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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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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移动扫描测量技术制作三
维街景模型、 利用高频率卫星影像
对历史建筑进行变化检测、 通过历
史影像发现五十年内未发生变化的
建筑……这两天， 上海市测绘院的
专业人员就最近几年测绘院在推进
旧区改造工程中如何通过测绘手段
保护好历史建筑进行材料整理。

去年下半年以来， 上海市测绘
院先后受规划和文物保护部门的委
托，对虹口区和乐里等历史保护建筑
开展综合测量，利用高精度激光雷达
扫描技术， 构建历史文化街区全方
位、高精度的三维空间信息和高精度
三维模型。据一位参与项目的工程师

介绍，与传统的数字模型相比，这种
高精度三维模型的精准度更高、表达
更真实、应用范围更广，特别是表现
精细程度连建筑细节如雕花纹饰等
都清晰可见，增加了历史文化街区中
保护建筑的展示和应用深度。

每一幢老建筑都代表着一段城
市记忆， 是城市历史文脉的传承，具
有极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宝贵的文
化价值。在城市更新从“拆改留”转为
“留改拆”之后，统筹协调历史风貌保
护与旧改的关系成为各方关注的话
题。从这两年上海的相关工作思路来
看，更强调留住历史韵味，既要保护
好空间格局和建筑特色，也要注重人
文关怀的保留，把传统建筑的精华充
分运用到旧改的新需求中。

历史建筑保护不同于一般文物

的保护。 建筑保护的根本出路在于
适度利用，使历史空间得到活化，既
要通过“可阅读”的老建筑触摸到历
史，更要在适度利用中拥抱未来。

在上海外滩， 随处可见历史风
貌与现代设计的融合。 外滩源 33

号内的原英国领事馆 ， 建成于
1873年，是上海外滩建筑群中最古
老的建筑之一。为了能让百年老建筑
融入现代功能，上海建工二建集团为
老建筑增设了 3800?方米的三层
地下室， 特别是为了保护一株 150

年的古银杏树，建设者们将原本整体
的地下空间划分成两个独立地下空
间，并巧妙利用“管幕法”技术，避让
古树根系打造了两个地下室之间的
连接通道。 在二建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新看来，只有用“绣花”的专注

和“修文物”的匠心，才能打造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修缮历史建筑是一门精细活。

修缮保护重在细节， 在工艺和材料
使用上都有特殊的要求。 为迎接中
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李白烈士
故居完成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修
缮改造及展陈改版工程。 上海建筑
装饰（集团）有限公司对外立面、屋
面和室内重点保护部位进行修缮，

满足维持原貌的保护要求； 结合室
内使用、展陈要求，进行功能优化及
管线设备的调换和更新， 像在铺设
管线过程中加强对室内原石膏线条
的保护， 对强弱电点位及布线作隐
蔽处理， 将建筑物内部保护部位的
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保护和利用历史建筑最重要的

一环是“活化”。 李白烈士故居保留
了发报互动体验区，并在发报设备上
进行了提升优化，同时设置了一定难
度， 让观众可以学习摩斯电码小知
识，体验更真实的发送电码过程。 李
白烈士故居的修缮改造，为类似的沉
浸式参观和体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阅读一座建筑、 阅读一段城市
建筑发展史，就是在阅读这座城市。

历史建筑承载历史记忆， 彰显城市
底蕴， 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 “最上
海”的城市文脉。加强对于历史建筑
的保护，让“可阅读”老建筑拥抱未
来，让更多人在这座“人人都有人生
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

人人都能享有品质生活， 人人都能
切实感受温度， 人人都能拥有归属
认同”的城市中“诗意地栖居”。

    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天上

午，“琴颂百年 高歌启航”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百架钢琴

大型户外交响合唱音乐会，在长宁
区中山公园举行。音乐会融合了

“百架钢琴”“百人交响”“百人合
唱”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为观众带

来一场视听盛宴。

本次音乐会遴选了八首深入人
心的主题曲目，既有《红旗颂》《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支山歌给

党听》等经典曲目，也有钢琴协奏
曲《黄河》《长江之歌》等讴歌祖国

大美江山的优秀作品，更有《在灿
烂阳光下》《不忘初心》《走向复兴》

等新时代深受观众喜爱的曲目，带
领观众共同回溯中国共产党建党

前后的辉煌历程，生动表现建党百

年来的时代变迁、改革奋斗、文化
传承等内容，展现了走在复兴之路

上的中华民族与中国共产党的水乳
交融之情。

大师领衔百琴齐奏
百架钢琴齐奏是本次音乐会

的亮点。由上海歌剧院院长、著?

