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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文娱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日前

在青浦区博物馆举办的2024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海主会场

活动现场首次完整发布了上海考

古成果。

上海的考古工作经过近90年

的不懈努力，发现了崧泽遗址、福泉

山遗址、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青

龙镇遗址、“长江口二号”古船等丰

富的文化遗存，确立了崧泽文化、马

桥文化、广富林文化等三个以上海

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这一系列

重要考古成果把上海历史推前至距

今6000年前。上海博物馆副馆长

陈杰围绕近年来福泉山遗址、柘林

遗址、青龙镇遗址、长江口二号古

船、华亭海塘（奉贤段）等考古工作

情况作了重点成果发布。他提及，

近年来青龙镇遗址考古发掘主要集

中于遗址北部老通波塘与青龙江交

汇处探寻遗址北部的市镇布局。尤

其在老通波塘东岸发现一条道路及

两侧连续叠压的多期建筑遗迹，该

道路平行于老通波塘路，从北宋早

期修建，经五次层累叠压修筑位置

基本没动，一直沿用至元代早期。

由此得出在北宋早期，遗址北部已

整体规划为较为复杂的列状水路布

局——即河道一侧有两排建筑，中

间为一条道路。如此布局已走向成

熟市镇，也标志着青龙镇作为港口

走向繁荣，彰显其在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价值。

以甲骨文“文物”二字为主体形

象的上海市第四次文物普查形象标

识的发布，让人们瞬间与千年文明

产生链接。一处处文化遗存串联

起上海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轨

迹，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坚实有

力的支撑。

同时发布的上海市首批“最上

海”文物主题游径，从江南韵味、工

业遗存到百年建筑传奇，按照不同

主题串联起区域内文物建筑、知名

景点、非遗体验等，让市民游客更好

体验城市文化、感受城市文脉。“寻

觅上海之源”线路涵盖上海崧泽遗

址博物馆、青浦博物馆、朱家角古

镇、福泉山遗址、青龙镇遗址，带领

人们在寻根之旅中“穿越”6000

年。“难忘红色记忆”线路，从中共一

大纪念馆起步，依次前往周公馆（中

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

孙中山故居、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毛泽东旧居，邀大家用脚

步丈量这座光荣之城厚重的红色文

化。“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线路，

引导市民游客走进耶松船厂旧址、

北外滩、黄浦码头旧址、毛麻仓库、

杨树浦水厂、东方渔人码头、绿之

丘，触摸百年工业文明的肌理和感

受工业遗产如今的华丽转身。配合

文物主题游径的发布，“建筑可阅

读”微信小程序昨起推出为期半个

月的发现“最上海”——建筑打卡活

动，打卡满足一定数量将获得相应

文创产品奖励。

本报讯（驻京记者 赵玥）昨天
上午，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

城市活动开幕式在辽宁沈阳举行。

活动主题为“保护文物 传承文明”。

开幕式上公布了2023年度文

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2024年度

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

目、第六届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名单，举行国家宝藏（启蒙奠基）

系列纪念币发行仪式，开展“保护

文物 传承文明”主题讲述、“文明

时刻”文物传播项目推介，并为“文

明之光——红山 ·良渚与中华文明”

主题展览揭幕。

其中，上海博物馆“‘百物看中

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项目入选2023年度文物事业高质

量发展十佳案例。《何以中国》纪录

片获2024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

播精品推介精品项目。《初光》中共

一大纪念馆“党的诞生地”主题曲、

《守物松江》系列短视频获2024年

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入

围项目。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国家

文物局还举办了“保护文物 传承文

明”主题论坛、第四届文物科技创新

论坛、“丹青记忆 守望家园——中

国文化遗产美术展”线上展览、全国

青少年文化遗产知识大赛“讲好文

物故事”实践方向展演等系列活动。

除主场城市系列活动外，各地

文物部门、文博单位组织开展7300

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

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3400余项。

各地充分结合地域特点，展现文博

行业特色，创新展示传播形式，开展

惠民利民服务，在全社会积极营造

保护文物、珍爱文物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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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中路、福州路、河南中路

