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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
么建筑毋庸置疑是文化演进的载体和固
化体现。 一个时代的文化一定会通过它
的建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永久的记忆。

上海正是这样的一本大书， 徜徉在不同
历史时期留下的建筑之间， 上海这座城
市的前世今生、 以及未来的想象都在眼
前流动着等待每一个有心人去发掘。

上海这座魔都所有的不仅仅是见证
了百年沧桑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会，也
不仅仅是法租界吸引你不断探秘的大小
弄堂里的名人故居， 它作为一座在东方
崛起的世界都市，代表着 21 世纪范式的
创新之城， 上海也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当

代文化的新的亮点， 支撑着对城市未来
的想象与期待。

上世纪 90 年代的上海新天地为全
国贡献了历史街区保护和更新的范式，

让全国各地开始意识到历史对于保护一
座城市的文化价值之外也能为城市创造
经济的价值。 传统的城市里弄成为了上
海当代新的时尚街区和旅游的目的地。

进入 21 世纪，世博会为上海带来建
筑文化的新高度，全世界的设计师在上海
这座东方魔都展现他们的奇思妙想，英国
馆、丹麦馆、荷兰馆等一系列世界最新设
计理念的集中呈现让上海人民不出国门
能够再次领略当代万国建筑的风采，也让

建筑的创新和对当代科技文化最新进展
的反映成为全市观众和媒体关心的话题。

最近十年我们见证了徐汇西岸地区
为城市贡献了新的文化艺术地标。 龙美
术馆在既有工业遗存的基础上， 创造了
素混凝土美学的一座经典， 用当代的建
筑语言再现了可追溯到古罗马经典时代
的连续拱券和穹窿的震撼空间。 油罐艺
术中心打破了传统美术馆的巨大室内类
型， 把一系列废弃的油罐打造为独立的
展厅， 在这里不断上演声音和视觉的盛
宴。 蓬皮杜美术馆在西岸的进驻标志着
上海在当代文化艺术、设计、建筑的领域
攀上世界的潮头， 国际重要的媒体多为

此称赞上海成为纽约伦敦之后新的世界
文化艺术之都。

继西岸之后， 两岸贯通的滨水公共
空间成为上海这座城市新的客厅， 浦东
和杨浦为这座客厅贡献了新的设计案
例。 杨浦滨江更是将公共空间的景观品
质提升作为和建筑单体一样重要的方
面。 绿之丘这样的建筑创造了景观建筑
学的新范例， 在原有建筑上切削式的减
法形式操作将原有遮挡滨江岸线景观的
厂房做了调整， 向滨水岸线层层跌落的
退台空间使得建筑成为了自然景观的组
成部分， 建筑和景观共同奏响空间和环
境品质的奏鸣曲。

如果说公共空间高大上的文化建筑
更多创造了城市新的形象， 那么近年来
广接地气深入社区的大大小小不断涌现
的城市微更新项目更是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感受到建筑的魅力， 感受到建筑为
每一个普普通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的
改变。 从衡复微空间、昌里园，到永嘉路

309 弄口袋广场， 一系列在家门口的建
筑和景观微更新项目，在“高大上”的文
化和公共建筑之外探索了一条更 “接地
气”的建筑实践道路。寻常巷陌的烟火和
日常性的点滴为这些项目营造了特殊的
可感知的近人尺度。 而在细微之处为人
服务的理念更是让普通的市民有机会在

家门口阅读和体验新建筑、新地标的魅力。

上海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 很多文
化地标同时也是建筑的佳作。陆家嘴的浦
东美术馆以及三大文化建筑最近以及不
久将陆续建成开放。这些从大到小不同尺
度、服务不同对象的为人的建筑，才是这
座城市最值得炫耀的资本， 是它们让我们
可以自豪地说， 上海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
化之都和设计创意之都， 它为当代中国的
当代城市文化贡献着新的案例，也为每位身
处其中的当代人提供了阅读品鉴的对象。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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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城市如生命体，有其生长、发展、

衰亡的自然过程。 上海如今迈入了后工
业化的高质量发展时期。 在互联网和文
化消费的新的时代语境下，上海的城市
空间需要随之转型和更新。 经济和社会
的变革是城市更新的主要内驱力，城市
渐进式有机更新的价值在于适应城市
发展模式的变轨：从规模扩张到品质提
升、从粗放建设到精细治理。

