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
城
厢
当
成
为
上
海
独
特
文
化
要
素

民
盟
市
委
建
议
探
索
保
护
新
模
式
，实
现
民
生
改
善
、历
史
保
护
和
更
新
活
化
的
有
机
结
合

老城厢记录着上海 700 多年的建城史， 是体现上

海城市历史文脉和文化特征不可或缺、 独一无二的组

成部分。上海“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提出，城市文脉

保护不能重原租界区域而轻老城厢， 不能重古镇而轻

老城厢； 建议更好地推进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整

体保护和品牌建设。

老城厢不能变成中心区“文化洼地”
民盟市委在一份提案中指出，老城厢在 2005 年成

为上海 12 片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相应

的风貌保护规划制定完成。但是，伴随着中心城区旧区

改造步伐， 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面临了新的

挑战，“近年来出现了重原租界区域、 轻老城厢， 重古

镇、轻老城厢的倾向。老城厢除了豫园地区的旅游品牌

和商业圈建设之外， 整体作为城市江南文化根脉和海

派文化源头的特征地位被削弱，甚至遭到了破坏。 ”
提案认为， 相比于对近代租界形成的历史文化风

貌区的日益关注，社会对老城厢的历史源流、文化特征

及其遗产资源缺乏全面了解和足够重视， 关注点局限

于老城厢的破旧和落后， 使老城厢有被推向上海中心

区“文化洼地”的趋向。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加强历

史文化风貌保护，坚持“整体保护、积极保护、严格保

护”的原则，中心城区从拆改留转向留改拆，以保护保

留为主，不断拓展保护对象体系。 民盟市委认为，要及

时调整土地再开发政策和模式， 重视中心城区老旧地

区的历史风貌保护意义，重视老城厢的城市文脉价值。
此外，老城厢地区的民生改善需求迫切，相当一部

分文物建筑年久失修、状况堪忧，里弄和老公馆等都处

在非正常的高密度、超负荷使用状态，缺乏必要生活设

施。一方面，居民的居住条件亟待改善；另一方面，这一

现状也给遗产保护带来很大挑战。

探索老城厢保护和更新新模式

民盟市委建议， 进一步汇聚历史学、城市学、建筑

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力量和研究成果，对

老城厢的人文历史、 空间形态和建筑遗产特征开展更

加全面立体的呈现和宣传， 使老城厢的保护和更新获

得更加广泛的社会共识，使其成为提升城市吸引力、竞
争力、影响力和软实力的更为积极而独特的文化要素。

提案指出，2005 年制定的 《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

化风貌区保护规划》需要重新评估和修订。对于老城厢

价值突出或类型独特但物理状态十分脆弱的文物、优

秀历史建筑和保留历史建筑如书隐楼， 应该列出名目

和抢救性保护时间表。此外，以影像和口述史方式开展

的老城厢历史保护工作也应列入政府计划。
“历史文化风貌环境根本上是指由与土地密切相

关的文化遗产与地域环境共同构成的整体状态， 需要

通过土地规划及相关政策，通过政府主导、市场推动、
市民参与等多方方式实现成片和整体保护。”民盟市委

建议探索老城厢保护和更新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实现

民生改善、历史保护和更新活化的有机结合。

基层探索

上海应建立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

上海红色文献如何更好地保留？ 市
人大代表陈超、沙青青建议以迎接 2021
年中共建党 100 周年为契机， 在全市层
面建立“上海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

沙青青代表说，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
社会科学院以及高校等机构， 都或多或
少保存有各类涉及革命历史的 “红色文
献”。 这些文献历久弥珍，是重要的历史
遗产和精神财富，如陈望道《共产党宣言》
手稿、上海历次工人武装暴动的布告、上
海地下党的会议记录等等， 都是上海作
为一座革命城市、红色城市的历史见证。

