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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这一热词，又一次被列

入了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时

至今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是适应城市

发展新形势、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要求。

城市向新，生活向上。评判城市更新

的成效，关键就是要把落脚点放在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提升上。

针对老百姓最为关心的现实“痛

点”，上海自2019年以来累计启动10万

多户居民的成片二级旧里改造，城市面

貌和市民居住条件得到相当大的改善。

今年是上海城市更新的全面启动之年，

打造最佳人居环境行动将持续提速，让

改造后的一砖一瓦、一枝一叶，更好体现

民众所盼、共同所得，充分彰显城市软实

力的生活体验。

城市向上，生活向新。借助城市更

新的推动力，生活工作在其中的人们就

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与城市建筑、历

史、文化等展开深度互动，让自己真正

融入其中，沉浸式感受一座城市的文化

气质和软实力。

闲置老码头变身“星空高线公园”，

城市更新和滨水公共空间的提升改造，

彻底“唤醒”了蕰藻浜南岸的交运智慧

湾；地标建筑活化为“可漫步、可阅读、有

温度”的宜人公共空间，上海展览中心打

破围墙空间，提升绿化景观，景观与优秀

历史建筑风格相辉映……

城市更新与保护传承历史文化有机

结合起来，今年上海将有更多公共建筑

拆除围墙对外开放，让市民走入城市深

处，成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的最

新注脚。而更多焕新后的空间一一释

放，也将为城市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打开

全新局面。

城市软实力看似无形，但又无所不

在。改善老百姓居住条件的同时，追寻

历史文脉传承的协同共进，这是一条提

升城市软实力的有效路径。

直面尚存大量低品质住宅、老旧商办物业、低效工业用地

以及各类老旧设施的现状，上海正加速推进新一轮城市更新

项目，用有机更新的生动实践，活化利用、释放潜能，充分演绎

更高质量更好品质，丰沛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使在这座城市的

人引以为豪、来过的人为之倾心、没来过的人充满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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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浦区的上海老城厢，弄堂里巷犬

牙交错。

就在巡道街旁一条L型折叠、总长不过

百米的天灯弄里，“藏”着一幢老建筑——书

隐楼，“明清江南三大藏书楼”之一，也是上

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里扎根了250多年，历经风吹日晒，

书隐楼外杂草丛生，多数建筑摇摇欲坠。去

年11月，经过主管部门、上海黄浦城市更新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专家反复论证，书隐楼

