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细品老屋也有窍门
1926年 11月，原中共上海区委的第一

所党校在冠华里开办， 就是现在的复兴中路
239 弄 4 号，2012 年 6 月这里被上海市黄
浦区列为区文物保护点。 这也是我党最早的
党校之一，当时门口挂着一块“启迪中学”的
牌子。在这里，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留下了光辉
的一页。

不远处的黄浦区复兴中路 221 弄 12

号，是又新印刷所旧址。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在这里印刷，初版就
印了 1000册。

几天前， 记者跟随沪上资深建筑工程
监理张国庆先生参观上述两处老建筑的修
缮点。

张国庆长年从事文保建筑和历保建筑的
修缮监理工作，对沪上的一些“红色建筑”更
是如数家珍。

“你看，原来上海第一所党校的老房子是
建在弄堂里的，现在挪了约 70米，移到了复
兴中路黄陂南路路口。外墙是簇新的，但那是
老屋的‘内墙外用’，原屋是与其他民居毗邻
的，我们把山墙改作了外墙。 ”张国庆带着记
者往里走， 这是典型的江南民居， 大门、地
坪、 天井都保留原样。 通往二层的楼梯宽度
大约 70厘米， 但每一级楼梯步道的深度仅
22到 23厘米，显得十分逼仄。 登上 12级楼
梯，右面是个很小的亭子间，再转个向爬 10

级楼梯便来到了二层楼，无厢房，两开间房间
一大一小，大的 15平方米左右，小的 10 平
方米左右。三楼的格局与二楼相同，只是多了
个晒台。 “整栋楼的楼层并不高，因为是做了
假三层。三楼斜顶俗称为‘老鼠平顶’，是搭在
桁条上的，上面铺小青瓦，是按原样修复的。

但晒台上的那个水泥烟囱被我们封死了，只
留下个样子，不排烟，因为现在用不着生煤炉
了。 ”他说。

到底是建筑监理界的“老法师”，任何一
栋老房子在张国庆的眼里几乎都能看出曾经
的“底色”。外行人不经过专门介绍，肯定分不
出“第一所党校”和“中译本《共产党宣言》首
印点”两栋房屋哪个“年龄”更大些。 张国庆
说：“看老房子就是看结构、看外形、看屋面形
式，虽说不完全精准，但也八九不离十，哪个
是明清时期的，哪个是民国时代的，基本不会
差太多。 尤其是要看楼梯。 你们仔细看，印刷
厂这栋楼的楼梯，比党校的那栋楼更陡，步道
的深度也更小，现代人更难爬上去。仅从楼梯
来看， 用作党校的房屋大约是 1900 年到
1910年间造的，而用作印刷厂的房屋大约是
1920年前后造的。 再看现在的房屋，哪个楼
梯不是宽宽的，坡度也很平缓，这才适合现代
人的使用嘛。 ”

“老房子修缮，修旧如旧并不难，难的是
要加入不少现代元素， 这就对施工方案提出
了新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在保护原有风貌的
前提下，一要安装空调，二要引入消防设施。

以前的老房子哪有这些啊。 ”张国庆说。

二 ?貌保护重在细节
张国庆现在供职的单位是上海恒基建设

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职务是总监理工程
师。 “要说我经手过的老建筑，那真的不计其
数了。 每当看到我们为之付出过智慧和汗水
的一栋栋老屋重新焕发出光彩时， 更是我们
从事这个行业的人的骄傲。 ”他说。

汾阳路 150 号是一栋十分洋气且气势
不凡的灰白色楼，建造于 1919年，又因为当
年白崇禧、白先勇父子在此居住过，所以被称
为“白公馆”。 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在此成
立。到了上世纪 60年代末，“白公馆”转交上
海越剧团接管使用，铲除了部分草坪，新建
了练功房。到了上世纪 80年代末，上海越剧
团迁出，“白公馆”改为越友酒家，2016 年 7

月后空置，修缮后交由上海沪剧院作展示交
流用途。

“‘白公馆’建于 1919年，是著名的匈牙

利籍建筑师邬达克早期的重要作品。 这栋楼
的修缮也是恒基公司负责监理的。 ”张国庆介
绍，邬达克在上海的作品种类丰富，花园住宅
为其中的一种重要类型。 在上海的花园洋房
发展历程中，“白公馆” 属于早期的仿古典式
花园住宅，具有典型的法式文艺复兴风格，为
横三段纵三段式构图， 主立面有弧形大台阶
通向入口，建筑物多处细部精美，拱券、弧形

