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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筑可阅读

陈洁

作为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上海

现留存了丰富的工业老建筑。这些从

19世纪开埠以来的工业遗存体现了中

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深远

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其他工业城市沿

河分布规律相似，上海工业发展遵循

“以河兴市、以港兴城”的原则，其工业

建筑主要沿黄浦江、苏州河以带状连续

分布，两河流交汇处分布丰富的工业遗

存。因此，上海黄浦江两岸沿线目前呈

现以近代工业为主要特色的建筑文化

遗存与景观历史资源。例如，黄浦江上

游的上海世博会滨水区有江南造船厂、

上钢三厂、南市发电厂等；黄浦江中游

的徐汇滨江区有南浦站十八线仓库、黄

浦江煤运码头、储油罐体景观遗迹等；

黄浦江下游的杨浦滨江区有杨树浦电

厂、上海第十二棉纺厂、杨树浦六厂、上

海船厂等。上海工业发展吸收了国内

外新进制造经验，融合了当时国内外先

进的制造工艺、生产水平、产业材料及

结构技术。上海工业时代的建筑风格

多元，对中西方建筑风格进行融合交

流。建筑造型结合中西方特色，包括西

方新古典主义、巴洛克风格、哥特风格、

包豪斯风格、上海本土地方风格等。建

筑结构采用中西方多样结构，涵盖砖木

结构、砖混结构、钢结构、钢筋混凝土结

构等。根据上海市文物局2007年的第

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上海有历史时

期、产业门类、结构形式与企业规模相

异的工业遗产290余处。

其中，上海杨树浦水厂是非常有代

表性的建筑。

百年杨树浦水厂，浓缩
上海近代工业记忆

上海杨树浦水厂是杨浦滨江沿线

最亮眼的风景线之一，位于杨浦区杨树

浦路 830号，始建于 1881年，建成于

1883年，距今有140余年的历史。

杨树浦水厂的建造可追溯至上海

居民的饮水历史。在上海开埠后，城市

的迅猛发展带来人口的迅速聚集，上海

的供水问题由此凸显。19世纪的上海

华界与租界居民的生活用水主要取自

于本地黄浦江、苏州河及其支流的自然

水源。上海居民需采用明矾搅拌沉淀

杂质后再饮用，然而，用明矾处理的自

然河水仍然腥臭难闻，无法达到租界对

品质高、口感佳饮水的卫生标准。1870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提出上海

供水问题的重要性与紧迫性，规划建设

自来水厂以解决困扰上海居民的饮水

问题。《申报》于1872年5月9日与10日

先后刊登两篇文章——《议设吸水公

司》与《拟建水池议》。《拟建水池议》就

上海居民的饮水问题提到“居民所食

之水，每多泥沙而未能清洁……炎天酷

暑，外潮之水，黄沙污泥，入口每有咸秽

之味”。1879年，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卫

生官爱德华 ·享德生对上海黄浦江、苏

州河及附近河湖等12个区域的河水进

行抽样，将水质样本寄送到伦敦的英国

皇家化学院，后进行化验分析。化验报

告表明这些地方的水质符合卫生标准，

属于可饮用淡水。工部局其后开始做

自来水厂的规划和建设准备。

然而，自来水厂的建设面临重重困

难。1873年，英商创办上海第一家营利

性的沙滤水行，配有制水船1艘，向用户

提供过滤清水。然而由于该水厂规模

过小，无法满足大量居民的日常需求。

1875年，洋商格罗姆、华特司等四人集

银3万两，在黄浦江北岸杨树浦（今杨树

浦水厂南部厂区）选址开设“立德洋行

供水公司”。立德洋行供水公司将黄浦

江水用木船运至储水池，经净水设施

过滤后再运至外滩，接着采用桶装水

配送的方式，用水车将过滤后的净水

运送到用户家中。然而这种处理河水

的方式成本过高，水价高昂。支付此

高昂水价的用户过少，所以该公司经

营惨淡，无法持续运营，经营5年后停

业。1879年，英商麦克利沃特向上海

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建造自来水厂的

建议，获得批准后在伦敦注册成立上

海自来水公司，其后与工商部签订供

水合同。1881年，麦克利沃特选址杨

树浦建设水厂，从格罗姆等手中收购

了立德洋行供水公司，在附近区域继

续购地进行扩建工程。该水厂建成历

时 2年，花费 12万英镑。1883年 6

月，李鸿章于杨树浦水厂进行开闸放

水，放水典礼的举行标志着中国第一

个现代化自来水厂的正式建成，也开

启了上海居民正式用上洁净自来水的

历史。1883年8月，杨树浦水厂开始

向当时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及静安寺