“由于文献类型多样、收藏分散、数
量庞杂等原因，我们一直对上海全市范
围内革命历史文献的总体保存情况缺
乏了解， 机构之间缺乏横向沟通机制，
无法有效做到红色文献的典藏信息共
享，对全市红色文献开发利用也缺乏顶
层设计及相应机制。 ”

根据文化部的定义， 革命历史文献
是指上起辛亥革命、 下迄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这段历史时期产生的各种革
命、进步文献，其内容包括辛亥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时期出版的各种进步书刊，以
及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
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 建立中华人
民共和国这一革命历程中形成的图书、
期刊、报纸、手稿、文件、图片、海报、传单、
宣传标语、票据等各种文献资料。

目前， 上海市委宣传部已经启动
“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
程（2016-2021）”。 在此背景下，两位
代表建议市委、 市政府相关部门牵头，
全面普查、 梳理全市主要文博机构、研
究单位以及民间的收藏情况，尤其是主
要文献典藏机构的革命历史文献资源
收藏、利用现状；彻底排摸全市相关单
位的馆藏文献，汇总各机构的“红色文
献”典藏信息并进行联合编目，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建立省级的革命历史文献
总目———“上海革命历史文献总目”。以
“普查、编目”为重点，推动上海革命历
史文献资源库建设工作，利用新时代信
息科技手段，加强革命历史文献资源活
化利用，通过资源库建设，做好“红色文
献”的社会公开、专业研究工作，更好地
传承发扬上海红色文化。 在此基础上，
开展上海革命历史文献的数字化工作，
最终形成“上海革命历史文献资源库”。

代表声音

■本报记者 祝越

保护上海文化标识，彰显城市人文底蕴
要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拥有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

活，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标志。 上海文化资源丰富，必须传

承中华文化精髓，吸收世界文化精华，做足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江南文化的文章，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让城市

更有温度。

《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 上海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体系， 用好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资

源。 加强公民道德、 家庭文明建设。 切实保护历史文化

遗产， 推进第二批 131 个历史风貌街坊保护， 彰显城市

人文底蕴。

党派调研

■本报记者 钱蓓

是什么在支撑一条马路的文艺和市井
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更新后的愚园路具有样本意义

“网红”街区愚园路，一家连锁面包

房租约到期， 空出了十字街角的好铺

位。 很多人想谈下这个地方，开个时尚

买手店之类。常去买面包的阿姨妈妈们

路过总要问一句：“哎呀，拆掉啦，以后

还开面包房吗？ ”
几个月后，这里开出一家咖啡烘焙

店，继续有面包卖。 朱欣然说：“愚园路

还是要有面包房，两侧弄堂居民习惯靠

着这条路过日子。 ”她所在的上海愚园

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愚

园文化公司”）负责街区整体更新，一直

在生活、艺术和商业之间寻找平衡。
愚园路，这条从未更名的小马路聚

集着曾经的沪西高级住宅，它经历过租

界时期的旧上海风云，见证过“72 家房

客”的市井生活。 它掌握着上海里弄文

化的密码，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神形一

度被世俗的日常消解———小马路有过

非常破败的时候。
如今， 城市更新唤起人们的记忆，

愚园路重回人们视线， 并且持续 “飘

红”。愚园路街区更新团队说，愚园路的

更新改造在国内外没有直接对 标 物 ，
“旧时的人文要恢复， 当下的生活要继

续，还要考虑商居混杂街区在互联网冲

击下的‘实体生存’。愚园路更新必须边

走边看，不断迭代。 ”

