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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웖쟸춼쫩망：
忆님ퟅ짏몣뷼듺쫐헾뗄샺쪷볇틤

郭超豪

如果80多年前就有“网红”的概念，那当时的上海
市图书馆（今杨浦区图书馆）绝对是最热门的“打卡点”
之一。这是一座安置在古城楼式建筑内的图书馆，整
栋建筑雕梁画栋、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天花彩画，尽显
传统古风古韵，由此赢得了沪上“小故宫”的美誉。而
它与旧上海市政府大厦、旧上海市博物馆、和旧上海市
体育场等周边建筑共同构成的“江湾历史文化风貌
区”，则是上海近代市政难以磨灭的一段历史记忆，也
是那一代国人民族自强精神的生动写照。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为打破租界垄

断城市中心的局面，谋求华界管辖区的

发展，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设世界港于上

海”的方针，计划以江湾为市中心区，建

设道路、市政府大楼和其他公共设施，建

造“新上海”，也就是如今的“江湾历史文

化风貌区”。1929年7月，经当时市政会

议决定，正式划定：江湾区翔殷路以北、

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约7000亩土

地，作为新上海的中心区域。

这一计划聘请了时任中国建筑师学

会会长的董大酉担任顾问并兼任主任建

筑师。

至1936年，在这一区域相继落成的

有市政府新厦、市立图书馆、市立博物

馆、市立体育场、市立医院、航空博物馆

等。其中旧上海市图书馆于1934年8月

动工兴建，同年12月1日举行奠基礼，

1936年9月1日，全馆试行开放。董大

酉虽然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现代建筑教

育和影响，但没有一味追求西方风格，同

时他也没有完全采用中式传统建筑方

法，而是将两者融合到了一起。建筑借

鉴了中国传统门楼的样式，将新古典主

义的构图手法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有机

结合。庄重大气的裙楼上，门楼飞檐大

顶，梁柱斗拱，浓墨重彩，而上方黄色琉

璃瓦是图书馆最为显著的标志，门楼屋

顶为古典重檐歇山式，上部点缀着吻兽

饰件，极具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华贵气

息。而在民族风貌外表下，内部设施则

力求现代化，电梯、卫生与消防设备等一

应俱全，可以说是中西合璧。

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原因，旧上海市

图书馆实际上仅完成接近一半的体量规

模就仓促投入使用，并没有按董大酉的

设计蓝图全部实施，原本的“井字”布局

设计仅呈“工”字形。随着淞沪抗战及后

来不断的战事纷扰，该建筑被挪作他用，

也就没有机会再复建完善。抗战胜利

后，建设计划搁浅，上海市图书馆另觅新

址，该建筑在此后的大半个世纪为同济

中学所用，曾被用作教学楼、宿舍和体育

活动室等。同济中学毕业的作家王海在

《上海私家记忆》一书中这样描述母校的

这幢大楼：“图书馆那幢楼据说解放前是

规划中的图书馆。整个中学六年，这幢

楼一直是我们雨天室内上体育课的地

方，一楼有一个非常大的屋子，跳马单杠

和垫子都堵在一角……图书馆旁边有一

个小小的门，上旋式楼梯直通楼顶，楼顶

有点天安门的感觉，飞檐琉璃瓦，汉白玉

的护栏……”

