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周敏娴 编辑/范昕www.whb.cn 2022年8月17日 星期三

建筑可阅读

相关链接

外滩源是外滩的源头和起点，是上海城市文

化的缩影。从空间上来看，这里是外滩的北侧起

点，紧邻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处，其北倚苏州

河，南靠滇池路，东临黄浦江，西至四川中路，占

地17万平方米，是今天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的核

心；从时间上来讲，这里拥有外滩最早建成的一

批租界建筑。

本文要介绍的外滩源美丰洋行就是其中颇

具代表性的一处。这种代表性，不仅体现在其早

期的建筑风格上，更体现在今人对其所做的保护

与修缮上。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且带
有折衷主义倾向的英式建筑，
细部精美，体现出当时上乘的
雕刻工艺水平

外滩源美丰洋行始建于1897年，东临圆明园

路和33号公园绿地，西靠虎丘路，北濒苏州河路，

南达北京东路。与其相邻同处于外滩源区域的

安培洋行大楼（1908年）、仁记洋行大楼（1908

年）、业广地产大楼（1908年）等均由当时通和洋

行（Atkins&Dallas）设计。

1910年代以前，由于街区内主要以英国政商

人员为主，建筑的总体形式集中表现为英国维多

利亚时期且带有折衷主义倾向的英式建筑。根

据《上海行号图名录》（1947年），北京东路100-

114号建筑历史名称为美丰洋行。建筑原为典型

的外廊式三层建筑，老建筑的外墙材料使用红

砖，同时在窗楣正上方有浅灰色砖雕，建筑的细

部精美，三层屋面檐口有三处巴洛克风格的山花

装饰，沿北京东路的南立面则有连续的拱圈柱

廊。清水砖墙的砌筑方法为英式，体现出当时上

乘的砖块切割和雕刻工艺水平。

根据历史地图资料，美丰洋行建筑的底层主

要功能是办公，包括通和洋行建筑公司曾在此处

设办事处。此外，还有多家洋行、律师和会计事

务所、烟草公司、海运公司、地产公司、杂志机构

等。美丰洋行的二层和三层为居住，建筑空间围

绕内部的楼梯厅展开分布。

1949年以后，建筑的空间被重新分割为十余

套私人住宅使用。后期，住户封设外窗并在屋顶

进行了局部加建，与原有建筑呈现出明显的风格

反差，搭建位置仅是位于北京东路和圆明园路的

街道转角空间。同时，外墙底层的破墙开店也使

建筑受到较大破坏。年深日久，建筑内部楼板及

楼梯严重损毁，屋面亦塌陷明显。上世纪九十年

代，大楼开始空置，因疏于修缮而损坏加剧，除外

墙基本保存完整之外，内部空间早已无法使用。

在保留并修复老建筑沿
街立面的同时，在原有空间场
所营造出了全新的结构体系，
成为外滩源天际线的新地标

2006年，英国建筑师戴卫 ·奇普菲尔德接手

了洛克 · 外滩源区域的承担保护与修缮设计工

作。在洛克 ·外滩源修建性详细规划中，美丰洋

行被划定为局部保留建筑，要求完整保留建筑

位于圆明园路、北京东路的东、南两片建筑外

墙，以及建筑南立面山花，同时，因为建筑位于

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修缮同时要遵循符

合《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

护条例》。

新建落成的上海洛克 ·外滩源6号美丰大楼

是英国建筑师戴卫 ·奇普菲尔德基于保护更新设

计完成的一幢高层商业办公建筑。项目属上海

市黄浦区174街坊新建建筑之一，在保留了原

美丰洋行位于圆明园路、北京东路的东、南两

片外墙的基础上，内部新建起一幢高度为59.8

米、地上十四层、地下一层的混凝土框架核心

筒结构高层建筑。建筑师提出的整体方案是在

保留并修复老建筑沿街立面的同时，兴建一幢

全新的高层商业办公大楼，在保护历史风貌的

同时，创造新的城市地标。新的美丰大楼地上

建筑面积9829.42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636.10

平方米。

建筑首层为开放式艺术展示空间，二层为商

业空间，三层及以上用于办公，地下一层为辅助

用房。改造模式上美丰大楼采用了“新旧结合”

