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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校园辉映美丽苏州河
华政段“一带十点”滨河景观 今起开放

    “从大概念来说，苏州河的贯通，都

是以植物造景为主，兼顾了休息服务的
功能需要，完善便民服务和配套服务设

施，比如驿站、座椅、咖啡店、健身设施
等，因为打造的是滨水公共空间，没有涉

及商业化的功能。”长宁区绿化管理事务
中心副主任程珑表示。

长宁区建管委交通科负责人陈慧介

绍，这些项目所处的位置上不了大型的

机械，所以 90%以上都是手工完成的，所

有工艺要确保和华政百年校园的匹配，
因此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负责这次

项目设计深化和落地的郎爽举例说，对
于树木品种的选择、栽种的位置都要反

复推敲，都要呼应它对应的建筑。树人堂

旁边种植了一株造型倾斜的大乌桕，行

人可以透过乔木的枝干，看到华政桥的
身影；另外，站在华政桥上，可以眺望树

人堂掩映在绿茵中。

项目监理负责人袁佳凌说，这个项

目不能看作是一个简单的工程项目，哪
怕是图纸出来了，还在不断调整。每一次

调整都有新的认识，越修改越精致，所有
人就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这里的一砖一

瓦，是和华政的历史建筑在对话，“我们
在做一件艺术品，只有尊重历史，敬畏

生命，才能更好地呈现好这所百年校
园的历史风貌。”

    百年校园融入滨河
空间，优秀历史建筑和美
丽苏河交相辉映。华政段
“一带十点” 景观今天起
全部对市民开放。 思孟
园、格致园、倚竹苑、獬豸
园、华政桥、桃李园、东风
角、法剧场、银杏院和书
香园惊艳亮相。不如跟着
记者一起去打卡吧！