窗等，都烙上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特征。因
此，修缮工程确立的总体设计目标是“精心保
护，整体修缮；合理利用，全面提升”，并以“风
貌保护，功能优化；性能改良，设备更新；资源
整合，品质提升；兼顾需求，顺应时代”为单体
设计目标。

经过一次次的实地勘察， 再根据能够找
到的原始建筑资料， 张国庆反复叮嘱施工队
要在细节上把握好几个修缮要点：“白公馆”

的主要立面、主要结构体系、主要空间格局和
有价值的建筑构件不得改变， 其他部分允许
适当改变；房屋南立面、东立面、北立面为外
部重点保护部位，主要平面格局、楼梯间为内
部重点保护部位，二层大厅为重点复原部位。

“白公馆”原有结构体是砖混结构，其水
平承重体系为钢筋混凝土楼板与钢筋混凝土
梁，竖向承重为砖墙。 经改造后，现在的主体
结构及南侧露台为混合结构， 两者结构上为
一个整体，西侧扩建为单层砖混结构，与主体
结构基本脱开。 “白公馆”主体结构与露台结
构体系的竖向承重为砖墙与混凝土柱， 水平
承重为压型钢板楼面、 现浇混凝土屋面板，

二、三层楼面装饰层主要为木格栅与木地板，

西侧扩建则采用了预制空心板屋面；而且，现
在的主体结构内各层楼面， 均已在后期改造
时做了抬高。

张国庆解释， 这样的修缮思路是为了力
求通过科学、系统、精心、缜密的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设计，使“白公馆”得以体现历史与现
代融合的建筑品质，并在衡山路-复兴路历史
风貌保护区中成为新的文化地标。

三 ?筑是可以阅读的
建筑是一种艺术， 文物是一种历史的沉

淀，历史文物保护建筑是两者的完美结合。

在恒基公司另一位总监理工程师张耀
君心里，一直珍藏的是武康大楼屡次修缮的
故事。

1924年，法国万国储蓄会利用筹划到的
资金， 成立中国建业地产公司， 在福开森路
（今武康路）投资兴建公寓住宅，聘请在克利
洋行工作的邬达克设计， 直到 l953年才正
式以路名定名为武康大楼， 一些上海文化艺
术界人士成了大楼的新住户， 包括秦怡、吴
茵、郑君里等。 孙道临王文娟夫妇住的房子，

原先就是孔二小姐的寓所。

“邬达克在总体设计上利用了两条 Y字
形道路交叉路口处的锐角三角形地皮， 让建
筑沿基地周边布置展开， 因地制宜地将大楼
平面设计成三角形，楼身非常狭长，淮海中路
与武康路交汇处近 30度锐角的转角被设计
成半圆形。为了解决采光和通风，在北面面向
武康路设有两个向内凹入的空间。 这座上海
最早的外廊式公寓建筑地处路端， 楼高 30

米，十分醒目，如今已成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
者的打卡地。 ”张耀君介绍，武康大楼修缮工
程是 2018年 4月开工， 到 2019年 2月完
成的。 之前他们在勘察现场时发现，大楼屋
面防水层老化、保温层和地面起壳，屋面坡
度较小，排水不畅，局部屋面落水口铁架缺
失。他说：“老旧住宅修缮的难点之一就在屋
面翻做。 我们要求施工队铲除至屋面基层，

进而检查屋面结构层开裂等情况， 再采用灌
浆修补法，上部找平层、防水层和保温层都必
须重做。 ”

“然而，当时武康大楼外立面最主要的问
题是被杂乱的电线杆、架空电线、不锈钢防盗
窗、外挂空调机，以及路边的广告牌等各式立
杆遮挡着。 建筑是要让人阅读的，可是，修缮
前的武康大楼很难找到一个不被遮挡， 可以
让人赏心悦目阅读的立面。 ”张耀君说：“就拿
移动空调外机来说， 很多人家的空调外机架

年久失修，板底锈蚀，油漆剥落，部分新增空
调的外机架横七竖八。 修缮工程确定的方案
是将靠淮海路一侧的空调外机全部移到武康
路一侧，这需要改动室内的空调管道，我们就
一家一家去做工作。 有些人家的管道要穿过
卧室、客厅、走廊，才能连接到外机上。 还好，

