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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筑可阅读

日前举行的外滩建筑节，让公众认
识到一种全新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而
且也预示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历
史记忆与现代社会的交相辉映。

城市靠记忆而存在，文化遗存、历史
建筑和城市的基本结构将城市的过去、
当今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这里
的每一幢建筑，每一棵大树，每一条街
道，每一扇窗户都是一部历史，诉说着各
自的故事。有的故事壮烈豪放，有的则
凄楚委婉，有的如大漠孤烟，有的则如小
桥流水，共同汇成城市这棵参天大树，汇
成城市和生活的风采。

“城市的荣光都在
外滩”

自2004年以来，上海实行最严格的
历史建筑保护措施，外滩地区的综合改
造已全面展开，包括外滩交通工程、外滩
滨江带的改造以及历史建筑的保护等，
外滩源成为21世纪世界优秀的历史文
化风貌保护区。

20世纪30年代成形的外滩建筑和
城市空间是上海的地标，这些建筑显示
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一系列切片。一位美
国记者1916年在《通向中国的门户》一
书中写道：“整座城市都处在持续不断的
变化中，日复一日，旧建筑正在消失，取
代的是现代的建筑。”这正是外滩地区的
写照。19世纪60年代的外滩已经洋行
林立，地价暴涨，1852至1862年的10年
间，外滩的地价爆涨了200倍。随着上
海在全国地位的日益增强和在国际贸
易中的重要性的不断提高，对土地开发
利用的要求也日愈强烈，外滩的建筑和
景观也在不断地改变。一位法国记者
于1937年来到上海，对外滩有一段描
述：“城市的荣光都在外滩，它是公共租
界和法租界高傲的门面，甚至是上海的
象征。”

外滩始终处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大体上有过四次带有根本性的更新，以
原英国总领事馆（今外滩33号，1873）的
建成为标志的19世纪70年代，以原上海
总会（今华尔道夫酒店，1916）的建成为
标志的20世纪10年代，以原汇丰银行
（今浦东发展银行，1923）的建成为标志
的 20世纪 20年代，以中国银行大楼
（1937-1941）的建成为标志的20世纪30
年代。期间外滩的几乎每一个部分都在
发生变化，但仍然保留了能够将它区别
于其他地区的底色和特点，充满了城市
的历史记忆。好比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伊阿宋历尽千辛万苦去取金羊毛，由于
长时期的海上漂泊，他乘坐的那艘快船
阿尔戈号上的每一片材料都会随着时间
而被更替，但是它仍然是一座阿尔戈号，
是一个有可识别意义的整体。

外滩在更新过程中，新的城市元素
不断取代原有的元素，建筑也不断翻
新。经历了100多年的演变，外滩的城
市空间也从单一的建筑风格渐渐多元
化，从单声部演变为复调音乐。

外滩成为上海的标志，一方面是因
为外滩汇集了上海最具历史文化价值的
一些建筑，这些建筑大多形成于20世纪
20年代中晚期及30年代早期，代表了当
时世界建筑设计和施工技术的一流水
准，而且基本上保存完好。外滩的建筑
和滨水空间代表了上海这座城市独特的
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外滩代表了上
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外滩由
当年的城郊发展成一个近代都市街区，
道路、煤气、自来水、供电等市政事业走
向现代化，建立了基本完备的市政管理
体制，带来了新式的建筑和全新的生活
方式。

外滩地区在2002年被划为上海市
区 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中的外滩历
史文化风貌区，涵盖黄浦区和苏州河
北岸的虹口区部分建筑，总面积为101
万平方米。2015年被国家文物局和住
建部命名为历史文化街区，全国共30
片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国家级的文物
保护单位，是上海唯一的历史文化街
区，外滩的建筑也成为国家级的文物保
护单位。

外滩地区整体更
新起源于外滩源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一直关注着外
滩地区的发展，探索工厂退出中央商务
区，将区域内的工厂加以置换，开辟提升
外滩历史建筑内在经济和文化价值的新
思路。早在1997年，有关部门就开始对
外滩源地区的历史文化价值进行调研和
挖掘。外滩地区的整体更新，可以说起
源于外滩源。

外滩源地区的建筑建于19世纪中
后期和20世纪初至20年代，集中了上海
早期的许多洋行建筑，西方一批职业建
筑师最先在外滩源地区大显身手，这里
留存了多座采用券廊的外廊式清水红砖
建筑，也有一些现代建筑的雏形。对外
滩源地区的名称，有过“外滩风情”“外
滩半岛”“上海经典”等方案，似乎都与
外滩的风格和地标形象不相协调，最终
定名为“外滩源”。“外滩源”注释着丰富
的含义和意象，代表上海的品牌，给人以
厚重感，地处两河交汇处，“源”字又含水
的意境。

