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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百人
一条路

一 再现风貌
重新品出当年味道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的一
支设计团队作为主要的设计及落地深化团队，

用时三年，打造了这条新时代“重走一大路”。

同济建筑设计四院院长江立敏是嘉兴火
车站片区项目领导班子总牵头人。2018年的
春节，当所有人还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之中，一
个电话中断了江立敏的假期。 同济设计团队
被召集到嘉兴，接手新时代“重走一大路”这
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嘉兴火车站区域提升改造工程， 同济设
计集团在前期阶段主抓规划研究、建筑论证、

咨询策划、交通分析等一揽子工作；在实施阶
段主导完成了整体的交通设计、市政规划、宣
公弄片区的全过程设计（包括其中的文保、历
保建筑等修缮设计工作）；同时承担了除火车
站场、站房外几乎所有设计分项的落地工作。

项目面临设计难度大、 工作量重、 专业分工
多、界面复杂、进度紧迫等诸多挑战，同济设
计集团由设计四院和市政设计院联合牵头，

携手规划中心、咨询院、技术院等团队，组成
了包括大建筑团队、 大市政团队、 大景观团
队、 大技术支撑团队的四大团队， 总人数达
120余人。

2020年春节前夕，团队再次被召集到嘉
兴现场， 与所有参与此项目的各方共同签署
军令状，承诺“将以建设精品工程为目标，充
分发挥红船精神，唯实唯先，善作善成，攻坚
克难，勇猛精进，万众一心加油干，不获全胜
不收兵……”江立敏介绍，宣公弄区域是嘉兴
老火车站所在地，根据目前的史学研究成果，

中共一大代表当年正是从这里的火车站出
发，沿着宣公路，跨过环城河，来到狮子汇渡
口，乘坐红船去南湖。

宣公弄区域位于嘉兴老城区环城河边的
西南，前些年，随着新火车站东迁，这个片区
逐渐沉寂下来。建党百年，作为重要事件的发
生地， 宣公弄区域所在的嘉兴火车站片区也
开始了城市更新。 同济设计师们根据风貌控
制的要求，再现民国初年的建筑风貌，提出了
南园北街的设计概念。南园以绿化空间为主，

形成开阔的游园空间； 北街以小尺度的庭院
建筑组团，形成可以漫游穿梭的街巷空间。

二  追寻足印
沿途感受历史演进

如今，坐火车来到嘉兴“重走一大路”，会
有一番怎样的历史人文感受呢？

首先来到的是嘉兴火车站。 由宽敞明亮
的火车站出站后到达北广场地面， 在感受了
1:1复建 1921年嘉兴火车站的风貌后，将
东行迈步时光长廊。 时光长廊是缓冲和引导
空间， 将人们自然而然地由嘉兴火车站引向
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的路线上。这里，一共有
五面混凝土发光墙，1921年到 2021 年，每
20年一落笔，字体样式刻画出时光飞逝的痕
迹， 水面倒影和发光年代字体共同构成指引
箭头，将人们自然地带到了火车站旧址。

火车站旧址为嘉兴老火车站所在地，始
建于 1907年，为折衷主义风格的欧式建筑。

百年前，一大代表从此迈出，前往红船。 1937

年日本侵占时期被毁， 次年由日本华中铁道
株式会社在原址上重新建造， 并一直沿用到
1997年。 之后新火车站东迁 200米新建，这
里改为火车站配套办公用房， 并被列为市级
文保单位。 如今，经过修缮的老火车站改造
为“一条铁路一座城”和“红船民兵先锋连”

展览馆。展览馆主体一到二层，局部五层，屋
面以双坡顶的人字屋架为主，辅以平屋顶和
钢木坡屋顶，外观以清水砖墙为主，局部采
用灰色高强预制混凝土板幕墙立面， 整个建
筑质朴稳重，轮廓鲜明，是宣公弄区域最具特
色的建筑。

紧接着，来到历史上的宣公路。宣公路不
长，改造前，此地新旧建筑混杂，如今则还原
一片江南水乡小城的清静。 宣公路上总共有
三栋历史保护建筑，为民国初年建造。有两栋
曾被日军占用，建国后作为公租房。这两栋结
构损伤严重，检测为严重损坏房，即危房；改
造时进行了拆落架式的修缮，修缮方法为：先
进行编号，然后再拆除，在重建时将能利用的
构件都尽量原位复原上去。 另外一栋青砖的
房子，由于结构情况较好，采用了就地保留修
缮的方法。

沿着宣公路，顺着曲折的街巷，到达北岸
的街角广场。 广场上最为标志性的建筑便是
宣公祠。 宣公祠是为纪念唐代著名清官陆贽
所建，始建于宋，在旧嘉兴学址，后屡废屡建，

多次迁址。明代，嘉兴知府在陆贽旧居遗址建
宣公祠，一度在内设宣公书院等，几十年前被
毁。 现复建，以纪念宣公的廉洁品行。

宣公祠为两进半院落， 建筑及院子的形
制均按传统的嘉兴民居祠堂样式。 正门入口
处设置清廉池，水上种莲花，院前植青松，以
表清廉之意。进入第一进院子后，映入眼帘的
是带柱廊的一层双坡屋顶木制建筑， 院内东
侧植红梅一株， 西侧设置宣公的生平简介文
字。院内建筑为宣公祠，室内正面悬挂宣公画
像，左右两侧摆放陆氏名人木雕画。进入第二
进院子，院子较为狭小，是传统江南的天井形