的抢险维护工程完工，宅内的残件也得到有

序管理。下一步，黄浦区还将进行后续的

“修旧如故”。

放眼上海，老城厢深处文脉蜿蜒，史迹

星罗棋布。在旧城改造中保护、活化历史文

化风貌，将文物保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与改

善民生三者有机结合，书隐楼探索出了一条新

路，“其意义远远超出一座建筑、一片街区”。

一砖一瓦间是历史的回响

天灯弄77号，书隐楼。五进70余间房，

占地面积达2000余平方米。

据介绍，书隐楼相传为清乾隆年间陆氏

家族所建，后为郭万丰船号主人购得，其后

裔居住至去年。这里曾是唯一被列入上海

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私宅。

“书隐楼以栩栩如生的砖雕、木雕而闻

名。”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

新设计研究院90后建筑师孙迎喆，去年夏天

参与了书隐楼的抢险维护工作。他告诉记

者，从东侧正面屏风雕“三星祝寿”，西侧正

面屏风雕“八仙游山”上，都能看到雕刻的人

物脸部形态各异、神情逼真，“一砖一瓦间是

历史的回响”。

“房子不住人会坏的，住在这里也是为

了保护屋子。”在书隐楼纳入旧改征收前，郭

誉文曾是该楼唯一的居住者和看护人。凭

着信念，她守护着这幢大宅子近20年。在她

的记忆中，书隐楼一直没有得到彻底修缮，

房屋多数已经摇摇欲坠，四处蔓延的爬藤植

物将破损的屋顶、墙面掩盖，院子里杂草丛

生。有的楼梯早已腐朽坍塌，“爬都爬不上

去了”。还有不少雕花木部件也陆续破裂，

散落在地。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结

构专业的父亲郭俊纶一直为保护书隐楼奔

走呼吁、付出巨大心血，但高昂的维修经费

一度是“拦路虎”。

2019年，书隐楼所在的乔家路地块启动

了旧改征收，书隐楼也被纳入征收范围。

“尽管之前对祖宅的处置方案意见不统

一，但这次征收全家人达成了共识——希望

这座祖宅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如果方案

是要将老宅拆除，即便给予丰厚的补偿款

项，我们这些人也不可能签字同意的。”获得

全体郭家人首肯后，去年2月，郭阿姨搬离，

顺利交房。书隐楼产权收归国有，由政府负

责进行修缮保护。

在“小尺度”上做好文章

“看到极负盛名的古建筑破败成这样，我

既敬畏，也很吃惊。”去年夏天，孙迎喆和同事

们头一回踏进这个院子，是为了抢险维护。

征收工作一结束，相关部门立即开始着

手书隐楼的修缮保护工作。即便是抢险维

护，也不容马虎，力求全面把握建筑原有完

整面貌和历史信息。黄浦城市更新公司通

过优化设计方案及施工方案，经历多轮专家

评审后，最终确定书隐楼抢险维护工程主要

包括搭设钢结构雨棚、残件管理、支撑补强、

蚁蛀处理、疏浚与除草、消防及安防6个方面

的内容。“彻底修缮前的‘空窗期’内，对书隐

楼需要立即进行抢险维护，以免进一步‘恶

化’，这是当务之急。”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维护过程中，施工团队始终遵守的，就

是不改变文物原状、坚持最小干预、安全性

与可逆性原则。譬如为防止书隐楼的木结

构建筑保存状况进一步恶化，在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部位新增了临时木支撑，也会与原有

木桩间脱开一定距离；为老房子“搭雨棚”避

雨，施工人员也会在现有的地面底部垫置槽

钢，保护地坪；即便是加装监控探头，也是固

定在新增木支撑上，“都是为了不破坏原有

建筑本体”。

精细还体现在点滴细节上——台风“烟

花”过境，施工团队出于人身安全与文物保

护需要，将后楼屋顶的350多片瓦片一片片

卸下，整齐码好。

最难的是钢结构：72根钢结构，最长的

有13米，却要从逼仄的只有三四米宽的小弄

堂里借角度，一根根人工搬进来，再一根根

人工安装。“在这样的‘小尺度’上想要做好

文章，无疑考验的是规划、设计水平”。

会以本真风貌重现老城厢

大木作构件，细分到牌科、梁枋、搁栅、

檩条、椽子等；砖石构件，细到砖雕、石雕、砌

块砖等；就连瓦构件中的屋面铺瓦，都有老

瓦、新瓦、滴水、望砖等细致分类。这是一张

详细的残件分类统计表。四大类下，是数不

清的小类目。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书隐楼为市

级文物保护建筑，散落着不少有价值的残

件。抢险施工之前，黄浦区相关部门对保护

建筑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包括其现存的原

始图纸、文档、资料照片等。对老楼内的一

些残件都作了细致分类和收纳。书隐楼的

残件主要分布在5个区域，大部分为室内，少

量处于室外，识别整理难度极大。

对此，在提前准备好保存措施，采用底

部架空形式与地面进行隔离，防止潮气影响

木构件的基础上，施工人员对现场构件一一

进行识别，还建立了残件分类统计表，根据统

计表对现场残件与一般生活垃圾进行仔细分

类识别；对物件进行登记，做好各自的编号标

识；对构件表面进行浮灰清理，同步跟进防虫

防腐防火措施，方便此后的进一步修缮。

“建筑、街区是‘活’的，未来在功能上也

会关联当下的城市生活，映射城市软实力。”

记者采访时，隔一条马路的老街坊说，天灯弄

之所以得名，是因为旧时每当夜幕降临，巡道

衙门高挂的煤油灯好似天灯，把弄堂照得如

同白昼。他们坚信，修复后的书隐楼也一定

会以本真的风貌重现老城厢，“毗邻的高楼大

厦灯火交织，也一样照着这条小小弄堂，让

‘历史的上海’与‘当下的上海’交相辉映”。

书隐楼抢险维护工程完工，宅内残件得到有序管理，为后续“修旧如故”打好基础

这幢乾隆年间的藏书楼走出了活化保护新路
■本报记者 王宛艺

▼ 目 前

书隐楼抢险

维护工程完

工，残件管理

有序。

▲书隐楼隐藏在黄浦区的上海老城厢。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掬一束光，照进老城厢的弹格路，照亮弄堂

深处。这束叫做“城市更新”的光，渐行渐亮，投

射在城市肌理上，温暖灯火人家。

对于任何一座城市来说，城市更新是发展

的客观规律，也是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上海启动大规模旧改已有30年，去年施行的《上