大楼里的居民对历史建筑的修缮和保护都很
理解，也挺支持的。 再拿晾衣架来说，原来百
家百种晾衣架，悬在外立面上也不雅观。 修缮
时我们拆除了私人搭设的晾衣架， 在辅楼屋
顶晒台上配置固定晾衣架， 供大家统一晾晒
衣物。 ”

“我们把一栋栋老建筑读进了心里。 我还
保存着武康大楼里的电影明星给我的签名
呢。 ”张耀君说。

四 修旧如旧活化传承
“在城市建设的热潮中，历史建筑更显弥

足珍贵。 现代人有责任解读其中的历史意蕴，

认识并发掘建筑的历史价值， 用科学的观点
去分析、去研究。 ”恒基公司总经理王峥说，老
建筑的修缮， 对保存文物的完整性和原真性
尤为重要，细节就是生命，做好历史文物保护
建筑的修缮， 不仅是对历史的传承和对艺术
的保护，也不仅是恢复其结构、材料，更应从
中体会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质， 并把它接续
下去，不让岁月的痕迹从我们的手指间流失。

老建筑怎样才能让现在的人读懂、读透，

这还需要结合现实情况， 考虑居民的生活需
求，根据现场的完损分析建筑破损原因，并针
对不同成因和完损程度， 对建筑进行保护性
修缮，严格按照原式样、原材料、原工艺施工。

王峥说，历史保护建筑可以丰富城市风貌，增
加城市内涵， 更可以作为本地历史发展的见
证。 恒基公司的做法是在修缮老建筑时必须
注重五大原则：一是合理利用原则，二是最小
干预的原则，三是可识别性原则，四是原真性
原则，五是可逆性原则。 在文化保护建筑和历
史保护建筑的修缮中，“修旧如旧” 这四个字
更是被恒基监理们反复提及， 并作为对施工
队的一项重要要求。 而且，“修旧” 也必须守
法。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
保护条例》《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技术规
程》《民用建筑修缮工程查勘与设计规程》《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 等一系列国家和地方的法
规和政策，都成为老建筑修缮的“紧箍咒”。

监理徐家汇天主教堂最近一次的修缮工
程，是张国庆的又一个“得意之作”。 他以钟楼
为例说，原设计采用进口原产页岩板，根据调
查，目前教堂塔楼的石板瓦在上世纪 80年代
维修时采用了江西产的石板瓦替代， 后来损
坏较严重，出现碎裂、锈迹的较多，本次修缮
改为西班牙原产地的页岩板， 石板瓦表面须
采用防护处理。 在检修塔楼上部的十字架时，

基部重点检查的部位是油漆， 出白后刷富锌
底漆一度，再刷黑色橡胶漆二度。 “建筑修缮
不可能尽善尽美，肯定会留下各种遗憾。 就拿
徐家汇天主教堂来说， 建造时具有排水功能
的 79个滴水兽，历经沧桑，有的风化了，有的
在特殊年代被人为损坏了。1984年教堂修缮
时， 其实已经对滴水兽做了重做， 但到了
2015年修缮时发现又出现了风化的状况。现
在要找到一模一样的石头， 还要有能够做复
制的工匠，都比较难了，只能留待将来慢慢恢
复原貌吧。 ”他说。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正是有了这群人
的坚持与守护，把‘螺蛳壳里做道场’与市
民需求、公共服务、城市功能结合起来，才有
了新与旧的平衡。 在还原老建筑历史风貌的
前提下，推动活化利用，激活其内在生命力，

从而让我们这座百年东方都会魅力无穷。 ”

王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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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老建筑重焕光彩
武康大楼、宋庆龄故居、巴金

故居、衡山公寓、张闻天故居、上海
交大盛宣怀宅、外滩源 33 号……
一栋栋历史建筑，年代久远，底蕴
深厚，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积淀，也
见证着上海前行的足印。

在申城，有一群专门与老建筑
打交道的人，他们承担着每一栋著
名文物保护建筑和历史保护建筑
修缮工程的监理工作。他们把梁思
成的一句名言贴在了办公室的墙
上，更写在了每个人的心间：“中国
建筑之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即
我艺术及思想特殊之一部，非但在
其结构本身之材质方法而已。”

张
国
庆

■ 武康大楼

■ 白公馆

■ 徐家汇天主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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