制，院内是带披檐的
二层双坡顶木制建
筑，一层布置的是讲
述宣公生平清廉故
事的图文资料。从宣
公祠后院的侧门出，

便又回到了主要游
线上。

通过宣公桥，跨
过环城河后就来到
了狮子汇。浮光掠影
间，置身此地的游客
恍若来到百年前，但
见一位位一大代表，

或坐黄包车， 或步
行，前往面前的南湖
赴会。

新时代“重走一
大路”建成了，最感
到兴奋的是支撑起
这个项目的每个同
济团队的成员们。

三 独具匠心
彩蛋藏进建筑细节

同济设计四院副总建筑师姜都， 是嘉兴
火车站片区项目总负责人之一。 这三年，“她
不是在嘉兴，就是在赶往嘉兴的路上”。 作为
团队的核心、项目牵头人，她分清各部分工作
界面，判断关键时序，合理安排交界模糊面、

专业交织区，保证整个设计顺利推进。

同济设计四院年轻的建筑师程璐是个
“建造背后的细节控”。 宣公弄区域不少微创
新的彩蛋出自她之手。比如，新建建筑并没有
选择木皮包钢筋混凝土的常规做法， 而是采
用了现代木结构， 保持结构的真实性。 片区
内，难度最大的是火车站旧址修缮，一是文保
等级高， 二是经历了近 80年的使用改造加
建，建筑外观和结构等都损伤严重。设计师在
保留历史印记的同时大胆改造非文保区：保
留建筑外皮， 将内部结构替换为钢筋混凝土
结构，并采用钢木混合屋架。这也对施工工艺
提出了要求，为了保证建成效果，程璐不仅随
时到现场解决问题， 还在可能发生风险的地
方及时提醒施工单位。项目建造中，她对每种
材料和细部构法进行定样， 甚至对门把手的
样式都提出了要求。 施工队常常说“程工，我
们可不可以降低下要求”，但当按她的要求建
造后，施工队也由衷地为建成效果感到自豪。

同济设计四院暖通高级工程师王晓梅是
个地道的嘉兴人。 “家乡人，责无旁贷”，从宣

公弄改造， 到北广场扩
建， 再到沪昆线和南广
场项目， 王晓梅带领团
队把握全局， 多次与方
案公司沟通协调， 努力
实现建筑之美。 工程中
时间紧， 在图纸设计过
程中与时间赛跑： 南北
广场业态更改， 需要设
计迅速反应， 她与建筑
师彻夜长谈， 当晚定下
方案，完成了“不可能的
任务”。

“我家宝宝和嘉兴
火车站项目一起诞生一
起成长。”同济设计四院
给排水工程师唐玉艳
说， 伴随着嘉兴火车站
项目的展开， 她也完成
了人生中重要的身份
转变———从女孩变成

妈妈。 她家的宝宝和项目一起孕育、诞生并
成长， 这是她最引以为傲的事情。 建筑、市
政、室内、景观相互关联渗透，项目之复杂超
出了唐玉艳的想象，但是她迎难而上：整体
规划项目各片区， 找出水专业的重点难点，

明确各片区泵房的设置等，柔弱的身躯爆发
出巨大的能量，挺着肚子还加班加点完成了
宣公弄片区的设计修改。 产假后归来，嘉兴
火车站项目进入了最为忙碌的阶段。唐玉艳
照顾家里小宝宝的同时，对工作也没有丝毫
懈怠。 她说，嘉兴火车站项目也是自己的宝
宝，需要一路呵护，共同成长。

    上海会馆史陈列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
新馆、遵义会议陈列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
陈列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抗日战争
最后一役纪念馆……近日，“辉煌百年 红色
印迹———同济设计红色文化建筑作品展”在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揭幕， 集中展出了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立来主持设计完
成的具有代表性的数十件红色建筑作品，生
动呈现了同济设计的红色印迹。

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负责人表示， 这些
红色建筑项目要求高、任务重，意义重大，设
计院一批设计师攻坚克难，匠心独运，用特有
的建筑语言将伟大的红色精神镌刻于建筑之
中，最终成就了这些带有鲜亮红色印迹的优
秀建筑作品。 在项目建设中，各党支部和党
员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
用，体现了同济设计人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
担当。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就在上月底，嘉兴火车站重新启用了。它是嘉兴市为
迎接建党 100 周年、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的重要项目。它
与人民公园融为一体，绿树成荫，被誉为“森林中的火车
站”。更神奇的是，远远望去，车站外表只是一幢复古式的小
楼，还原了百年前的风貌，里面却是一个集铁路、地铁、有轨
电车、公交、出租等一系列交通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客
运交通枢纽。原来，一切皆在地下，它是全国首个全下沉式
火车站。改造后的嘉兴火车站与周边的宣公弄区域、狮子
汇渡口联结，成了一条崭新的红色景观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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