垃圾，“老化”的缩影

花园别墅老洋房， 里弄小巷梧桐

木，如果要提名一处“建筑可以阅读，街
区适合漫步”的上海景点，如今的愚园

路是理想的选择。
愚园路从静安寺向西延伸到中山

公园附近，横跨静安、长宁两区，大约一

个世纪以前正式成路，梧桐掩映，名流

聚居，可谓一部浓缩的上海史。 现长宁

区 少 年 宫 原 是 王 伯 群 旧 居 ， 愚 园 路

1032 弄岐山村住过钱学森、施蛰存，愚

园路 81 号的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

陈列馆是刘长胜故居，《布尔什维克》编
辑部旧址坐落在不起眼的亨昌里，在这

条路留下故事的还有蔡元培、 茅盾、傅
雷、张爱玲、顾圣婴、沈钧儒等名字。

很长时间以来， 愚园路的历史文

化特质隐而不显，走过这里，沿途所见

是超市、理发店、水果店、眼镜店、服装

店，像所有的老旧街区那样平平无奇。
如果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 可能是

街面垃圾———愚园文化公司总经理黄

志伟介绍， 愚园路是个商、 居混杂街

区， 一条主路和两侧深深浅浅的弄堂

像副鱼骨，老弄堂垃圾厢房配套少，居

民习惯把东西扔到沿街垃圾桶， 垃圾

桶不胜负荷，有些东西就摊在街上，被

人踢来踢去。
垃圾只是“老化”的缩影。市人大代

表、上海弘基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永杰说：“愚园路经历过百年

沧桑， 每个时代都在这里留下印记，花
园别墅属于一个时代，老式公房又是另

一个时代，但它们都存在老化问题。 第

一眼看见的是建筑老化，其后是居住功

能和商业业态老化，再往后是运维管理

跟不上的问题。 ”愚园文化公司由长宁

区属国企九华集团和弘基集团旗下的

创邑实业共同出资设立 ，2014 年着手

启动愚园路的整体更新。

空间，历史与日常的相处

愚园路长宁段约长 1.4 公里，东西

两头分别以镇宁路、 定西路为界，2014
年启动的一期改造覆盖定西路到江苏

路 800 多米路段。 最初从形态着手：拆
除违章建筑、翻新沿街外立面、维护更

新沿街绿化并逐步拓宽公共空间。
随后是业态提升，“愚园路街区是

中心城区 12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
改造既要突出历史文化元素的显示度，
又要解决很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让实体