外滩源的发展和规划最初可以追溯
到外滩33号的保护与修缮，原有的英国
总领事馆和总领事官邸经过精心的保护
性修缮，对建筑立面、楼梯、地坪等重点
保护部位按照历史原貌复原，将总领事

官邸的墙面恢复清水砖墙的原貌。同时
又妥善保护大草坪和树木，地下车库的
建设也避开树木。室内装修注重其艺术
品质和未来使用功能的需要。

2002年举办了外滩源的国际设计
方案征集，当时的规划范围北起南苏州
路，南至滇池路，东起中山东一路，西至
四川中路。2002年，来自中国香港、美
国、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的八家设计公
司参加了第一轮设计方案的竞标，最后，
意大利格里戈蒂、中国香港雅邦、英国霍
普金斯、英国考伦四家设计公司入围。
其中一家事务所的方案中，在外滩公园
及黄浦江苏州河转角处设计了一座大剧
院，引起异议。另一家事务所的设计方
案中，对历史建筑拆得太多。还有一家
事务所对苏州河沿岸的开发强度过大，
将高层建筑穿插其间，对文物建筑和历
史风貌缺乏尊重。最终，意大利格里戈
蒂建筑师事务所的方案获得优胜，并得
以继续修改和完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
定位准确，接近规划参数和规划设想，保
存了外滩建筑的精华，又能提升现有建
筑的品质。空间序列的处理层次丰富，
秩序感强，整体空间之间的关联度比较
高。注重公共空间的开放性，现代感强
烈，古老和现代结合得非常巧妙，充分体
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整体形象。
正如格里戈蒂事务所的卡涅蒂建筑师回

忆说：“在这里，中国正走出与世界不同
的自己的都市革命之路，也或许是在这
个世界上甚至是历史上都没有先例，连
我们自己也前所未有的。”

在格里戈蒂的方案中，外滩源将成
为上海一个被人们重新发现的核心地
带，涉及18万平方米现有建筑，建成后
的总建筑面积将达到36万平方米。区
域内各地段建筑物的体量基本保持一
致，注重新与旧的和谐。由于空间相对
有限，各座建筑物之间保持相互的密切
距离，保持区域内的高密度，注重公共开
放空间。建筑师把意大利及欧洲历史街
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经验带给上海，注
重历史文化价值，提供的不只是建筑设
计，而是城市和城市空间环境的设计，考
虑的重要内容是保护历史建筑，完善历
史建筑与新建筑之间的关系。区域内的
格局主要以酒店、博物馆、商务办公楼、
独立的小型办公楼、酒店式服务公寓为
主，而娱乐、商业设施为辅助配套，小型
办公楼可以成为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
以及创意型公司，吸引律师、广告、设计、
经纪等行业公司的入驻。商业则以高档
专卖店为主。

为城市更新和历
史建筑保护提供样板

一位当代建
筑师和建筑理论
家说过：“建筑是
对世界现实和人
类生存的一种表
达 。”建 筑 集 中
反 映 了 城 市 的
品 质 和 特 征 。
许 多 中 外 建 筑
设计院、建筑师
事务所和科研院
所为外滩源的规
划、城市设计、历
史建筑考证、新
建筑设计、市政
设施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甚至邀
请贝聿铭和哈迪
特等著名建筑师
为外滩源提供方
案。上海市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
为外滩源做了控
制性详细规划，
为外滩源的建设
和开发容量奠定
了基础。

外滩源详细

规划由市规划局正式批复后，为确保外
滩源的建设按规划目标实施，在2005年
编制了《外滩源城市设计导则》。《城市设
计导则》的目标是为分块、分幢的开发提
供控制与管理依据；为外滩33号的大绿
地、苏州河滨水景观、圆明园路步行街等
一期工程建设，为公用地下空间的开发
建设做准备；为市政配套提供设计条件，
并进行设计协调。2005年进行了外滩
源地区的城市设计，由格里戈蒂事务所、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进行外
滩源地区的城市设计。

英国建筑师奇普菲尔德在2006年
参与了外滩源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和更新
设计，众安·美丰大楼也是他的代表性作
品。奇普菲尔德在欧洲历史建筑的保护
和更新设计领域享有声誉，同时也有大
量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问世，他于2023
年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他所做的不仅
仅是为11座历史建筑带来新生，也在修
缮与再利用的同时，让建筑之间界限模
糊的开放空间成为实现公共空间的绝佳
场所，提供了人与人之间交融汇聚、共享
时空的场所。他认为建筑的再利用和修
缮对于环境可持续性和在日益同质化的
世界中丰富地方社会文化特征来说至关
重要。