直到2012年，杨浦区委区政府决定

将它作为杨浦图书馆新馆进行修缮扩

建，两年后，“旧上海市图书馆修缮扩建

工程”正式启动。承接修缮保护工程的

上海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工程部总经理吴

有伟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图书馆时的场

面：“图书馆的外墙板有大面积的脱落，

墙体上遍布着水渍，馆外的杂草比人还

高，馆内布满蜘蛛网，墙上的砖块轻轻取

下来以后，一碰就碎成了粉末……”最

终，整整花了3年的时间，100多名能工

巧匠克服无数的困难，终于让这栋80余

岁老建筑涅槃重生。2018年12月18

日，杨浦区图书馆正式开放，回归了作为

图书馆的“初心”。

在电视剧《安家》中，房似锦和徐姑

姑为了查找老洋房的资料，去到了一家

图书馆。雕花房顶、彩绘门楼、大气又优

雅的红漆圆柱，屋檐与蓝天相接，划出优

美弧线……只是短短几个镜头，就有观

众认出：这不就是修缮一新的杨浦区图

书馆吗？

如今位于长海路366号的杨浦区图

书馆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属于旧

上海市图书馆的部分其实只占了不到

4000平方米。但秉持着“修旧如旧”的原

则，新造建筑与老建筑风格高度统一，整

栋建筑内外藏

着许多新旧难

辨的细节。例

如老建筑的一

楼和二楼各有

一 扇 “ 孔 雀

门 ”—— 仿 照

孔雀仪态制作

的 金 属 镂 空

门，是一层、二

层大厅进入目

录检索厅的首

个视觉焦点，

也是室内空间

层层递进的引

导者。一层孔

雀门在历次改

造中丢失，仅

二层仍为原物。两扇门乍看毫无差别，

事实上二楼旧门为纯手工打造，用铆钉

链接，修复人员进行了基底防护和除锈

刷漆。一楼新门则是直接锻打热弯成

型，用焊接技术取代了铆钉。

门楼被认为是这栋楼最出彩的地

方。在屋檐之下的金碧红绿彩绘，使得

上方黄色琉璃屋顶与下方朱红门窗之间

有了转换与过渡，让建筑形象更显辉煌

绚丽。顶部琉璃瓦是最新烧制的，圆形

瓦当表面的图文是一个市政府的“市”

字，修建方根据原来瓦当后面的印鉴，在

宜兴几经周折找到了能烧制同款瓦当的

窑厂，并向他们定制。

而门楼外围，与之呼应的石栏杆、装

饰斗拱、彩绘、琉璃瓦等皆是保护修缮的

重点。无论是从垫拱板上的“退晕三宝

珠”火焰、如意宝瓶彩绘，还是护栏上的

云纹图案，都能让人从中感受到传统吉

祥的寓意和古典意境之美。

二楼中厅是过去的目录室——以前

图书馆内藏书全部闭架陈列，读者借阅

时，先在目录室查找自己想要的书目，告

知工作人员，再由工作人员取出。这个

空间有别于中国传统厅堂，而是借鉴西

方建筑设计了顶部采光天窗，天窗之下

架设彩绘梁枋，屋内光线通透，抬头之

际，小格窗框外的风景也别有韵致。天

窗在中国的普及远在几十年以后，作为

近代中国最早引进西方城市规划和建设

理念的那批建筑之一，这座图书馆在当

年不可谓不“潮”。

馆中精美的天花彩画则极富中国宫

殿建筑的特征。我国传统建筑彩画所运

用的颜料为天然矿物颜料，其颜色为青、

黄、赤、白、黑五色俱全，早期的建筑彩画

是出于木结构建筑防腐防蛀的实际需

要，后来为追求美的需要变得复杂和丰

富多彩，成为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一种

方法。人们在修缮过程中发现一楼楼梯

壁龛的天花彩画保存较为完整，通过现

代技术对天花彩画采取最小干预原则进

行修缮，基本上保留原彩画的样貌，和其

余彩画兼具可识别性和真实性，对于观

众来说，观摩比对新旧两处彩画是参观

这个图书馆的一大乐趣。

“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这是旧上海

市图书馆开馆时，受聘为临时董事会董

事长的蔡元培的题词。它的诞生或许生

不逢时，日本发起的侵华战争，让它短暂

地开放了不到1年便被迫关闭，在改造之

初，建筑外围墙壁上发现的零星弹痕，仿

佛讲述着当年的炮火。幸运的是，经过

精心修复，如今的新馆接过了旧馆出师

未捷的公共图书馆“使命”，在80年后接

续了珍贵的城市记忆。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建筑业曾
有“北梁南董”之说，与“北梁”梁思成齐
名的“南董”即董大酉。董大酉的设计理
念是将国外建筑艺术精华与我国传统风
格融合，而其最经典的作品就是“江湾历
史文化风貌区”中的旧上海市政府大楼、
旧上海市图书馆、旧上海市体育场等一
系列建筑。