的方式。南立面底部三层墙体与四层的三处山

花为保留老墙，东立面底部三层墙体为保留老

墙，两个立面四层以上为新建。保留墙体为高度

15米、厚度51厘米的砖砌体墙体，门窗洞口上方

为砖砌拱卷。对保留墙体通过墙体内植筋、墙体

内侧新增120毫米厚细石混凝土的方式进行加

固。北立面全部为新建。西立面六层以下与中

实大楼相接，直接采用中实大楼的墙体，七层以

上为新建墙体。四个立面在七层与十二层处均

有退台。美丰大楼新建建筑外立面延续采用清

水砖墙，这样既与老墙协调，同时与周边历史建

筑相呼应，延续外滩源的历史风貌特色。

美丰大楼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形式，在逐层退

台之后，以修长的姿态和非对称的平衡关系，成

为外滩源天际线的新地标。基于整体改造策略，

建筑师在原有空间场所营造出了全新的结构体

系。老建筑内残损的砖木结构及其余外立面均

被拆除，代之以钢筋混凝土框架实现“结构换

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先以技术手段使保留

墙体与原结构体脱离，并于砖墙内侧增设挡土墙

及壁柱予以加固。此后，拆除建筑承重结构及楼

面，于原址开挖新建筑基础及地下室，再与外墙

基础搭接合并。

新建塔楼部分的整体形式强调与环境的协

调一致。首先，高层建筑尽量贴近60米限高，同

时为满足虎丘路及周边住宅的日照需求，建筑体

量以立面窗格为模数单位，逐层向内进行不同程

度的退台处理，力求确保周边居住建筑的最大日

照时数。此外，为维持现有的街道空间，退台檐

口与周边城市相呼应。新建筑总高与东侧半岛

酒店建筑一致，六层基座部分对齐北京东路中实

大楼屋面，而保留立面则与圆明园路安培洋行大

楼的三层体量齐平，总体形成了协调统一的沿街

界面与城市尺度。

通过开辟穿越街区内部
的步行空间，孤立的历史建筑
被向内织补起来，又向外融入
城市之中

上海老旧建筑区域内部的公共空间，往往

是封闭式的孤立状态。而美丰大楼作为洛克 ·

外滩源建筑群的一部分，通过完善街道空间，

开辟穿越街区内部的步行空间，鼓励融合商

业、文化、娱乐与展览等复合功能等，串联成

方便可达、安全舒适、动静结合、景观优美、

系统完善的开放街区。

要让历史街区重新焕发活力，首先需要解决

公共空间的可达性问题。曾经的美丰洋行单从

其立面设计的精细程度，就可看出明显的内外差

异，而这也与各界面的开放程度紧密相关。其南

侧沿北京东路的主立面曾是美丰洋行入口所在，

以极为精美的设计融入城市主街景观之中；东侧

沿圆明园路的次立面途径人流较少，则稍作简

化；而面向内院的北立面并不对外开放，其设计

相对简朴，少有细部。此外，多个广场节点的塑

造，则在尊重传统城市肌理的基础上，实现了内

部公共空间的有机连结。利用其与安培洋行大

楼、圆明园公寓、外滩美术馆、中实大楼共同围合

而成的内院，形成建筑底层的公共空间。

借由洛克 ·外滩源项目整个地块共同开发的

契机，建筑师提出了开放内街的整体设想，即将

地块内建筑群落围合出的内部街巷面向公众打

开，使原本封闭私密的区域也成为城市公共生活

的载体。由此，除与中实大楼相接的西立面外，

建筑师将美丰大楼南、东、北界面均面向街区打

开，使底层门厅成为连接街巷的公共空间。若从

南侧、东侧的城市街道进入建筑，经过内部展陈

空间，便可步入原本封闭的内街之中，进而一路

向北穿过整个地块。

内街的开放，以及建筑底层的可穿越设计，

使街区的内部经络得以贯通，一幢幢孤立的历史

建筑被向内织补起来，又向外融入城市之中。据

1947年出版的《上海行号路图录》所载，开放街区

内的空间原本曾为犹太教堂门前的阿哈龙广场，

其南侧原有一条联系圆明园路与虎丘路的狭小

巷弄。公共空间的再度开放延续了历史上的场

所记忆，新的尺度各异的广场空间形成了街区空

间的多元体验方式，使得新老建筑在旷奥交替中

与周边环境重建联系。

参考与借鉴：历史建筑如
何以面向未来的视角和开放
姿态参与社区与城市公共空
间品质提升进程

美丰大楼在保留原美丰洋行沿街立面的同

时，存续了城市街巷肌理与历史风貌。对城市而

言，道路关系与宗地尺度是其文脉与记忆的重要

载体，而在美丰大楼项目中，若要新建一幢建筑，

按照规范基地红线需以道路中心线为基准做出

较大退让。保留东、南两片沿街外墙既可以守住

历史建筑，同时保留了北京路历史街巷尺度。尽

管局部收窄的道路给交通通行带来了些许不便，

却留存了亲切宜人的街巷尺度，也使原本的历史

氛围与城市记忆得以延续。

美丰大楼尝试探索了上海城市历史建成环

境中实施容积率奖励和转移与提升城市空间品

质的更新范式。美丰大楼是整体外滩源历史风

貌街区建筑群中的一部分，街区内的每幢建筑在

历史上都发生过或多或少的改建与加建。建筑

师对待历史建筑给予了总体保留态度，以延续历

史环境及其文化价值，同时开放街区内部广场空

间，形成新的城市公共空间。

对于单幢历史建筑，设计策略从保护出发，

通过拆除原有建筑屋顶加建空间，还原历史建筑

的原始风貌。在谨慎地保留历史建筑及风貌同