指挥家、钢琴家许忠领衔，集合了
江晨、?挺、孙颖迪、解静娴、郝端

端、陈巍岭、唐瑾、陈默也、黄秋宁、
封颖等一批国内知?钢琴家共同

领奏，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上音附

中、上音附小的百位钢琴专业的师
生和校友共同参与演奏。上海歌剧

院交响乐团、合唱团以及长宁区的

百位市民合唱爱好者也齐聚一堂，

奏响百人交响，高唱时代赞歌。受
疫情影响，著?钢琴家刘诗昆先生

未能亲自到场演奏，他通过视频向
音乐会送来了祝福，并期待早日能

够和观众在舞台上见面。

红色圣地多地联动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一百年前，红色旗帜从上海石库门

和南湖红船出发，上井冈、过遵义、
赴延安、进西柏坡，最终到达首都

北京。这红色征途串联起一个国家

的希望，也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的真理。在音乐会压

轴曲目《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演奏环节，连线革命圣地井冈

山、遵义、延安、西柏坡以及首都北
京，多位知?钢琴家前往革命圣

地，在标志性地点与中山公园主会

场共同奏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的经典旋律，并在全场大合

唱中达到最高潮，红色革命的征途
再次奏响。

大师领衔百架钢琴同奏心曲
“琴颂百年 高歌启航”户外交响合唱音乐会举行

    1957年 11月 17日，一个让留

苏学子何文俊铭记终生的日子。这

天傍晚，在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坐
在第三排的他，亲眼见到了率中国

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
革命 40?年庆祝会以及社会主义

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
毛主席，亲耳聆听毛主席对留苏学

生们说出后来举世闻?的这段话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
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

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
八九点钟的太阳”，会后还与毛主

席亲切握手。
经历过上甘岭战斗、曾以 1.6

?的身躯背着身高 2.2?的伤员爬
出坑道、枪林弹雨中都不曾皱眉的

何文俊，当时却控制不住流下了激

动而幸福的热泪……

昨天下午，在上海市欧美同学
会“建党百年与留苏百年”座谈会

上，90岁高龄的何文俊讲述自己的
留苏经历，让年轻的留学生们感动、

震撼。
“这是一群特殊的留学生，他们

深知前方等待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

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是斗争、是监
狱，是流血、是牺牲。但为了寻求救

国、救民的真理，他们甘愿接受革命
风暴的洗礼”……正如昨天启动预展

的“恰同学少年———留苏档案见证百

年复兴路”主题展所介绍的，从 1921

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派往苏俄的

留学生是中国百余年留学史上意义
非凡的一批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是

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领袖，但同时，
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牺牲在了报

效祖国和人民的战场上。

历史不会忘记，100年前，中国
共产党早期组织选派首批社会主义

青年团团员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
产主义大学学习，开启“百年留苏”

历史大潮。这批致力于救国救民的

青年精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重要支柱力

量。与今天的留学有极大不同，100
年前的留学苏俄，并不是一件时髦

的事，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
有时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在这一档案展中，观众通过复刻

的“求索之路”地图可以看到，1921
年春，留苏之路从上海启程，在李汉

俊等人的安排下，几十?学员启程远
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他

们一路秘密行动，从上海乘船，经日本

长崎，再到海参崴，又转至伯力、黑河，
最后再乘火车经赤塔抵达莫斯科。

在首批留苏学生中，刘少奇、任
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首批社会主

义青年团团员都历尽艰辛，刘少奇
就曾经被张作霖的军队抓了起来，

他镇定自若，一口咬定是做买卖的

方才逃脱。路程艰难，这段留学之路
一直从春天走到了夏天。

在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又于
1951年选派首批 375?留学生赴苏

联学习，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
派遣留苏学生的序幕。在昨天的座谈

会上，不同年代的留苏留俄学子纷纷
从自身经历出发，畅谈留学感受与归

来报效祖国的收获，更加坚定留学报
国的理想信念。 本报记者 孙云

珍贵留苏档案反映百年复兴路
几代留学生畅谈留学感受热议留学报国

■ “百架钢琴”“百人交响”“百人合唱”多样化的艺术形式，为观众

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