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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修缮完成的老建筑吸引市民和
游客的，除了建筑本身，更有建筑蕴
藏的人文历史。
“陈望道故居详细建造年代已

不可考，但根据其西班牙式的风格
特征，建造年代应于 !"#$年之前，
为复旦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历史建筑
之一。”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
护专业委员会委员沈晓明说，“我们
从 %&!$年 '月开始进行陈望道故
居文物修缮工程设计工作，(&)*年
+ 月基本完成设计和施工配合工
作。修缮后的陈望道故居作为共产
党宣言陈列馆受到极大关注，并成为
上海市乃至全国重要的党史教育基
地和复旦核心的精神和文化地标。”
修复陈望道故居的过程，也是

沈晓明对于陈望道先生再认识的过
程，“我们通过对文物建筑的历史调
查、现状查勘和陈望道先生家属和
学生的口述调查，睹物思人，真正感
受到了陈望道先生崇高的革命精
神、爱国精神和科学精神。”
修缮设计初期，就是关于陈望

道先生在故居中生活、工作和接待
情况的大量调研。“对照历史照片，
我们梳理清楚了建筑各空间原有的
历史功能和交通流线。甄别故居内
的家具杂物，我们将陈望道先生使
用过的茶几、桌椅和家中摆设精心
地保护下来，为日后科学地还原历
史原貌打下基础。”沈晓明介绍。
沈晓明特别提到，此次还修缮

了建筑原本失效的防潮层，砖木结

构文物建筑最常见的建筑病害得以
根治，“同时，我们还非常隐蔽地在
建筑中植入了新的机电设施和管
线，让这幢文物建筑能满足今后开
放、展陈和宣教的使用功能。”
修缮后初步完成展陈工作的陈

望道故居，充分展现了第一代中国
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爱国报
国的忠贞抱负，“我们希望通过一片
片墙色斑斓的墙，一扇扇微开的门，
一户户透光的窗，一把把泛锈的把
手，一行行手痕斑斑的栏板，一步步
足迹凹陷的踏步，一盏盏微光轻洒
的灯，让参观者能够想象出当年陈
望道先生在这里踱步、沉思、奋笔的
一个个场景。这就是陈望道故居文
物建筑历史的温度，也是我们从事
文物建筑修缮设计核心的价值。寄
情于这幢实实在在的文物建筑，我
们更怀念他。”沈晓明说。

! ! ! !原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地块由
,处历史建筑、))栋贯穿新中国成
长史的工业改造建筑和 -幢风格鲜
明的当代建筑共同组成。其中，非常
重要的一座建筑就是原哥伦比亚乡
村俱乐部。此次修缮并重新开放，其
核心就是不能让历史建筑成为封存
在玻璃罩中的展示品，而更要成为
我们当代生活的一部分。

)")$ 年，美国侨民在杜美路
（今东湖路）+. 号成立哥伦比亚乡
村俱乐部。随着侨民的日渐增多，又

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南侧土地，
开始筹建新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
部。)"%-年，新的哥伦比亚乡村俱
乐部在大西路南建成。总会由东侧
的主楼、西南的游泳池（见上图）和
西北的健身房组成，三部分相连构
成一体，建筑南侧为开阔的球场。此
后 %.年，这里成为侨民度假和娱乐
的天堂。
“我们对原哥伦比亚乡村俱乐

部建筑进行保护修缮和环境整治，
修缮建筑结构劣化，消除结构安全

隐患，通过历史考证和价值评估，恢
复建筑历史风貌和装饰特色，并结
合当代功能需求增加必要的设备设
施，提升建筑使用性能和条件，传承
历史，延续文脉。”上海建筑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杨嘉球说。
杨嘉球介绍，哥伦比亚乡村俱

乐部外墙采用黄沙水泥压毛饰面，
这是西班牙式建筑一种典型做法，
现在大多数的修复方式，都是以黄
色涂料装饰，这样做简单易操作，但
与历史建筑真实性原则差异较大，
“我们这次工程通过多次材料试样、
比对，请来老师傅，恢复了这种传统
的黄沙水泥拉毛饰面做法。”
许多来到这里的人不经意一抬

头，就会被一个“罗密欧阳台”所吸
引———这就是在东侧建筑二层的半
圆形挑出阳台，其竖向铸铁栏杆弧
形装饰。一层中心为弧形门头，采用
螺旋柱支撑，入口两侧为方形窗。
“我们在修缮过程中，特别复原了外
窗遮阳窗板。”
“我们在 )"-+年之前的历史照

片中发现，南北立面外窗两侧有木
质铁件装饰的遮阳板，这是西班牙
和地中海地区建筑特色，因此予以
复原。”杨嘉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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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近 !"年 又一老建筑上周开放引关注

“激活”老建筑 城市添温度
上周五，近70年未曾向公众开放的原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地

块揭开了“神秘面纱”；此前，“查公馆”、陈望道故居经过细
致修缮后，也受到市民和游客的热捧##这些只是近期一
系列重新修缮并开放的老建筑的缩影。通过发掘这
些老建筑的底蕴，让我们看到了上海独特的气质，并
感受到城市的温度。

首席记者
方翔

! ! ! !沈晓明也是洛克外滩源历史
建筑群保护修缮设计的总建筑师，
“这个项目从 %..,年的研究开始，
历经多年设计的艰辛，%.). 年朝
向外滩的历史建筑多数修缮完毕，
向世人开放，今天，这里已经成为
了市民徜徉休闲的有故事而温馨
的去处。历史的建筑、自然的环境、
时尚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设计理念。”

在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冯蕾看来，城市更新
绝对不是给老建筑“涂脂抹粉”，而
在于恢复其以往的活力，“历史建
筑不是只能作为封存起来的艺术
品，而是要让市民真正走进去，近
距离的接触才能让建筑变得可以
阅读，让他活化成为我们当代生活
的一部分，让我们这些传统修复工
艺的传承更具有意义。”
“最近老建筑的改造，随着几

个新项目的对外开放而又成为如
火如荼的话题，比起修旧如旧地还
原建筑风貌，如今我们更关心的是
如何让老建筑拥有新的生命力，突
出‘老建筑、老厂房、新产业、新生
命’的格局。”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博士生、“弄设计”创始人
汪昶行表示，“现在的老建筑改造
后更多的是复合型的功能，而这也

将反映到建筑改造的手段之上。所
以，新型产业背景下的老建筑改造
还是应以产业内容优先为导向。比
起改成什么样，我们更关心的是改
成什么用。”
上海美术学院副院长金江波

认为，老建筑被重新“激活”，很
重要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能够把
城市的记忆重新带回到人们的视
野中，“城市中经典老建筑的文
化底蕴，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
在建筑的空间中，历史与现代在
这里交融，能够让更多的人享受
和‘触摸’到历史的温度、城市的
温度。”
金江波认为，对于上海这个城

市来说，需要有更多的名人故居、
优秀历史建筑等回到我们的公共
空间，同时他也建议有关部门能够
多多关注工业遗存，“城市工业遗
存的更新与转型，对于打造具有特
色的文创园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将推动上海按照绿色发展理
念，建立高效、低耗、低污染的生态
产业体系。”
“城市，归根到底还是要让人

们居住的，今天我们重新修缮并利
用老建筑，寻找的就是一种人与人
沟通的空间，并以此承载人们精神
上的一种沟通。”金江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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