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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大修一次
此次项目揭晓的会议在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举行，这幢位于南京西路黄陂北路路口的建
筑正是此次活化利用示范项目之一。从始建之

初的跑马总会，到解放后的上海博物馆、上海图

书馆、上海美术馆，再到如今的上海历史博物
馆，它一直是上海文化活动最重要的中心之一。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保护建设工程设计单

位———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师

邹勋提出，上历博不是一个单一的建筑，一定
要把它与人民广场周边的区域和环境结合起

来看，它是上海两个 10年的建设成就的集中
体现，最有时代气息的新老建筑都呈现在同

一个环境里。“对于这幢建筑的功能改造，解
放后基本上每 20年进行一次，都有上海最好

的建筑师工程团队参与其中，建筑的精华被

留存下来，但同时又改造它，让它可以满足当
时的功能使用。”

解决改造难点
此次评选出的项目，不仅重视文物建筑

是否保护修缮做得好，不改变文物原状，同时

也关注如何利用文物资源，发挥社会教育功
能，向公众开放，满足群众多元化需求。

明黄色琉璃瓦、重檐歇山式屋顶、精巧的
彩绘、富丽堂皇的门楼⋯⋯位于长海路 366

号的杨浦区图书馆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复兴式
建筑的代表作品，修缮方面克服了哪些难点？

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
葛虓告诉记者，自 2014年图书馆修缮扩建一

期工程建设启动，“图书馆最初的设计理念已

属先进，拥有适合阅读的大空

间，但是建成后多年挪作他
用，这次修缮重点就是把许多建

筑内部的空间隔断去掉。”

钟楼的屋面琉璃瓦、椽子和斗拱以及外
立面上须弥座、门圈、花岗岩台阶等传统工艺

保留部位也是建筑保护的重点。同时，工程团
队对建筑功能做了一系列更新，其中包括完

善空调、消防、避雷三个系统和无障碍设施的
补充，“人们对空间的使用舒适度和体验感上

与过去相比，有了剧烈的变化。以图书馆的查
别系统为例，现代人对于查阅速度的要求，使

网络化电子化如何结合在历史建筑中成为一
个难点。不能破坏历史建筑，又要把这些后来

的先进事物不露痕迹地排布在建筑中，如何

修？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反复讨论、衡量，在有
限的空间中挖掘出了更多管线的走法。”

凸显活化利用
杨浦区图书馆在充分挖掘建筑历史内涵

的同时，也考虑将它与长海路其他历史建筑

放在一起，共同创建百年市政文化特色区暨
上海市江湾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

正如此次评选项目的评委、上海建筑学

会监事长俞斯佳提及，上海很多历史建筑共
存在一个现实的城市环境当中，优秀的历史

建筑、文物建筑像博物馆里的文物一样被罩
在玻璃罩中的保护“比较消极”，“我们希望做

到‘积极的保护’，如果它过去的功能已经不
适应现在的生活方式和使用方式，应该注入

新的功能，凸显活化利用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从
到

昨天，首届“上
海市建筑遗产保护
利用示范项目”揭
晓，包括武康大楼、
上海历史博物馆、
杨浦区图书馆等
15 项保护修缮和
活化利用项目入
选。往昔的“深宅大
院”其中不少已成
为文艺地标，历史
建筑随着时代的更
新而更新，故事良
多。

    著名书法篆刻家刘一闻昨晚在上

博讲坛上，畅谈新书《上海博物馆典藏
丛刊·楹联卷》之余，“教大家认得几个

书法字”。暂别观众 5个月有余，由新民
晚报社和上海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上博

讲坛第五期的 100个名额预约一空。
刘一闻将“楹联卷”浓缩成“四王”

之长王时敏至海派大家吴昌硕，在草

蛇灰线中纲目并举。针对一些名声胜
过成就的所谓名家，他的批评不留情

面，鞭辟入里，让在座的书法爱好者感
到过瘾。

兴至浓时，他邀请在座的听众答
题。说难不难，就是为大幕上几条馆藏

楹联加加释文。“来，我们请那位穿条
纹衣服的女士，请你读一读。”刘一闻

先生和颜悦色地点名，教大家“认得几
个书法字”。

篆书比隶书、楷书难辨，钱坫的篆
书八言“架有异书门无俗客，行为世表

文做词宗”难倒了观众，“架”字的木字旁
挪了位置，在充满文字特征的书法作品

上，对联的书写变化极其丰富。另有伊秉
绶 45岁所作隶书楹联“清光宜对竹 闲

雅胜闻琴”的最后二字，难倒一大片。
五言楹联一共十个字，七言楹联

一共十四字，应答者里，认得出七八个
字已算入门，再要述典，抑或探源，

基本上是哑口了，得听刘一闻娓娓

道来。点名站起来答题的形式是上
博讲坛举办以来第一次。有人在散

场后议论，“眼界是开了不少，大部
分时候神经都是绷紧的，怕被刘老

师点名后闹出笑话。”
谈及西泠八家之一的陈鸿寿，

刘一闻赞他一对没有蝉头燕尾，又

像篆又像隶的楹联“应将笔研随诗
主 定有笙歌伴酒仙”———篆刻大

家陈鸿寿的各种笔法混搭后照样
成立，像文学中的杂糅，好像都话

里有话。很多在座观众认错了这副
楹联，经刘一闻提醒，才知晓还可

以假用字义来辨。“我们编写这部
‘楹联卷’，也是花了两年时间来反

复推敲的。”
他点评工颜体的钱澧“名酒过

于求赵璧 异书浑似识荆州”，这对
联书法非常典型。钱澧学颜体最

神，但最终没有“走出来”。能入法
帖，能出法帖，最终能够建立自己

的面貌，这才是有大本领的书法
家，钱澧还差了点火候。“不过，能

够学得像已经很不容易，能够跳出
师者的框框，谈何容易！”

3 小时的讲座只是概览楹联
的历史，刘一闻带领观众走马观

花。“更多细节还请到博物馆来对
着原作细细探究，学书者可悟得更

多的道理。”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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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历史建筑“活在当下”的背后

    保护古建筑，就是保护城市文化的根脉。保

护好的古建筑，是否适宜当下生活，是否适宜向
公众开放？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曾有一家文

物保护单位，在每年仅一天的“文化遗产日”向公
众开放，只不过两次，木质楼梯的表面就磨损了。

还有一处百余年的文物保护建筑， 木质廊柱上的
油漆剥落严重———这也早已不是原漆， 大约是十

余年前修缮时涂上的， 但是现在只能保持斑驳的
样貌， 因为是否重新漆要文物部门研究认定后再

议……

昨天举行的首届 “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示范项目”入选项目揭晓活动，主题就是我们的古

建筑如何适宜当代生活，既有前瞻眼光，又有实
际意义。 建筑的本意，是让人生活其间。 但古建

筑也是老人， 其承载的风雨沧桑也浸润在文
脉故事之中，如何修旧如故，如何开门迎
客，如何在确保其“健康”的同时，适宜地

传递温度，是全社会的课题。 很欣喜，有
15个项目在修缮、开放两方面上为我

们树立了典范，成为网红打卡地，

更期待将来有更多的项目可

以成为我们探究城市发
展、 文化根脉的窗

口。

古宜今用
□ 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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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浦区图书馆外景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 上博馆藏邓石如隶书

八言联“上栋下宇左图右
书 夏葛冬裘朝饔夕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