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巢引凤
重建“外滩金融街”

追溯外滩历史建筑的修缮，要从 !"年前的
置换浪潮说起。

#$$%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恢复外滩金融街
的功能，并拟定东起黄浦江、西至河南中路、北
起苏州河、南至金陵东路这一区域为中央商务
区。中山东一路 #号至 %%号，外滩的“第一排”
建筑，更被视为核心金融地带。

重建“东方华尔街”，意在与逐步崛起的浦
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隔江相望、联动发展。浦江
两岸“比翼齐飞”的第一步，便是外滩建筑“清巢
引凤”。

#$$&年 ''月，上海外滩房屋置换公司成
立，受市国资委全权委托，负责腾出外滩机关办
公大楼，逐步置换给中外金融及商务机构。

'$$(年 )月 '日，上海市委、市政府率先
从外滩 '!号迁出，迈开外滩建筑置换的实质性
步伐。“置换计划”不断成熟，至 '$$$年末，中山
东一路沿线 '$幢大楼成功置换，除 (幢待租
外，'&幢均为金融机构。
外滩 '号，原为上海市房地局，中国太平洋

保险公司入驻。
%号，原为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新加坡佳

通公司入驻。
(号，原为上海市海运局，华夏银行入驻。
*号、)号，原为上海长江轮船公司，香港侨

福公司、泰国盘谷银行入驻。
'!号，原为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入驻。
'(号，原为上海市航天局，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入驻。
'*号，原为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招商

银行入驻。
')号，原为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美国友

邦保险公司入驻。
'$号，原为中国机电华东公司，美国花旗

银行入驻。
!%号，原为上海畜产品进出口公司，中国

银行入驻。
!&号，原为上海市纺织局，中国工商银行

入驻。
!*号，原为上海食品进出口公司，中国农

业银行入驻。
!$号，原为上海市交警总队，中国光大银

行入驻。
伴随一批中外金融保险机构和跨国公司进

驻，外滩金融街的功能逐渐恢复。

轻擦细洗
再塑外滩建筑“门面”

'$$*年 '!月，浦发银行总行签署外滩 '!

号置换协议，这幢恢宏的建筑为迎新主，开始为
期两年的修缮工程。

花岗岩外墙、罗马风廊柱、大理石地坪，
'$!'年汇丰银行兴建该楼时，即以石材用料享
有盛名。据档案记载，两年后大楼落成，共用去

*&+'吨花岗石，英国人自称为
“从苏伊士运河到白令海峡最
华贵的建筑”。

然而，)( 年风雨侵蚀，外
滩 '!号石砌外墙污迹斑驳，光
彩不再，亟待修缮。此前，业界
在清洗建筑外立面时，大多采
用化学溶液将石材漂白，或是
选用树脂涂料全面粉刷，看似
“焕然一新”，实则抹去了历史
建筑的专属记忆。
“有段时间，上海流行以仿

石涂料做外立面装饰，开始很
美，时间一久污迹难以冲洗，只
好再粉刷遮盖，这是对老建筑
的反复折腾。”外滩 '!号整复

项目的中方负责人、原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总
建筑师章明回忆。
为避免重蹈覆辙，业主浦发银行特邀英国

石材清洗专家，大量试点研究，最后提出一整套
外墙清洗方案：用“药敷”吸附的方式，析出花岗
石中的污垢，再以进口清洁剂配合压力泵冲洗。
这种“不用刀钳、不伤筋骨”的外墙美化工艺，在
当时被喻为“中医疗法”，收效良好。
清洗外墙立面，重塑外滩“门面”，工程师们

对每一幢都不敢“怠慢”。上海建工装饰集团高
级工程师李根发以外滩 '+号为例：修缮时，项
目部从国外租借专业设备，以细沙粒加低压水
清洁表面，再手工清洗局部油迹、锈斑。“!,多
名工人，用细小牙刷蘸取适量溶液，%个月才完
成刷洗。”
上海历史建筑保护修缮专家组成员、建工

装饰集团副总裁王辉平补充，外滩 '$号和平饭
店南楼，以其暗红基调的砖墙色彩在外滩灰白
建筑群里独树一帜。“红砖是‘爱呼吸’的材料，
如果随意粉刷化工涂料，会造成内部闷热受潮、
外部酥松脱落。”清洗、镶砌、修补、加固，项目组
采取四项技术，终于恢复红墙原貌。