几位学者本世纪初在《欧洲城市更
新 》一文中指出城市更新涉及到 “对已
经丧失了的经济活动进行重新开发；对
已经出现障碍的社会功能进行恢复，对
出现社会隔离的地方促进社会融合；以
及对已经失去了的环境质量和生态平
衡进行复原”， 这反映出城市更新的三
个基本议题 ，即业态开发 、社会治理和
环境复育。 这是高质量发展亟需面对的
关键问题。 城市更新与其说是内容和形
式的推陈出新，不如说是面对以上困境
的审慎修整和精心疗育。

其中， 黑石公寓转身成为黑石 M+

街区 ， 可谓近年来上海城市更新的典
范 ，给业态 、社会和环境等方面都带来
明显的改善和提升。

以“音乐”为关键
词，营造视觉和听觉
的共鸣、历史和现实
的交响

原黑石公寓位于衡复风貌区内，是
建于 1924 年的折中主义建筑， 因填充
墙体和部分构件采用黑色石材而得名。

六层建筑主立面沿街，采用新古典主义
纵横三段式布局 ，左右对称 ，出挑的门
廊以科林斯双柱作支撑，门廊上方依次
为中空露台和逐层收小的弧形阳台。 其
拱券窗洞 、券齿线脚 、雕花石柱以及螺
旋形柱，都蕴含巴洛克曲线之美。 建筑
室内以细致的马赛克拼贴和低饱和度
的莫兰迪色系墙面，展现出与硬朗的建
筑主体不同的婉约感。 建筑配套齐全，

家具、电梯、中央供暖均为套房标配，还
设有恒温泳池 、网球场和停车库 ，它在
当时被誉为是 “上海最好的公寓 ”，以
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无疑属于高品质的
环境。

更新前的公寓内部，除了居住和办
公功能以外，已经零星出现小型艺术工
作室这种介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业态。 改造后的黑石 M+街区顺应了这
种趋势 ，开发新的文化经济活动 ，包括
精品酒店 、书店 、咖啡馆 、餐厅等业态 ，

为邻近的上交音乐厅提供配套服务。 从

治理的角度来看，整个街区由徐房集团
承租给幸福里文化公司运营，改造谨慎
地协调原住居民、原住租户和引进商家
等主要人群的利益， 统筹建筑规划、室
内、景观、艺术等多个设计团队参与，以
创意抚慰历史，确保整体品质的高标准
和专项设计的精确性；内容的变化带来
形象的改善，整体空间环境保护修缮了
黑石公寓历史建筑，保留改造了周边的
办公用房 ，对于局部车棚 、阳台等空间
还进行了适当的新增加建，以确保功能
的实现。

今天，黑石公寓朝向复兴路的街区
入口和内部庭院开放空间，成为建筑群
落的中心 ，通过风景元素的植入 ，提升
了街区的文化性和公共性。 室内空间则
融入海派历史符号和当代艺术语言，把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Svellana Boym）所
谓的“修复性怀旧”和“反思性怀旧”恰如
其分地结合。 最终的环境形象体现出既
经典摩登、又清新时尚的新海派风貌。

城市更新的精要处，在于面对多元
主体、脆弱遗存、敏感环境和演变功能，

构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和谐”。

以黑石公寓为主体的黑石 M+街区
定位为上交音乐厅的配套。 其周围坐落
着上海音乐学院 、上音歌剧院 、上海交
响乐博物馆等众多同音乐相关的机构，

很多音乐人和音乐主题工作室栖身黑
石公寓周边。 引进的“幸福集荟”也是音
乐主题书店，有名家作品曲谱、器乐和声
乐考级用书、音乐理论书籍、进口类音乐
普及读物，以及古典、流行音乐唱片。 显
然“音乐”作为城市更新的关键词，本身
就代表着和谐， 意味着视觉和听觉的共
鸣、历史和现实的交响。

在看得见的地方，黑石公寓高大的
体量和折中主义外观是整个街区的核
心， 周边的商业建筑以谦虚的造型、通
透的立面构造和深色的石材外饰面拱
卫着主体建筑。 通透的立面是为了过滤
光线。 从音乐厅听完音乐会的人来到这
里，是从视觉紧张兴奋的辉煌殿堂走进

阑珊夜色 ，建筑立面的疏朗格栅 、阳台
栏杆、 磨砂玻璃砖让光线变得柔和，眼
睛放松的同时，身心也会松弛。 深色的
建筑石材饰面则可以让庭院中的榉树
叶在白天更显葱翠，可以较好地缓解视
觉的疲劳感。 正是这些理念造就了建筑
看不见的和谐。