区域供水，每天供水量达到3698平方

米，此后供水区域不断扩大。

20世纪起，杨树浦水厂进行扩建

工程。1911年，水厂占地扩展至14.05

万平方米；1930年期间，水厂占地面积

扩大至25.7万平方米，为远东第一大水

厂。1945年抗日战争后，上海市政府接

收水厂；1952年，杨树浦水厂改名为上

海市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杨树浦水

厂的供水能力在百年扩建改造历史大

大增加。1883年杨树浦水厂平均日供

水量为3.698立方米，1933年超过20万

立方米，1949年达到30万立方米，1995

年达到153万立方米，现已超过4亿立

方米。

工业建筑保护与焕新，
从临江不见江到滨水
公共空间

在百年扩建改造期间，杨树浦水厂

始终坚守统一的建筑风格。水厂的建

筑设计风格融合中西方建筑特色，既有

西方城堡建筑样式、英国古典主义立面

分割，又有中国传统建筑细节。水厂整

体外形采用哥特式城堡建筑造型，车间

与管理用房均统一为二三层高度。外

墙顶部女儿墙部位的设计全部采用了

锯齿状的设计语言，这使得建筑单体轮

廓线变得十分特别。这种墙头的做法

通常只出现在欧洲城堡中，突出的墙垛

帮助城堡顶部的士兵在作战时躲避敌

人的攻击。原本带有极强功能性目的

的建筑构件，在杨树浦水厂中被当作丰

富建筑细节、强化建筑独特性的设计元

素。这种设计方法在我国公共建筑和

生产性建筑中都非常少见。墙头的设

计还包含了不少细节。每片墙垛的顶

部设计成双坡屋顶的形式，还带有出檐

口。这在补充建筑细节的同时，还呼应

了中国传统建筑的坡顶形式，是一处巧

妙的中西结合设计体现。除此之外，水

厂建筑的每一个窗采用了尖圈形式，外

墙面的每一处转角都表现了石材砌筑

的建筑做法，这些细节的处理使得建筑

整体呈现出哥特时期教堂和城堡建筑

的向上感和挺拔感。虽然水厂的主体

建筑多为二到三层的体量，但借助女儿

墙、外墙转角和窗等部位的巧妙设计，

建筑在视觉上丝毫不显得低矮。

在此基础上，建筑的砖缝划分和檐

口线条有英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具体

而言，窗框外的红色外墙砖与建筑主体

的黑色砖墙形成鲜明对比，实现了在采

用同一种材质的条件下丰富建筑立面表

现的效果。同时，窗框红砖的砌筑方式

采用错位式，这使得外立面上出现红砖

与黑砖交错的表现形式。在檐口的划分

上，建筑首先将檐口全部设计为红色，在

与外墙产生明显视觉区分的同时，呼应

窗框的红砖色彩，实现立面色彩的统

一。在此基础上，水平檐口的运用强调

了建筑在水平方向上的动势。这种水平

趋势的表达与哥特式的垂直感产生强烈

的对比，形成巧妙的张力，既呼应了建筑

水平的布局，又拔高了建筑的体量感。

最后，建筑设计渐进式地融合了英国设

计要素与中国本土建筑细节。除了前面

提到的女儿墙墙头的小坡屋顶细节设

计，水厂主体建筑在外立面上还通过红

砖砌筑出圆形假窗，在平面布局上以院

落空间组织不同功能的建筑空间。另

外，在主体建筑的屋顶，设计师还将机

房等突出屋面的建筑体量都设计成双

坡屋顶。这些都是中国建筑元素在这

个中西结合的建筑中的具体体现。

杨树浦水厂的建筑风格不受年代

变更、领导更换、历史变化等因素的影

响，在各个时代都能保持英国古典建筑

风格的历史原貌。更难能可贵的是，为

保存水厂建筑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水厂

的百年扩建工作在保留原有建筑风格

的同时，标记出新的修补部分，让人明

显区分新旧建筑。百年杨树浦水厂因

此成为近代工业建筑保护的佳作，其建

筑遗存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上海第一

批优秀历史建筑与上海市不可移动文

物，于2013年被列为我国第7批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18年入选我国首

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杨树浦水厂近140年的发展历史为

其遗留了珍贵的历史风貌和独特的建筑

风格。水厂现经历保护、修缮、维护、再

利用等改造工作，在延续深厚的历史文

脉的同时也承载了全新的历史使命。自

上海市政府开启“一江一河”的建设，以

“还水于民”的理念实现黄浦江两岸45

公里的全线贯通。上海杨树浦水厂是杨

浦滨江重要的节点，其历史变迁是杨浦

工业文明发展的缩影，更是上海近代工

业文明的见证。水厂保护再利用与杨浦

滨江区域的规划整合，在保留水厂供水

功能的前提下，增加了休闲娱乐、教育展

览、文化旅游等复合功能，分区域、分功

能地提升滨江区域的公众开放程度。

水厂将部分历史建筑改造再利用

为上海自来水科技馆，馆内布置档案资

料和实物，包括水厂照片、模型、平面

图、设备等，以记录自19世纪70年代以

来的上海居民用水历史和百年水厂发

