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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座洋房以前就是疗养所呀！”
“这边原来就是仓库的位置，再过去是
三车间，梳毛车间……”前天上午，董
德娥和凌妹两位老姐妹结伴来到杨浦
滨江示范段，对着这块既熟悉又陌生
的地方，两人感慨万千。身为上海第一
毛条厂的老职工，她们曾在这里工作
了多年，一辈子最好的岁月都留在这
里了。

#$%"年 &月 '$日，是董德娥和
凌妹进厂的日子，身为“%!届毕业生”
的两人至今记得非常清楚。董德娥是
仓库管理员，而凌妹则被分到医务室
工作。#$$(年，凌妹调到中纺机工作。
董德娥则在毛条一厂干到 #$$$年，企
业减员，她办理了协保回家。之后，董
德娥当上了一名居委干部，直到 ()*'

年才退休。
在栏杆与防汛墙之间处，有一大

片亲水平台。平台设计得很独特，以金
属格栅板覆盖，可以透过镂空的格栅

板看到下面的江水，江水拍打驳岸的
声音也通过这些格栅板传递上来，让
人感受到“涛声依旧”。“这个以前都没
有的，防汛墙外就是一个烂泥滩，退潮
的时候有人下去捉螃蟹……”凌妹说。
“那你们以前上班就能看到黄浦

江的风景啊？”记者问。“是啊，不过对
面没有这么多房子，就是一些粮食仓
库。我儿子也是在厂里托儿所长大的，
有时他不肯吃饭，我就抱他到江边看
大轮船。”往日的时光，仿佛就在凌妹
眼前。“这个码头倒是老样子。”董德娥
指着西边紧邻杨树浦水厂的一个货船
码头说，码头是外单位的，由于跟毛条
厂仓库关系密切，职工经常来往，有一
些人后来就谈恋爱结婚了。
看到示范段码头工人扛大包的雕

塑，董德娥也很有感触。“这个厂最早
是英国人开的，那时候，羊毛都是中国
工人一包一包从船上背下来的，很苦
的。后来我们进厂的时候就有输送带
了，不用人力背了。我那时候还开过吊
车，把一大包一大包的羊毛堆起来。”

毛条一厂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建
筑是那座老洋房，凌妹曾经常进出。这
座英国乡村别墅式建筑，早年是英国老
板住宅，解放后曾经做过厂里的“疗养
所”，有的职工生病，需要短期观察，就
在里面休息。据正在做整修工作的工作
人员介绍，今后这里将成为杨浦滨江空
间的文化展示馆和游客中心。围绕着老
洋房有一个“雨水花园”。这是一片长满
了芦苇的湿地，中间有一个池塘，开满
了睡莲。这里是一个雨水收集、滞留的

场所，收集的雨水可以满足绿地浇灌用
水量，雨量过大可以就地消纳和吸收，
体现了低碳环保的理念。

而最让两位女士激动的，是花园、
池塘上铺着红褐色的金属格栅板。这
些金属板上，每隔一段就镌刻着镂空
的字样：“*$++年，怡和纱厂改名为上
海第五毛纺织厂，新怡和纱厂改名为
上海第一毛条厂。”“*$,$年，国家统
配原毛计划减少，出现建厂以来首次
亏损。”“*$$*年销售市场开始启动，
产量迅速回升，利税相比去年增长十
二倍。”“'-)$年，东方渔人码头二期
启动，怡和纱厂历史落幕。”她们拿着
相机在这里留影。看着这一个个年份，
两人仿佛回到了过去。凌妹指着“#$$#

年”那块板说：“那时厂里效益很好的，

给阿拉发羊毛衫、毛毯、绒线……”
杨浦南段滨江的规划设计理念是

历史感、智慧型、生态型、生活化。从怡
和纱厂到上海第一毛条厂，再到如今
的滨江公共空间，这一“历史感”，在两
位老职工眼里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是
的，历史是一座城市的根。而杨树浦路
上大工业时代机器的轰鸣声，同样是
上海历史的一部分。唤起曾经在这里
工作、生活过的人们的记忆，让历史告
诉未来，也是滨江公共空间建设的重
要意义。
“没想到现在变得这么漂亮。”董