建筑师通过对视觉做减法来舒张
其他感官的体验，构建环境感知的整体
和谐，景观设计师则从交响乐旋律中汲
取灵感创造跨越感官媒介的体验。 面对
狭窄平淡的街巷空间，李中伟和团队以
grasshopper 算法和阵列的黑色石块构建
了一段律动的景墙 ， 宛若音律的视觉
“层流”（流体层状流动时视觉上如同凝
滞的状态），体现出空间和音乐的对话，

艺术与科技的和谐交融。 他们还选用大
吴风草、蓝羊芒、花叶蔓长春、迷迭香等
郊野植物在建筑立面上悬挂立体绿化，

营造自然闲适的多维花境，草叶的芬芳
和咖啡的香浓一起激活了嗅觉。 景观中
的公共艺术展现人与猫的互动，戴耳机
的人夸张的表情和姿态延续着艺术家
张勇一贯脱世方外的精神气质，镜面不
锈钢材质让形体消融在周围场景中，暗
示着环境的主角也许是看不见的音乐，

给位于市中心的环境平添隐逸的气质。

相较于外部空间的空灵和收敛，室
内空间显得更富张力。 幸福集荟音乐书
店以大面积留白的墙面、顶棚衬托简洁
的现代拱券以及复刻历史图案的马赛
克地面 ，既表达对老建筑的尊重 ，又留
给看不见的旋律飞扬穿越的空间。 如果
说幸福集荟是交响乐， 黑石 M+酒店就
是音乐剧。 它的设计语言更加具有装饰
艺术的意味：餐厅上方的深色玻璃拱顶
网架如丝织般柔软，大堂的大理石地面
黑白格图案如像素般飘忽，墙上装点颜
磊的当代绘画深邃朦胧、色彩斑斓。 这
些设计语言浸润着海上旧梦，却又辉映
着繁花似锦的当代。 室内设计师黄全认
为这是“更当下的一种形态，多变而富有
戏剧性”，形成有视觉张力的和谐。

优秀的城市更新
项目，为“建筑可阅读”
提供拓展的契机

从城市更新完成后的效果来看，设
计团队孜孜以追求的“与历史共生的当
代性”也成为“看不见的和谐”的注解，至
少可从两方面理解： 一方面是对历史建
筑的态度，建筑师坚持不做“福尔马林溶
液中浸泡的标本”，不以老自居，不倚老
卖老，要为当代所用；另一方面是对未来
的态度，接受在运营中不断更新，为后人
留白，不追求一时的网红效应。这种不偏
不倚的更新逻辑， 在设计界浮华的当下
是诚实理性和难能可贵的， 表达了对建
筑整个生命过程的理解和尊重，也是对
城市自然生长的豁达和包容。

优秀的城市更新项目，是城市动态
演进中的一枚参与性的当下节点 ，为
“建筑可阅读”提供了拓展的契机：可以
是设计者对历史文本和场地信息的解
读，亦可是功能使用者和文化消费者对
空间场所的品读，甚至是城市漫游者对
设计者初心的揣度， 各有各的感悟，各
有各的精彩。

这些 “阅读 ”的关键 ，都基于 “在场
性”。 口传文本是听觉感知，印刷文本是
视觉感知，而立体的建筑文本通过身体
感知。 建筑的尺度、深度、密度和颗粒度
等测度标准，都是调动身体媒介在现场
感受到的，身体感知的参与让建筑阅读
更加生动具体。 城市更新正是要把渐进
变化的场所信息抽丝剥茧、披沙析金地
浮显出来，由意识捕捉，被身体感知，让
心灵体验，从而便于建筑阅读者完成多
维度、多感官的“沉浸式阅读”过程。 这
对于改善今天人们因视觉信息摄入过
多产生的焦虑和抑郁有所帮助，对于平
衡当下由芜杂的电子文本引发的“浏览
式阅读”盛行状况也不无裨益。

当城市更新项目通过有效运营真
正进入城市的血液循环，融入城市的生
态系统，建筑就可以疏离碎阅读和浅阅
读，有了被开放阅读和深层阅读的可能，

成为城市发展文脉中的当代文本。 如将
不尽，与古为新，“建筑阅读”也是一种对
历史建筑文本的创新实践和生命体验，

是阅读者调动自己的生命能量对一座建
筑生命片段的邂逅和生命历程的造访，

在城市发展的时空格局下， 在静观和默
读中，完成自我更新的历程。

（作者分别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
院教授 、博导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
博士研究生、 湖北美术学院讲师）

构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和谐
程雪松 崔仕锦

——— 兼议黑石 M+街区城市更新

以文化地标丈量城市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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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上海文化新地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