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文 清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288 投稿：xmss@wxjt.com.cn 读者来信：dzlx@wxjt.com.cnB2 2013年11月30日 星期六

城市话题 /

寻 城
———红色“拆”字
背后的段落思考
! 黄翎

! ! !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的同学们参观车
墩影视基地———华师大美术系艺术硕士叁
零·!"#$%"#& 文化创意产业园实践基地
后，对于上海老建筑保护作出的感想。

" 董辉!!上海"它就像一场风花雪月的

爱情故事"热情而醇厚#时间在这座城市留下

了岁月的痕迹"愁绪而沧桑#同时夜里的繁华

与喧嚣"深沉而唯美#

时光转瞬间即逝"一切仿佛还是昨天"那

是我第一次探访上海" 从三三两两的小巷走

到车马如龙的大道"眼前的霓虹灯"在城市上

空不停的环绕着"盘旋着#身边充斥着无数的

诱惑和感触# 历史给予这里太多刻骨铭心的

旧事"所以才会显得如此令人梦魂牵绕"回味

无穷# 如果这些曾经繁华的景象无法被记载

和传承"我相信这必定是后人莫大的遗憾#旧

遗迹的风貌所留存的精神财富和人文情怀正

是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底蕴所在# $

" 黄伟%“现下的众多上海老建筑的保
护是令人堪忧的。如徐光启故居‘九间堂’，现
为居民住楼，楼下已完全演变为马路菜场，各
种生活垃圾随地乱扔，弥漫着阵阵异味，楼外
悬挂的空调外机更令其木质结构不堪重负。
老宅原本的风貌早已荡然无存。
作为古宅的“九间楼”其实早已是上海文

物保护单位，但是为何沦落至此，笔者认为更
多还是人们的文物观念保护不足。之前也总
有各种文物遭受破坏的报道，但似乎并未引
起社会的重视，老建筑在人们观念与自身利
益的冲突下逐渐消逝。我们在生活中视乎并
未把身边的历史当回事。”

" 江立宁%!小学就读万竹街"中学在文

庙" 我少年时代的影子在老弄堂与石库门间

穿梭" 老上海的文脉与气息在潜移默化中移

植到了我的血液里#

我们现在提起这些老建筑也是无能为力

的"她仿佛一位老人寿终正寝"随着时代的进步

与城市的发展而消亡"为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形

象而让出舞台"纵然她影响着我的青春"可当这

些老弄堂&石库门在一声轰鸣中倒塌的时候"我

却在高层俯视着"心里回放着儿时的记忆#

有的老建筑需要拆去" 但我们不能因此

而弃置所有的老建筑" 当石库门的石砖被钢

筋水泥代替" 我们仍不该忘记上海独有的模

样# 所有的建筑都可以动迁&可以移址"而记

忆又该迁去哪里' $

" 阮琳琳!“历史建筑是我们过去文化
的一种沉淀，他包涵了上海独有的一种气质
和文明。上海的老建筑都显示出浓郁的海派
文化。从老一辈的口中可以得知上海的沧海
桑田，这是属于我们上海独有的过程，可当下
我们努力在创造明天的同时，却让西方建筑
模仿品渐渐的替代真正属于我们上海自己的
海派建筑。老建筑正在逝去，而如今的上海也
已经“变味”了。这些老建筑是上海的一个象
征，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要
让这些“见证者”离我们而去，毕竟属于我们
自己的东西已经不多了。”

" 吴以健%!江南一隅"淞沪之地"旧事

浮华的小时代# 引无数才人竞相挥洒才情的

龙虎之地#

曾经上海人生活的上海"似如江涤浪荡"

随黄浦江沙沉潜流逝#洋楼洋场"在一年一年

的时光中多数伴着太平洋吹来的风变了模

样#上海可记录的发展越来越多"可重温的历

史越来越少#上海本地人应该自己站出来"去

爱护你们渴望不变的家乡#而不是砧板鱼肉"

任新时代宰割#

车墩影视城虽然还原了历史有过的面貌"

但终究是影视基地" 只是上海人对失去历史建

筑的一针安慰剂"治标不治本# 如今我们怀念过

去"对遗失的建筑深感遗憾# 难道还要再让老上

海遗痕留存无几# 一个文明的强大不是越新越

好"而是越丰富越醇厚#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

上海却要用今天拆除昨天"自我抹灭# $

" 姚依心%“外地人都说上海人精明，却
不懂这是里弄所孕育而生的特有文化，是一种
我不占别人便宜，别人也不要占我便宜的原
则。这种人文特质除了住过里弄的人有谁懂？
我没有见过真正的老上海，奶奶口中的霞

飞路、四马路早已没了当年远东第一大都市的
风采，这次终于在车墩影视城看到了熟悉又
陌生的老南京路、浙江路。我记得以前看过一
篇文章说的是罗马残缺的辉煌，在罗马城中
随处可见的历史建筑，而在上海现在已却是
难觅踪影。为什么上海就不能容忍残缺的历
史遗迹呢？前两年被拆掉的曹家渡“沪西小上
海”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为什么作为国际大都
市就不能保留那些上海特有的印记呢？原有的
风貌已经只能在影视基地寻觅了，那历史是
不是也只能靠影视作品来传承？上海为了发
展抹去了历史文化，没有老建筑，没有上海里
弄文化就真的可以成为国际一线大都市吗？”

