道中曾提及这两栋历史建筑

本报记者 林明杰 实习生 齐天然 撰文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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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拆不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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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厢，让我欢喜让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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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境路
方浜中路西段
!青莲街
!露香园路
梦花街
老道前街
学宫街
学前街
文庙路
西仓桥街
先棉祠街
沉香阁路
豫园老路
方浜中路东段
安仁街
梧桐路
丹凤路

人民路—河南南路
人民路—河南南路
大境路—昼锦路
人民路—方浜中路
中华路—庄家街
梦花街—文庙路
梦花街—文庙路
文庙路—蓬莱路
中华路—庄家街
庄家街—河南南路
迎勋北路—河南南路
侯家路—旧校场路
旧校场路—安仁街
安仁街—人民路
福佑路—方浜中路
安仁路—人民路
福佑路—方浜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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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路
东街
望云路
凝和路
乔家路
药局弄
巡道街
!万竹街
阜春街
金家坊
西马街
大夫坊
天灯弄
吾园街
光启路
东梅家街
引线弄

方浜中路—复兴东路
昼锦路—复兴东路
复兴东路—蓬莱路
蓬莱路—黄家路
河南南路—永泰街
乔家路—巡道街
复兴东路—药局弄
露香园路—人民路
狮子街—露香园路
松雪街—中华路
方浜中路—孔家弄
复兴东路—东梅家街
大夫坊—蓬莱路
河南南路—也是园弄
昼锦路—方浜中路
梅家街—天灯弄
天灯弄—巡道街

序号 路名 起讫点 序号 路名 起讫点

带!为赵公馆周边街道 制表 贺信

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内!"条风貌保护街巷

" 两栋具有民国时期老城厢典型代表风格的庭院式建筑只剩下残垣断壁

" 被拆下的门楼具有中西合璧风格

" 昔日)豪宅*成废墟

" 雕花木框被随地丢弃

! ! ! !昨天，本报接到居住在本市黄浦区
老城厢的居民反映，位于大境阁两栋具
有民国时期老城厢典型代表风格的庭
院式建筑一夜之间被拆迁队拆毁。

两栋“豪宅”已成为废墟
记者闻讯前往，只见在大境路、青

莲路、露香园路和万竹路交汇的区域内
已筑起建筑工地的围墙。进入围墙，只
见废墟一片。在瓦砾堆中，还能找到粗
大的罗马柱、精美的阳台护栏、考究的
地坪和基石等残件，看得出被拆除的建
筑具有明显民国时期中西合璧风格，而
且不是普通民宅，是“豪宅”。
据调查，被拆的两栋相连的建筑都

是民国时期“颜料大王”赵竹林所建：分
别是万竹街 &+号的“赵公馆”和青莲街
++"弄 #号赵竹林为儿子结婚所建住
宅。青莲街的建筑始建于 +*#,年左右。
据文物专家分析，这两栋建筑是近代建
筑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中西合璧庭院式
民居，是构成老城厢风貌的重要因素。
这种建筑目前在老城厢也所剩无几了。
居民反映，过去《夜上海》以及某部琼瑶
电影等都曾在该建筑中取景。

这样的房子在沪属罕见
记者曾于 #,,&年 &月 +*日在新

民晚报就老城厢历史风貌保护作了整
版报道，其中提及这栋被拆毁的建筑，
是这样写的：“万竹街 &+号的‘赵公馆’
让人看来会联想起东山的雕花楼，只不
过‘赵公馆’的雕花没有这么繁复，这反
倒显得更大气些。据说这看上去像是两
栋石库门房子连在一起的楼房，是当时
‘颜料大王’的宅第，中西结合，既古典
幽雅，又宽敞实用。在如今的上海，这样
的房子也罕见了。可惜的是它也在拆迁
范围之内。不知道今后我们是否还看得
到这几栋楼。”现在果然看不到了。
“赵公馆”在 #,,(年 ++月 #+日晚

上曾遭遇火灾，被周围居民及时发现报
警而幸存。现在，记者在废墟还找到了
被火烧焦的建筑木构建。
居民称，该建筑居民 #,,(年已动

迁，但建筑一直没拆，大家以为这一
带已被列为历史风貌保护区，这样的
优秀历史建筑不会被拆了。不料今年
+月 #$日大年初三晚上被拆迁队连根
铲除。

有关部门称“不知此事”
记者就此事打电话给黄浦区文物

保护部门负责人，对方称不知发生此
事，但这两栋建筑还没有被列入历史保
护建筑名单。

没有列入“保护”名单的历史建筑
就可以拆吗？

#,,%年上海就发布了《上海市老
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其范
围为当时黄浦行政区的人民路—中华
路以内区域，总用地面积为 +**-('公
顷。其中更明确规定了该风貌区内 "&

条风貌保护街巷。该建筑所处地域的大
境路、青莲街、露香园路、万竹路都属于
保护街巷。
《规划》明确要求“保护文物保护单

位与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其他历史形成
的传统宅院、里弄等住宅建筑及其群体
布局”。可见不光是仅仅保护列入“文物
保护”名单的建筑；此外，还对街巷的空
间、肌理等历史特征都要求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