我们今天通常指称的“外滩源”，或
者说“洛克·外滩源”，实际上只是外滩源
一期的174街坊，这里的历史建筑具有
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外滩
源一期综合改造后，对整个外滩风貌及
其空间形成一个高潮。外滩源一期的城
市更新之所以成功，有着多方面的因素，
体现了上海在城市更新方面的整体水平
和新思路，体现了开发单位的战略发展
水平和文化情怀，体现了规划、文物、建
设、住房、交通、消防等各部门的通力支
持和责任担当，理性地突破阻碍历史建
筑保护的条条框框。外滩源的城市更
新得到上海市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也充
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城市更新和历史建
筑保护的意识，对于优秀的设计的大力
支持。

外滩源的开发单位以及城市的管理
部门对待外滩源的建设做到了精益求
精，同时充分发挥专家的咨询作用，保证
了建筑和城市空间的品质。对于历史建
筑的修缮，认真考证，注重建筑整体复原
和技术细节，施工部门也重视建筑的完
成度。关注新建筑的材质和色彩，反复
推敲幕墙的细部和外观效果，并从外滩
防洪墙上观察幕墙与外滩风貌的整体效
果，同时也十分注意新建筑与历史建筑
的交接处的细部处理。

外滩源一期在20年的开发过程中，
遇到过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早期由于
产权转让问题尚未完成，导致工程拖延，
受风雨侵蚀、建筑年久失修、违规加建以
及长期无人看管等原因，这里已经变成
拾荒者的出没场所，引起的自然损坏和
偷盗等人为破坏日益严重。同时，由于
紧邻的半岛酒店深基坑开挖，引起圆明
园路西侧历史建筑的沉降、倾斜、构件变
形、墙面开裂、地坪破坏等危及结构安全
的严重问题，急需进行抢救性结构加
固。有关部门对建筑采取了切实有效的
保护措施，问题分别得到解决。

例如目前各界认为获得成功的众
安·美丰大楼，这座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
和艺术价值以及建筑的品质得到了公众
的认可。美丰洋行建于1896年，由通和
洋行设计，这家建筑师事务所是近代上

海最重要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目前已
知在上海设计了上百座建筑。美丰洋行
由规划局认定为局部保留建筑，要求完
整保留位于圆明园路、北京东路的东、南
两片外墙，结构替换，里面兴建一幢全新
的60米的高层商业办公大楼，满足开发
的需求，创造新的城市地标。但是涉及
道路红线的调整以及用地面积调整的问
题，各职能部门突破传统的管理方式，圆
满地解决了问题。由于在历史建筑上建
造新建筑，也涉及造型和建筑材料、材
质、色彩等的相互关系。历史上的美丰
洋行是红砖建筑，但是以红砖作为高层
建筑立面在中国尚属首次，会突破建筑
规范，于是有过各种替代方案，甚至考虑
过用铜作为幕墙材料。经过慎重的讨论
决定采用陶土砖幕墙的方案，反复优化
其构造和勾缝的方式，历史建筑的立面
按原样做了浅色勾缝，新建高楼部分则
采用深色平缝，更好地彰显新建建筑的
体块感。

目前的外滩源一期完整保留了经
过保护修缮的11座优秀历史建筑，清
除原来的搭建，同时也向北京东路以
南的街区延伸，这里集中展现了现代
城市生活的全景，通过举办外滩建筑
节等各类文化、节庆和商业活动，吸引
一批现代企业进驻，外滩源的保护和
开发为上海的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
护提供了样板。

续写城市历史文脉

外滩有着星罗棋布的不同时代、多
种类型、各种风格的历史建筑，是弥足珍
贵的文化遗产，也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更
是城市品质和特色的重要标志。如何在
城市更新发展过程中，做好历史建筑的
保护传承和有效活化利用，充分发掘其
承载的城市历史和文化记忆，让它们
“活”在当下，为城市发展、生产和生活持
续注入精彩的丰富内涵，而不仅仅是复
原一座供人瞻仰的古迹？在尊重历史、
尊重原貌的前提下，一些建筑也可以融
合新业态重塑功能，为续写城市历史文
脉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2023年外滩第二立面的城市更
新规划和黄浦区外滩第二立面的城市更
新行动计划中，外滩源地区向西拓展至
河南路，使外滩地区的功能高度复合，提
升并优化城市空间，释放街坊内的空间，
改造为多样的广场空间，将消极的城市
空间转化为积极有效的公共开放空间。
我们所指的广场，不在于空间和面积之
广，而在于它的意蕴之广。它不是宏大
叙事，不是靠大体量，靠纪念性，或者靠
奢华地堆砌材料而赢得人们的赞誉，而
是创造人们切实生活在这里的空间，能
让人们在这里欣赏并愉快地停留，激发
人们的创意，让人们更热爱生活，热爱我
们的城市。外滩第二立面的城市更新将
保护并延续城市肌理，编织步行网络，将
一些街道改造为步行街，同时塑造苏州
河两岸的滨水景观。

经过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外滩源地
区将成为多元的工作和生活生态圈，成
为上海最具标志性的世界级金融文化中
央活动区。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

教授）

外滩源:可持续城市更新的生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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