董大酉1899年出生于杭州，1922
年从北京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先
后就读于明尼苏达大学建筑系和哥伦比
亚大学美术考古研究院。1927年他进
入美国建筑大师亨利 ·墨菲的设计事务所
工作，1928年回国后，才华横溢的董大酉
很快崭露头角，同年加入中国建筑师学会。
1929年，董大酉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
会长，同年受聘担任“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
委员会”顾问及主任建筑师，“江湾历史文化
风貌区”中的建筑作品大多由他设计。对于
这些建筑作品，梁思成在其所著的《中国建
筑史》上评论道：“能呈现雄伟之气概”。

抗战爆发之前，“江湾历史文化风貌
区”完成的道路与公共设施，分别有旧市
府大楼、京沪京杭两路管理局大楼、旧上
海市图书馆、旧上海市医院、旧上海市体
育场、旧上海市博物馆、旧上海市卫生试
验所、上海航空陈列馆等项目。

旧上海市政府大楼目前是上海体育
学院的办公楼，是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大楼始建
于1931年，1933年10月10日落成，为

中国古代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坐北朝
南共四层，飞檐翘角，华美精致。

旧上海市博物馆仿北京鼓楼样式建
造，坐西朝东，主楼三层，辅楼两层，立面
布局呈“工”字形。该馆始建于1934年，
1935年竣工，当时征集到文物2万余
件，于1937年1月1日开馆。如今，大
楼已改建为长海医院影像楼。

旧上海市体育场现为江湾体育场，
1935年建成，当时是远东设备最完善、
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体育场包括
运动场（即田径场）、体育馆、游泳池三大
建筑，外墙为中国古典红砖清水墙，连绵
如城墙一般，另有120个通向看台的罗
马式拱券形门洞。
“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的大部分土

地最终未来得及使用就被迫荒弃，除了
战争的不可抗力之外，这一规划本身也
存在着失败的种子。过于着重于市政中
心等“招牌”建筑的建设，使得除却作为
政治中心之外，其他功能十分不充分，未
能吸引到足够的人气。事实上直到1937

年，“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所预想的城市
中心转移到江湾一带的状况仍没有出
现。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时，旧
日的宏伟计划仍未能从头拾起，市政府大
楼也被遗忘在萋萋芳草之中。新中国成
立初期，五角场所在的地区被军事用地、
大专院校和工业区切割，原来的道路网络
被消解且边缘化，这一情况直到新千年才
有所扭转，如今以五角场为中心的杨浦区

大学城，已经从老工业区转型为上海的创
新引擎，不断通过城市更新为空间赋能，
一流的营商环境日益形成，大学路与创智
天地上人潮涌动，日夜奔忙。

董大酉在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国家号
召，奔赴北方工作，历任西北建筑工程公
司总工程师（西安）、建设部民用建筑设
计院总工程师、天津民用建筑设计院总
工程师、浙江省建筑设计院顾问工程师，
他主持了一系列位于西安、天津的建设
项目，但是一直无缘回到上海继续他的
规划事业，亦成为建筑史上的一大遗憾。

董大酉与“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

生不逢时，
董大酉的设计蓝图仅完成一半

涅槃重生，
新旧难辨成为参观一大乐趣

▲杨浦区图书馆的二楼中厅

 当年的

《上海市行政区

鸟瞰图》

▲旧上海市图书馆设计手稿

▲旧上海市图书馆外景

▼如今修葺一

新的杨浦区图书馆

外景

▲设计师董大酉

相关链接
（本版图片均由杨浦
区图书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