德娥由衷地赞叹，走在富有弹性的健
身步道上，望着周边开阔的空间，凌妹
说：“今后，肯定会有很多人来跳广场
舞的！”
是啊，来到这个滨江公共空间，伴

着黄浦江的涛声，在浦江两岸璀璨的
灯光映照下，跳上一圈广场舞，该是多
么惬意啊！ 首席记者 邵宁

! ! ! !黄浦江在外滩拐了个弯，缓缓向
东流淌，从虹口开始有一段好几公里
的岸线坐北朝南，地理位置绝佳。凭栏
远眺，陆家嘴金融区尽收眼底，上海中
心、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等标志性
建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杨浦滨江南
段就位于这里。

说来或许有人不信，杨浦区的黄
浦江滨江岸线是除了浦东新区之外，
全市最长的一个区域，共有 #"." 公
里，其走向如同一把弯弓。这把“弯弓”
被分成三段：南段，从秦皇岛路到定海
桥；中段，从定海路到翔殷路，包括整
个复兴岛及周边区域；北段，军工路沿
线，从翔殷路到闸北电厂。

保护工业的遗存
杨浦滨江岸线蜿蜒，一路通向上

海东北部的江海门户吴淞口。在高度
倚仗水运的年代，这里是各路客商登
陆上海的第一站，杨树浦路两侧的狭
长地带因交通便利，成为中外资本竞
相落地之所。到上世纪上半叶，杨树
浦一带聚集了纺织、烟草、造船、造
纸、机器制造、制药、制皂、公用事业
等各种门类的工业企业 &))多家，成
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工业基地，不仅创
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许多“第一”，还
曾经创造出占上海市六分之一产值
的辉煌业绩。

也正是由于杨浦滨江遍布大大小
小的工厂、企业、码头，因而过去市民
几乎很少有机会能够沿江漫步，一览
母亲河的风光。

根据 ()#& 年 , 月市政府正式批
复的杨浦南段滨江控详规划和《上海
市黄浦江两岸公共岸线贯通三年行动
计划》，黄浦江杨浦段滨江逐渐撩开了
神秘的面纱。整个杨浦滨江开发的规
划按照先南段、再中段、后北段的步骤
进行。目前启动建设的是南段，长度
"."公里，面积 #(.$&平方公里。南段
滨江公共空间又分为五期开发建设。
而位于内环线内，从秦皇岛路到杨浦
大桥西侧的 (.,公里岸线，计划于明
年 +月底前实现全面贯通开放。

不久前，杨浦南段滨江公共空间
一期已作为示范段对公众开放。市民
惊讶地发现，从怀德路到丹东路这段
"")米的沿江地块，原来是上海毛条
一厂和上海水产品中心批发市场的所
在地，而今变身“生态复合型滨江公共
空间!雨水湿地公园”。开阔的亲水岸
线，滨江景致一览无余。这里有可以慢
跑、步行的健身道，也有造型如同小船
的休息座椅。同时，这里还处处可见百
年纺织工业以及兴旺的“鱼货市场”留
下的痕迹，勾起市民的回忆。

本着“还江于民”的原则，杨浦坚
持大开放而不是大开发，把生产性岸
线置换为生活性岸线。同时，与以前的
大拆大建不同，杨浦滨江规划采用有
限介入、低冲击开发模式。
继示范段之后，内环内 (.,公里

的杨浦南段滨江公共空间二期和四
期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届时，防
汛体系、码头岸线、慢行系统都将贯
通。公共空间二期已开工，四期水厂
栈桥工程已开工，现正抓紧推进船厂
方案细化。

联通水厂的栈桥
据了解，杨浦滨江的最大特色就

是“百年工业”的文明底蕴，历史文化
丰富，工业文明遗存众多。据统计，杨
浦滨江段有各类、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和文物保护点 ,"处，包括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杨树浦水厂，以及上海工
部局、上海煤气公司、沪江大学历史建
筑群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公里的南段滨江沿线，共分布
着 &(幢历史保护建筑，按照规划，它
们将被一一保留下来。据上海杨浦滨
江开发公司总师室副主任、设计团队
负责人徐进介绍说，杨浦滨江开发强
调“有限介入”，“人工介入越少越好，
尽量原真性地保留工业。”难点在于既
要保护这些工业遗存，甚至不影响正
常生产，又能够打通滨江岸线。