展历史。百年水厂历史定期向社会公

众开放展现，以增加区域的公众教育、

研究展览、历史传播等文化功能特性。

水厂临江区域与杨浦滨江步道整合，以

杨树浦水厂古堡式建筑群为背景，增加

滨江步道、休憩木椅、木制坡道、观景平

台等景观构筑物。如今，杨树浦水厂临

江区域已经成为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中

最具吸引力的滨江步道。水厂独具风

格的历史建筑立面形象与黄浦江对岸

陆家嘴的现代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

比。上海的厚重历史氛围和未来面貌

展望巧妙地出现在这同一个空间中，新

旧建筑的对比和融合可以看出历史衬

托着未来，未来映射着历史。

公共空间的引入改变了杨浦滨江

工业地带原有临江不见江的封闭城市

空间面貌，增加公众对滨江区域的可达

性以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的空间公

共性。改造焕新后的杨树浦水厂将工

业区的场所特质重新融入城市日常公

共空间中之中。百年水厂工业记忆与

上海滨江城市面貌的相互融合强化了

杨浦滨江区域曾经辉煌的、灿烂的工业

历史，更展现了上海有记忆的、有内涵

的工业文明。

（本版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博士后）

厂树浦水厂：号海近代工业的建筑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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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烟囱

上海于1843年开埠，是中国近代
工业起步最早、工业发展最集中、工厂
数量最多、外资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
上海近代工业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
在这一百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工业
遗存记录了上海工业文明发展历史，也
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中萌芽、崛
起、发展、辉煌的历程。上海近代工业发
展类型丰富，几乎囊括全国工业的所有种
类，包括军事工业、交通运输业、电力水
力、纺织业、造纸业等各类产业类别。

近代上海既是我国民族工业的诞
生地，也是外商在华投资最集中的城
市。就民族资本工业而言，1925年以
民族资本工业设厂117家，1927年为
243家，1931年为1087家。以外商投
资为例，外国资本利用资本和技术的优
势，在上海迅速增加工厂的数量和规
模，上海外资工厂在1895年至1913

年期间有43家，占全国总数的45%。
上海于20世纪40年代已成为中国工
业发展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工业城市。

其中，上海杨浦被誉为“工业杨
浦”，创造了中国“百年工业”众多之最，

是上海近代工业的摇篮，更是中国百年
工业长廊的见证。杨浦地区工业产值
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占上海的1/4与
全国的1/20。目前杨浦区保留近代工
业遗存30余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
位”1处、“杨浦区文物保护单位”4处。
长达15.5公里的杨浦滨江沿线曾是
工业生产活动的聚集地，涵盖军事工
业、纺织、电力、水力等多种行业类型，
现拥有面积多达100多万平方米的老
厂房。杨浦滨江被评价为“中国近代工
业文明长廊”，也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专家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工业
带”。沿黄浦江分布的上海杨树浦水
厂、上海杨树浦电厂、上海船厂、上海烟
草厂、上海杨树浦煤气厂等在内的“八
厂一桥”是杨浦区工业发展历史不可磨
灭的记忆，在上海及中国近代工业历史
发展扮演重要的角色。遗产专家阮仪
三教授评价杨浦区的历史发展是上海
近代工业发展的缩影——“它没有外滩
的高楼大厦，也没有法租界里的豪宅别
墅，却切实反映了上海这座重要工业基
地的缩影，是上海重要的城市记忆。”

上海近代工业的摇篮

相关链接

▲杨树浦水厂的建筑立面划分 陈洁摄

▲上海杨树浦水厂现貌

杨树浦水厂全景 陈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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