商铺在电商冲击中生存下来， 赢取人

气。 ”黄志伟说，消费升级时代人们对品

质生活的追求是实体街区的机会， 愚园

路招商更多考虑现代人的社交需求和艺

术需求，“周末休闲吃饭， 选择餐厅的理

由也许不是为了吃饱，而是发朋友圈。 ”
九华集团在愚园路上拥有三分之

一店铺，成立合资公司后，这些资源置

换到运营方手上，解决了一部分权属分

散的难题，成为愚园路整体业态更新的

先决条件。
“网红街区”的诞生因此有了基础。

那些讲究“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
新业态让愚园路翻身成为上海人“荡马

路”的新地标。艺术人文书店来了，以限

量版艺术书籍作主打，在创意书店中自

成一家；买手店来了，香港的首饰、澳洲

的家居、欧洲的时尚，卖的就是“小众”；
玻璃艺术体验馆来了，可以看展也可以

动手制作，是亲子游的必到之所；绘画

艺术空间也开了起来，想把艺术植入一

个下午茶的时光。
剩余三分之二店铺不在业态提升

之列， 大多维持原有经营。 黄志伟说：
“街区风貌维护需要他们支持， 我们柔

性合作，比如平日上门走访，节假日给

大家送一盒饼干、一支鲜花，希望所有

商家注意店面形象和日常管理。 ”愚园

路一期改造完成后，有个老商铺受到左

邻右舍感染，自动“升级”，重装门面，完
成了与周遭风格的“无缝衔接”。

行走街区，漫游的人走走停停，有

心 的 人 在 老 建 筑 和 老 弄 堂 驻 足 ， “误

入”更好的风景。 愚园路沿途弄堂口悬

挂了几十块大理石铭牌， 二维码扫一

扫就可了解建筑历史；走进 1065 号的

“社区历史名人走廊”， 能够赏读老洋

房背后的名人故事。 愚园路有一支社

区老居民组成的街道老弄堂文化志愿

者队伍，他们是街区风景的解说员，也

是街区历史的记录者， 他们编印了老

洋房地图，出版过《那时那屋那人》《弄

堂 深 深 深 几 许 》 《愚 园 路 上 的 红 色 印

记》等书籍画册。 城市更新改变了人与

空间的关系， 那些附着在建筑上的历

史文脉， 找到了与日常生活更好的相

处之道。
街 区 最 市 井 的 那 部 分 功 能 没 有

被遗忘 ，江苏路街道党工委书 记 李 世

樑 说 ： “不 要 忘 了 愚 园 路 是 很 多 居 民

过日子的地方 ，柴米油盐和生 活 便 民

服务不能因为城市更新而消失 ，我 们

考 虑 把 愚 园 路 1088 弄 上 海 医 药 职 工

大学旧址改造成为社区市民中 心 ，把

大 饼 油 条 的 早 餐 摊 位 和 小 修 小 补 的

便 民 服 务 请 进 去———有 温 度 的 社 区

也是上海文化的一种 ，也是愚 园 路 的

景观 。 ”

管理， 跨越区域和职能
的“一体化”

捧着咖啡逛老洋房，兴致来了“拗

造型”拍照，转身就把咖啡杯忘在墙根

或窗沿———新愚园路仍然有垃圾问题，

尽管看上去微不足道。 黄志伟说，现在

的垃圾反映的不是功能问题，而是管理

问题。
愚园路横跨两个区，长宁段又分属

两个街道辖区，沿街四个居委会，三个

归江苏路街道，一个居委会归华阳路街

道。李世樑说：“街面管理牵涉到多个职

能部门，绿化队伍管绿化养护，市容队

伍管道路清扫。 要管好愚园路街区，首
先要跨行政边界，其次要跨职能范围。”

一个落 在 洋 房 窗 台 的 咖 啡 杯 ，理

论上不在保洁和保绿人员的工作范围

内。 但对街区管理来说是个“空档”。
去年， 长宁区为愚园路街区制定

了 “打破机制 ”的 “市政市容环境一体

化管理方案”，成立愚园路风貌区管理

办公室， 由江苏路街道主要负责人担

任办公室主任，区建交委、区绿化市容

局、区城管执法局、区交警支队一大队

以及江苏路、华阳路两个街道的公安、
市容、城管共同参与。

长宁区要求愚园路街区管理打破

边界、统一标准：一是打破江苏路街道

和华阳路街道的边界， 实施全路段管

理， 二是打破公共区域红线内外的边

界，实施全区域管理。 同时，愚园路风

貌区管理办公室统一购买服务， 统管

分类使用，并跟踪执行情况。 沿街店铺

店招店牌、 立面、 灯光等包装设计硬

件 ，按照 “谁设计 、谁制作 、谁负责 ”的

原则实行社会化运作。
愚园文化公司接受愚园路风貌区

管理办公室购买服务，启动了全新的管

理模式。 街面垃圾只要在视线范围内

的，保洁员都要负责拾捡起，“不存在什

么位置应该捡，什么位置不该捡”的道

理，垃圾桶本身也要成为街面风景，黄

志伟要求工作人员做到 “隔夜垃圾每

天 7 点半之前处理， 白天出现的垃圾

10 分钟之内清理完毕”。如果有商家或

居民装修，可以直接电话保洁人员，让

保洁车到门口去运垃圾。
“对商业企业来说，形态和业态的

升级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管理。 但是

转念一想，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只要

机制能够顺应目标，管理并不是多么复

杂的事。”黄志伟表示，愚园路街区的成

长目标，就是历史与当下、艺术与市井、
商业与生活的各取所需、和谐共处。

■本报记者 钱蓓

上海文化资源丰富， 必须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吸收世界文化精华， 做足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的文章， 加快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让城市更

有温度。 图为俯瞰上海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的愚园路， 老洋房和老式公房都在这里留下了印记。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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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在豫园商城开始布景装灯， 迎接即将到来的

农历戊戌年狗年春节。 图/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