很多没有及时鉴定和保护
石库门是上海开埠后，为了安顿躲避太

平军的江浙富商，由犹太商人用鸦片赚到的
第一桶金建造起来的。欧式的联排格局、江
南民居独有的天井和厢房、灶间，尤其是以
花岗石浮雕的门楣和深色高档木料制成的
大门，“石库门”一词由此得来。那里有走进
弄堂、亭子间里，才能解读到的上海人独有
的精明和小腔小调，以及摸着砖瓦和青苔，
才能闻到张爱玲笔下那种潮湿却又温润的
市井生活气息。尽管十里洋场引领着上海这
座不夜城的摩登做派，但是高耸的洋楼脚
下，老弄堂里那些因买汏烧而忙碌的普通百
姓才是这座城市的活力之源。

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房地产开发高潮，许
多没有及时被鉴定和保护起来的上海老建
筑、老建筑群落被拆毁，甚至包括一些历史遗
址、名人故居。如：用 '(处精美景观建成的哈
同花园，堪称融合了东西方建筑文化艺术之
瑰宝，于 )*++年被清理得片瓦无存。,--.年
上海最大的石库门大中里（七十二家房客的
原型）为了商业目的被拆除。,--*年老城厢
北施家弄的清末民族企业家陆伯鸿故居在毫
无鉴定的前提下被强行拆除。拥有 )+-年历
史的沈家老宅，因其独有的闽南三进三出式
建筑风格，已被列为不可移动文物后，依然于
,-),年难逃一劫。同年，已经被上海市拟定
为第四批历史保护建筑的“慎余里”拆除近
半，已经告急。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钱宗灏估
算：在上海曾有过的 )---多万平方米的石库
门建筑群，至今留存的不超过 (-!。

没有将城市划分新老城区
))月 ,,日，我带领华东师大美术学系

)' 名本科学生前往上海叁零·!"#$%"#&
文化创意产业园车墩影视基地进行摄影采
风及教学。上海叁零·!"#$%"#&文化创意
产业园也是华东师大美术学系在此建立的
艺术硕士实践基地，在那里师生们参观了还
原老上海风貌的南京路、徐家汇天主教堂以
及石库门、江南老镇等老建筑群，并为车墩
所营造出的海派建筑的魅力所吸引。尤其是
上海学生，大呼和自己眼里的上海太多不
同。这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如果石库门、
老建筑被拆毁殆尽，后辈只能去影视基地领
略老上海的样貌！一个城市的文化遗产、历
史遗迹如再不予保护，海派文化的印记恐怕
越来越可怜了。
在伦敦，政府组织文史学家鉴定历史建

筑，并记录入册，完好地保护了数以万记的
古建筑，并给予定期的资助加以修缮。而历
史名都巴黎，早在二战结束后，便提出有规
划地保护好历史建筑群落，为了长远发展，
将城市划分为新老城区，将拉德芳斯门以外
扩建成极具现代化的巴黎新城，妥善解决了
老建筑和传统文化的保护问题，也为今天的
后代留存了完整的历史名城的风貌，使得巴
黎老城因其文化的延续性和深厚的历史渊

源为世人所感动。正是这些名都的案例，告
诉我们城市的魅力来自于对自身文化和历
史的尊重。

海派风情成了遥远的记忆
随着大刀阔斧的中国式拆迁，老建筑令

人叹息地被随之抹去，取而代之是如同拷贝
的摩天高楼和清一色的玻璃幕墙，新的都市
淹没了历史的遗迹。尽管，政府在世博前后
投入巨大物资和精力重现外滩万国建筑群，
也有效地保护了如和平饭店、马勒别墅、首
席公馆等大型地标性老建筑。而一些民俗建
筑，如石库门、老弄堂、老洋房却逐渐从人们
眼前消失，这也是一部分民俗文化、历史消
失的过程。这些代表着上海重要历史时期的
老建筑，当它们的物理属性消逝的同时，也

就意味着老上海精神文化特质被削弱，甚至
一部分传统生活方式被强行剥夺。如果，这
种现象继续下去，不难想象在将来，“海派”
民俗、里弄风情将成为遥远的记忆，被永远
地保存在博物馆和档案库，甚至是影视基地
里；抑或是，将上海居民逐出老建筑，将石库
门改建成下一个“新天地”，没有真正的海派
民俗和人文情怀，有的仅仅是商业目的。值
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的老建筑群落文脉、
石库门民俗文化和老上海城厢历史将以怎
样的面貌和方式延续和存在？

对于文化的传承，政府及社会各界还
需付出不懈的努力，不仅在经济利益上需
作出巨大让步，还要为维护历史文化遗迹
付出更大的财力与物力。老上海建筑的破
坏和消失，足以警示我们，当下经济飞速发
展的同时，上海的城市文明进程远远不够
国际化，发展眼光也缺乏长远性。我们有必
要开始重新寻回历史和文化遗产，必须意
识到一个注重文化积淀的民族才会有更广
阔的发展远景。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系讲师)

2013年5月，新闸路的斯文里作为上海最老的石
库门群落，在被标上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红色“拆”字后，
瞬间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曾游走在弄堂里，聆听老房
子徐徐道来那段属于1914年的传奇：英籍犹太女商人
阿谷游说广肇山庄主人卖地给她，并在6年时间里立
起了这片由 700余幢砖木结构的老式里弄房组成的
“忻康里”（现斯文里）石库门。如今能寻到的，只剩巴洛
克风格的浮雕山花和新古典主义的柱头门楣散落在一
地青砖灰瓦的废墟里，落寞地回顾着那段对外通商、中
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老上海历史。 “90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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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式弄堂里的形态#看到过阶楼#听父母亲说那过去的故事 本版摄影 董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