时，洛克 ·外滩源总体更新采取了三种基本策略：

对临时性屋顶加建，采取减少建筑面积的拆除与

还原；对已融入历史建筑的部分加建空间，采取

维持总体原貌，但通过更新提升品质；对任务要

求新增的建筑空间，采取最少干预原则计入美丰

洋行建筑红线。正是这样的总体保护策略，使得

在美丰大楼项目中有7000平方米新增建筑面积，

在延续历史街区的同时塑造新的城市地标，而其

他历史建筑得以完整保留风貌。

上海外滩源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将成为

历史建筑整体修缮与再生的典范，也是上海城市

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的一块基石。上海城市空

间独具特色，城市更新推动了上海城市公共空间

品质在城市管理与多元治理下的进一步完善，使

上海的建筑与城市空间融为一体。上海特有的

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街区路网体系，既有丰富的

街道界面与街区活力，同时新老融合，传统与现

代交相呼应。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历史建筑也应

跳脱封闭孤立的状态，以面向未来的视角，以开

放姿态参与到社区与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进

程中。在如今的存量更新时代，外滩源的这幢美

丰大楼更为上海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提供新的参

考与借鉴。

（本版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副教授）

刘刊

楼몣췢첲풴쏀럡듳슥：
范돖탸뗄붨훾듦솿룼탂쪾랶

1843年上海开埠后，外来文化传入
上海，随着外资银行在外滩的兴起，大批
外商机构、西方商会、公司洋行、外交领
馆、文化机构、传教士、建筑师、营造商
等进驻外滩源。外滩源既是近代上海重要
的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商业、文化、居
住、娱乐的主要场所。

外滩源是上海近代外滩万国建筑博览
群的起点。随着历史变迁，外滩源区域的各
幢建筑风格独特，用料讲究，同时建筑之间
空间关系和谐。外滩源区域汇集了一大批
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大部分建于1910年至
1930年代。这些建筑风格多样，流派纷
呈，如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哈密大楼（1927
年）、中实大楼（1929年），装饰艺术派风格
的女青年会大楼（1933年）。不仅有办公
建筑，也有公寓式住宅。

外滩源的很多历史建筑其本身也是上
海之最，如光陆大戏院（1928年）是上海最
早的西式剧院，亚洲文会大楼（1932年）是
最大的东方学博物馆和图书馆，真光大楼
（1930年）是最负盛名的商学院，广学大楼
（1932年）则聚集了最有影响的外侨出版
社和西文报社。此外，被列入优秀历史建筑
还有如：划船俱乐部会所（1903年）、圆明
园公寓（1904年）、安培洋行（1908年）、颐
中大楼（1920年）、协进大楼（1923年）等。

外滩源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既是上海
近代城市发展的象征，也成为上海近代建筑
文化的策源地。黄浦区174街坊区域，存
有七处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和五处历史
保留建筑。其中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
（Ladislaus E. Hudec,1893-1958）
设计的真光大楼和广学大楼具有装饰艺术
风格。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李锦沛设计的女
青年会大楼在细部上保留有中国传统建筑
文化特色。

外滩源是上海
近代外滩万国建筑
博览群的起点

▲ 外滩源美丰大楼老建筑的外墙材料使用红砖，同时在窗楣正上方有浅灰色

砖雕，建筑的细部精美，三层屋面檐口有三处巴洛克风格的山花装饰（摄影：袁婧）
 外滩源美丰大楼全景（上海戴卫 ·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供图）

▼ 通过开辟穿越街区内部的步行空间，孤立的历史建筑被向内织补起来，

又向外融入城市之中（摄影：刘刊）

▲ 从外

滩源美丰大

楼能够眺望

东方明珠（摄
影：袁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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