和汉口路合围的上海老市府大楼

（原工部局大楼），最近历经了百年

历史上最大的保护性综合改造，即

将要成为全新的城市文化、商业空

间。其中，位于二楼的陈毅市长办

公地旧址正在举办主题展。

保留内侧立面的“斑驳”
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楼高五

层，外立面以造价昂贵的花岗岩

饰面呈现出浅米色。附近居民称

其为“石头房子”。绕着整个街区

走一圈，可以看见百年来不曾“弥

合”的“缺口”——位于河南中路

一侧及福州路转角处，在这次的

改造中以现代建筑手段合围了，

轮廓形成了“口”字形。

这座建筑于1914年开始动

工，工程持续了四年。设计者、英

国建筑师特纳最初就是想将大楼

建成一个四方形的围合式建筑。

但旋即爆发的一战，令多位参与

建设的英国技术人员奔赴战场，

又使许多需要从欧洲运抵上海的

建筑材料因战火搁浅。人力与物

资的双重匮乏，使得建筑师不得

不缩减建筑体量，计划中合围的

“口”因此有了“缺口”，像是刻意

留下了一条“呼吸”的通道，又像

在等待着什么。

1949年上海解放，新旧政权

交接仪式在此举行。之后，大楼

成为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大

楼，直至1956年。这里留下了新

中国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

的工作身影、回响着科学家爱因

斯坦用德语讲解的相对论……

负责修缮部分工程的历保专

家、上海建筑装饰集团副总经理

葛虓告诉记者，五年前进入建筑

的内庭时，看到大楼内侧立面外

表被白色涂料覆盖，一时无法分

清原始材料损坏的程度，经过此

番 修 缮 清 洗 ，才 露 出 了“ 真

容”——灰色的预制混凝土砖。

“这在上海建筑中非常少见。”百

年前的混凝土砖厚度达20厘米，

受制于当时国内建筑业的发展，

这些砖都需从英国长途跋涉而

来。历经百年风雨洗礼，原本单

纯的灰砖变了色，或偏灰或偏

黄。“哪里需要修补、哪里不需修

补，采用什么样的砂，清洗到什么

程度才能模拟出混凝土砖风化后

应该有的质感和模样，是今天的

修缮者需要考量的。”因此，历史

建筑上留下斑驳的痕迹又有什么

关系，若平均而单一，就抹去了时

间踏过的踪影。

留下今后修缮的“余量”
进入建筑的内部，覆盖墙面

的大理石依然保持着坚硬的质

地、温润的色泽。当代修缮者“修

旧如故”，铸铁灯饰、铜质栏杆，都

经过仔细和专业的清洗修补。

如何修缮室内的有着凹陷的

拼色地板是一大难点。葛虓介

绍，塌陷的地方用同色地板替换，

有棱头突出就需要整体打磨，但

是如果打磨太深，太光滑，地板

企口相连部分就会受损。“今天

的修缮要为未来的再度修缮考

虑，为今后的工程留下余量。”平

顶花纹繁复也为修缮工程增加

了难度。把被岁月磨平的石膏

雕刻细节用现代工艺细致再现，

还需要对“凋零”的花瓣、枝叶进

行即时修补。

对建材的研究与历史照片的

对照同等重要，如今可以眺望内

庭的二楼阳台，在修缮之前是一

堵墙。建筑师翻检故纸堆时发现

这堵墙在初建时期并不存在，再

对比室内外的建筑用料，才断定

这堵墙是后期封堵的产物，在此

次修缮的过程中把墙体重新打

开，让阳台恢复了原貌。

倚栏眺望，初夏的庭院内，花

开得正艳，一栋四层高的红砖楼在

周遭合围的灰色墙面映衬下，显得

分外醒目。修缮完成后，建筑院落

的这些公共空间将对公众开放，真

正成为城市空间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徐翌晟

百年外滩老市府大楼修缮

留住时间的痕迹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上海考古成果首次完整发布

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跟随文物主题游径
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探寻                                                                                    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年城市文脉

■ 松江区广富林遗址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上海老市府大楼
记者 王凯 摄

■ 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瓷壶
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