车行在杨树浦路上，一过许昌路，
就有一排灰红相间的欧式建筑映入眼
帘：风格一致的两三层楼，清水砖墙，

嵌以红砖腰线，同色围墙，周围墙身压
顶雉堞缺口，连绵不绝数百米，如同一
座英国中世纪城堡，映衬着里面大片
碧绿的草坪，非常华丽壮观。这就是杨
树浦水厂。

杨树浦水厂是上海第一座自来水
厂，已有 #&)多年历史。#,,)年，英商
成立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次年在黄浦江边建造了自来水厂。水
厂由英国设计师哈特设计，#,,# 年 ,

月开工，两年后竣工。#,,&年 +月 ($

日，水厂落成，举行放水典礼，还是时
任北洋通商务大臣的李鸿章拧开的阀
门。这也标志着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
厂正式建成。

如今，历经 #))多年沧桑的杨树
浦水厂仍承担着为上海市民供水的重
任，年供水量超过 !亿立方米，约占上
海供水总量的四分之一。水厂本身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海市优
秀历史建筑”。整座工厂为百年以上的
优秀历史建筑，建筑特色鲜明，并且保
护完好，这在国内也不多见。

杨树浦水厂作为历史保护建筑不
能触碰，但又因此阻隔了岸线贯通。怎
么办？设计团队决定用一座 "")米的
亲水栈桥来联通两头。这个方案得到
了水厂的大力支持，主动将源水管向
内移动了 "米。为保护水厂建筑和生
产安全，栈桥与厂区距离 &."米，设计
以“舟”为原型，抽象演绎出格栅钢结
构和整体木结构具有的漂浮感的形态
单元。以木材的温润衬托水厂的历史，
以钢构的简洁有力回应杨浦区厚重的
工业传统。整个舟桥贯穿途中保留了
部分原有的靠船墩，与水厂的六号取
水口、液铝码头等设施有机结合，让人
们可以亲身感受、亲手触摸历史，多维
度欣赏黄浦江景，获得丰富的行进体
验。目前栈桥已在铺设中。

跨越船坞的道路
紧邻杨树浦水厂的则是上海船

厂。位于杨树浦路 !+,号的这家企业，
历史之悠久甚至超过杨树浦水厂！上
海船厂的前身是英商英联船厂，曾是

英国人在远东设立的最大的修船厂，
至今已超过 #!)年，解放后改名为上
海船厂，最多时有职工 ,"))多人。几
年前，船厂已经搬迁到崇明，杨树浦路
的这个厂址已经停产。

上海船厂内最引人注目的是两座
船坞，长度分别达 ()) 米和 (!) 米，
())%年雪龙号就曾在这里修整。

在公共空间四期的建设规划中，
船厂的船坞将保留下来，作为滨江空
间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为最大程度
保留两个船坞的完整性，道路（天章
路）将从上空跨越船坞，形成上侧通
车、垂直方向下侧步行的立体交通。

徐进介绍说，他们将保留场地上
原有的历史工业痕迹及船坞特征，
包括四个塔吊、两个瞭望塔、若干轨
道、以及船坞内四周护臂和散布的
船桩等，将这些工业元素一并考虑
到设计中，回应历史的同时赋予新
的功能。

设计团队还赋予船坞多义功能，

同时满足演艺、展示、时尚发布等功
能。通过生态绿坡缓缓进入船坞，让人
们能够亲身感受船坞庞大的空间和体
量，回想造船的场景，丰富时空体验。
四个塔吊悬吊起巨型天幕，投影呈现
造船工业繁荣时期史诗般震撼的视觉
效果。

从秦皇岛路到杨浦大桥旁的腾越
路，还有 &个轮渡码头。开发建设方则
采用立体交通———人行天桥来贯通，
轮渡乘客走下面，游人走上层。在丹东
路轮渡站，记者看到，一座二层平台已
经建成。

杨浦滨江地域开阔，仅南段就有
土地 (+++亩，按照目前的开发规划，
未来 &)/土地作为公共空间，&-/作
为市政用地，其余 !-/作为开发用地，
用作商业、博物馆、办公楼、酒店等多
元业态。从江边到内陆，首先是公共的
步道空间，然后是商业化设施，再到办
公楼和住宅区，从低到高，形成有梯次
的产城融合的滨江空间。

" 鸟瞰杨浦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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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声阵阵唤起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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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杨浦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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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沿线主要景观 杨树浦水厂"

公共空间示范段"渔人码头"杨浦大桥等

! 在建的建筑和设施 上海船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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