妙手无痕
巧妙融入现代化设施

修缮外滩历史建筑，并非“遗址性保护”，而
是“功能性整复”。如何在“修旧如故”的同时，添
加现代化功能，从而提升老建筑的使用价值，追
求利用与保护的平衡？

改善通风、增设车库、加强照明等，是老房
子“重生”的要点，也是难点。
“建造之初，汇丰银行大楼就安装了通风设

施，是上海较早使用冷暖气的建筑。”章明介绍。
不过，曾经“先进”的设备，现在都已陈旧落后，
无法适应新大楼的营运需求，怎么办？

反复推敲后，设计师将视线转向地下室。
“外滩建筑里，只有 '!号地下室有排水沟，而且
空间充足，大可利用。”章明说，依附地下室现有
梁柱，敷设管线，尽量减小对建筑本身的惊扰。

经过数月清理、加固、改造，地下室变身整
幢大楼的设备用房，铺设了水电及垂直交通设
备，并增添了中央空调和弱电系统。
在外滩多幢历史建筑中，都隐藏着设计师、

工程师们“巧思妙手”融入的现代化设施。上海
建工装饰集团高级工程师陆琼介绍，修缮外滩
!号时，就将风口设计在酒吧、读报室的高大壁
橱里；在中庭环廊的圆拱天花内加装风管，然后
原样恢复，让人难以察觉。“既满足中庭的通风
要求，又保护精美的石膏花饰，一举两得。”
此外，工程师们还以“逆作法”施工，在外滩

!号新楼地下深基础开挖，增加了 ')"个车位，
既保护老建筑结构，又缓解停车难题。

风华绝代
修缮“惊现”世纪壁画

走进外滩 '!号，头顶的彩色马赛克拼贴画
绚烂夺目，引人驻足流连。

$"年前，这些拼贴画由英国画师出稿，意
大利工匠手工拼接，精美绝伦。例如壁面的 +幅
画作，背景分别是上海、香港、伦敦、巴黎、纽约、
东京、曼谷、加尔各答这 +个城市的地标建筑，
中心则是象征该市的一位女神。例如“上海”的
画面元素就是汇丰银行大楼、毗邻的海关大楼
外观，以及航海女神的形象。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些壁画曾经“隐身”

于厚约 &厘米的纸筋石灰下长达 &"年之久。
据《上海旧事》记载，'$((年，汇丰银行作

为最后一家外资银行撤离外滩。次年 (月，上海
市政府进驻 '!号，当时有人认为，这一大块壁
画太商业化、西方化，建议敲掉。
幸运的是，时任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

的陈植建议“敲掉太可惜，还是遮挡吧”。工匠们
便用纸筋石灰代替水泥封存了壁画。从此，这些
精美的艺术作品销声匿迹，也阴差阳错躲过“文
革”浩劫，直到 '$$)年大楼整复才重见天日。

工匠们合力探索，最终确定一套先铲后洗
的修复工艺。当时已 *%岁的油漆高手赵振钊以
"-)平方米的壁画一角，试点清洗。“先用小刷子
层层剥离油灰，再用英国进口材料洗除壁画表
面涂层，第四层覆盖物被清除后，壁画渐渐显
露。”章明记忆犹新。&,个工作日后，!,,平方米
的壁画真容尽显。

这组后来被称为“世纪壁画”的巨幅艺术
品，只是外滩文化遗存的一个缩影。!,,+年外
滩 !,号（和平饭店北楼）修缮时，工程师在“八
角亭”发现被多重涂层覆盖的彩绘玻璃吊顶。
这些“重见天日”的艺术品，诉说着“东方华

尔街”百年沿承的最美记忆。
!下转 !"#版"

近期，空置数年的外滩1号

明确功用定位，迎来内部装修。

这预示着中山东一路沿线外滩

历史建筑的基础修缮，在绵延

20年后，即将收官。

外滩，面朝黄浦江的“上海

名片”，永不闭幕的万国建筑博

览会。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陆续建成的建筑群，高低错落，

历经百年依然挺立如故。

然而，长期交替使用，功能

反复变更，致使建筑外观污浊、

内部杂乱，甚至面目全非。上世

纪90年代初，伴随外滩建筑“置

换计划”，大规模整复工程启动；

1996年，外滩建筑群获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动外滩

“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全新定位。

20年的修缮历程，在探寻

经典的同时，续写时代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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