海市城市更新条例》，将“城市更新”首次上升到

地方人大立法层面。其中，围绕“风貌保护”更

不吝笔墨，对“风貌协调要求”“风貌保障”等表

述具体而微，言语间皆呼应着上海的城市内涵

和品格——处理好现代和传统、发展和保护的

关系，走向保留特色的多态化，而这恰恰也是城

市软实力的一种体现。

有速度也有温度的探索

一栋小楼内住着四五户人家，各家的液化

气钢瓶齐刷刷挤在一块；有些楼顶上，摇摇晃晃

地悬着居民自盖的多层阁楼……上世纪80年

代，作家程乃姗结合自身生活经历创作了小说

《穷街》，并被改编成电视剧。“穷街”的原型，就

是位于杨浦区的定海路。

住有宜居，民之所盼。上海始终把“实现全

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作为一项重要改革任务，

全面部署、躬身推进。去年底，146地块集中签

约，意味着定海路街道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

任务全部完成；几天后，长海369地块旧改生效，

宣告杨浦区“旧改大决战”取得胜利。

作为二级以下旧里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区之

一，杨浦区旧改总量曾占全市的约三分之一。

从1992年平凉地区的“365”危棚简屋改造起步，

到去年底已累计拆除二级以下旧里房屋380万

平方米，为近16万户居民改善了居住条件。

一道“双选题”在城市更新中求索——在居

民生活改善的同时，如何实现与历史文脉传承

的协同共进，再度绽放城市魅力。

实践步履不停。杨浦区长白新村街道228

街坊，是全上海最后留存的成片“两万户”社

区。以保护历史风貌“修旧如旧”、保留空间特

色“原汁原味”、保存环境元素“安然如故”为原

则，所有12栋“两万户”建筑的空间肌理及外观

将完整保留，包括材质、色彩、立面，重现上世纪

50年代工人新村的特色。两棵百年大树继续见

证时光，让改建后的老街坊承载起跨越时代的

回忆和感情。

立足于在城市更新中保护风貌、传承海派

文化，各区纷纷亮出行动力。

作为全市旧改任务最重的区域之一，黄

浦区旧改征收总量逐年刷新纪录，年度征收

户数增至2021年的2.6万户，今年还将继续推

进1.1万户的旧改征收工作，让更多老百姓圆

上“安居梦”。全国人大代表、黄浦区委书记

杲云表示，旧改是最大的民生，也是重要的政

治任务。面对种种考验，黄浦区提出要换挡加

速，即启动一批、推进一批、收尾一批，同时

准备一批。参与各方将职能优势、资源优势凝

聚起更强的攻坚合力，有信心在今年上半年全

面完成黄浦区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房屋的征收旧

改工作。

以用促保，在交叉点开始新故事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尊重文化，归根结底

也是尊重人。”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

汪小帆认为，正是在这种无形的文化中，人与人

的关系得到促进，城市的烟火气也装点着人们

的诗意生活。

他还表示，以前的传统观念总认为，大城市

马路越宽越好；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小马

路有小马路的滋味，人们在一边漫步，也能望

到另一边的景致，因此，我们更希望从源头上

保留乡愁风韵。“这就是城市人文理念转变的

一个缩影”。

此前，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

拆除了原本用于分隔校园与苏州河河滨步道的

围栏，校园内的圣约翰大学百年历史建筑群向

市民游客开放。曾见证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诞

生的上海音乐学院，也把拆除围墙列入了校区

整体提升工程。“要让城市的人们可以随时随地

触摸到、感受到这样的历史。”汪小帆说，活化利

用、包容开发的态度能够为市民保留下一种更

具“整体性”的文化记忆，并从中映射出这座城

市的文化气质和软实力。未来也将有更多资源

值得挖潜活化。

无独有偶，上海展览中心及周边绿化经升

级改造后，也拆除围墙，以全新面貌对市民免费

开放；位于虹口滨港商业中心的修缮保护街区

“今潮8弄”，以焕然一新的巷弄老楼、前卫新潮

的艺术空间、接地气的海派集市，让历史文化与

现代生活融为一体，实现从“可阅读”到“可会

客”转变。如此开放、共享的背后，蕴含着“以用

促保”的理念，在“留”的基础上做好“修”和

“用”，让历史风貌保护、城市功能完善与空间环

境品质提升有机结合。

凝聚各方力量，深入推进更新

今年，上海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即将收官，城市建设进入存量更新阶

段。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主任姚凯表示，今

年是上海城市更新全面启动之年。目前本市尚

存大量的低品质住宅、老旧商办物业、低效工业

用地以及各类老旧设施。

如何看待“下一站”？代表委员带来的建议

和提案，不约而同点出了方向——实现多主体

协同，推进共建共享格局。

今年2月，本市第一家以城市更新实证研究

为宗旨的社团组织——上海市城市更新促进会

举行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由上海地产集团

等单位发起，将打造一个共同推动上海城市更

新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关键性平台。

“促进会的成立为上海城市更新体系的完

善再添筹码，再拓领域，再增力量。”姚凯表

示，随着促进会的加入，将更多凝聚政府、国

企、市场主体等各方力量，深入推进城市更

新，提升城市品质，最大限度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在居民生活改善的同时，如何实现与历史文脉传承的协同共进

上海做好旧改“双选题”：保留烟火气、焕发新生机
 苏州河畔的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校园内的圣约翰

大学百年历史建筑群向市民游客开放。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位于虹口滨港商业中心的修缮保护街区“今潮8弄”。

本报记者 陈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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