第 站 思孟园
疏林草地豁然开朗

从华阳路 20弄华航小区旁的红色步
道进入，不多时，就能看到一扇写着“华东

政法大学”几个字的铁艺门。步入门内，脚

下 2米宽的透水砼步道变成了 3米宽的
露骨料步道，视野也一下子开阔了起来。

左边就是首站疏林草地的思孟园。园里有
几棵从学校他处移栽过来的银杏，一个缠

绕着双喜藤的拱形花架别具一格。思孟园
后就是历史建筑思孟堂。右边防汛墙外，

苏州河静静地流淌。

第 站 格致园
百年建筑历史沉淀

继续往前，目光越过精美的大理石
“弹硌路”，已有一百二十余年历史的格

致楼的身影便映入眼帘。第二站格致园
就是以此命名。格致园以古朴典雅、中西

合璧风格的历史建筑为依托，展现了华
政校园的历史沉淀。

第 站 倚竹苑
师法自然曲水流觞

第三站倚竹苑师法自然，结合松、

竹、枫等特色植物，打造具有独特风貌的

曲水流觞、一亭一榭的“长宁 ·苏河驿
站”。值得一提的是，沿途由西洋鹃，翠芦

莉、三角梅、美女樱、月季、长春花、蛇鞭
菊、石竹等组成的五颜六色的花境也让

人赏心悦目，真是四季有花，四季有景。

第 站 獬豸园
小巧精致移步易景

在体育楼和树人堂中间，就是第四
站獬豸园。它小巧精致，移步易景，以华

政现有中式园林为基础，提升品质，打造
宁静优雅的中式园林景观，并将法兽獬

豸形象融于假山堆石之中，寓意司法公
正，月亮门造型颇有创意。

第 站 华政桥
绿意草坡四季皆景

看到苏河上的华政桥，也就来到了
第五站华政桥。它连接华政教学区与生

活区，河畔的绿意草坡是市民放松休憩
的场所。一棵紫薇树已过了盛花期，剩下

的花已经不多了。新栽的乌桕是一种色

叶树种，春秋季节叶色红艳夺目，效果最
好时会呈现出三四种颜色并存的美景。

冬日里，两株红梅会是别样风景。

第 站 桃李园
十景 C位休憩空间

不知不觉走到了苏河的湾头，有点
小累，正好看到第六站桃李园的异形木

质座椅，坐了下来，远望苏河对岸，高楼
林立，不时有几只夜鹭在水面上方翱翔。

座椅后面种植了桃树和李树，寓意桃李
满天下。桃李园打造风格独特的花园景

观，同时开放宽敞的滨水观景平台为市

民提供最佳观景视野。

第 站 东风角
打造滨水漫步小径

小憩片刻，继续前行。过了小白楼，
第七站东风角和东风楼相呼应，美国红

枫、红枫、鸡爪槭等种植于此。东风角在
景观风貌改造提升的基础上，打造舒适

宜人的滨水漫步小径。

第 站 法剧场
互动交流公共舞台

第八站法剧场是华政段最大的广
场，通过下沉广场与观景平台结合的形

式，成为市民与师生交流、政法科普宣传
的公共舞台。春天的时候，这里的染井

吉野樱将带来一场浪漫的樱花雨。

第 站 银杏院
百岁银杏枝繁叶茂

来到第九站银杏院，一棵 135岁以
上的古银杏依然枝繁叶茂，高大挺拔，绿

油油的叶子显得生机勃勃。到了深秋，
落叶满地金黄，将是另一番韵味。

第 站 书香园
银杏矩阵首尾呼应

最后一站书香园，倚华政图书馆而
建。开放的校园咖啡厅外，两个吧台放

在了步道边，正好可以给市民站着喝喝
咖啡聊聊天。它将校园公共设施与市民

共享，形成休憩交流的活力驿站。新栽
的 6棵银杏正好与第一站思孟园的银杏

首尾呼应。

本报记者 屠瑜

安全提示
试运行期间， 为保障市民

的出行和游览安全， 步道将采
用大客流限流措施：

1.步道自东向西单向通行，

华阳路20弄东侧入口进， 万航
渡路中山公园3号门对面出口
出；

2. 步道区域采取客流量控
制，游客按批次放行。

防疫提示
入口处配有自动测温和验

码设备， 请市民主动佩戴口罩
有序排队配合测温、验码。

文明提示
1. 步道内禁止带宠物和垂

钓；

2.非机动车、电瓶车等禁止
进入；

3.步道周边无停车条件，建
议绿色出行散。

（来源：上海发布）

■ 修缮加固之后的长廊砖柱外观仍和昔日一样

■ 格致楼内保留的原有屋梁 ■ 格致楼屋脊的飞檐翘角

便民小贴士

■ 航拍华东政法大学校园滨江段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文

本报记者 王 凯 \摄

■ 思孟园绕着双喜藤的拱形花架别具一格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春可赏樱的法剧场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 银杏院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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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苏州河步道华政段正式向市民开

放，若沿着河岸一路走来，一边是秋日里水波
荡漾的苏州河，一边是红砖灰瓦可以亲近的

百年历史建筑———华东政法大学的格致楼、
怀施堂（韬奋楼）、圣约翰中学校长楼等等，皆

在绿树掩映中的不远处，举目即可望见。
踏入苏州河“臂弯”里的华政园，恍若一步

踏入了 19世纪后半叶“梵皇渡路”上的圣约翰

大学，跨越 3个世纪的“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
群”在 2018年完成了首幢老楼“格致楼”的文

保修缮工程，环绕着格致楼的“苏河湾突出部
分”的建筑群落修缮工作将在明年年底完成。

飞檐飞起来
格致楼是圣约翰大学的早期建筑之一，

落成于 1899年 7月 19日，迄今已有 122年
历史。它是一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房屋，建筑面

积约 1898平方米，一、二层为物理和化学实
验室、教室、博物馆、神学及医学教室，三层曾

为学生宿舍，后用作医科课室及解剖室。这里
是当时中国所有院校中第一座专门教授自然

科学课程的校舍。
据负责修缮工程的上海住总集团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吴振邦介绍，进行了两
年的格致楼修缮工程遵循“恢复原貌、修旧如

故”，使格致楼成为圣约翰大学历史建筑群里
首例完全按照文物保护法“不改变文物原状”

原则进行修缮复原的典型实例，这也为今后
历史建筑群的保护，特别是校园内历史建筑

的修缮保护工作提供了借鉴。
回望格致楼的修缮工程，并不是一帆风

顺，由于历史的原因，楼的原始图纸一张未能
找到，相关文字记录也微乎其微。施工方仅从

出版物和网络上搜集到了少量的历史照片。
正是这些照片对了解格致楼的建筑风貌的变

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格致楼的基本

建筑风格是西式外廊

式与传统中式屋顶两
种建筑风格的叠加，

使人能够一窥中西文
化与艺术交融下中国

近代大学校园的特殊
魅力。”吴振邦说，但

是，刚刚接手修缮时，

楼的一至三层的西式
外廊均被封堵，中国

传 统 建 筑 檐 部 形
式———高翘的飞檐已

不见踪影，成为修缮
中的一大难点。好在

书籍中的老照片和校
园内同时期的老建筑

可以作为参考，建筑
师制作了多款不同形

式的飞檐，按照 1 ∶1

样板建模，实物对照

照片细调角度。再经
由专家确定，最终建

成与其同时期建筑怀
施堂（韬奋楼）相似的

屋角形式，恢复了屋
脊飞檐翘角，格致楼

的“翅膀”才又重新
“飞”了起来。

经此，吴振邦悟
到，格致楼的飞檐貌

似取自中国传统，其
实并不然，传统的飞

檐靠的是建筑内部的檩条支撑，而当年的西方建筑师只

知其表不知其里，“因此格致楼的飞檐是用木架子加上
去的，所以才能在日后被轻易去掉，而不影响整幢建筑

的结构。”

中庭不恢复
如何解决二三层的外廊被封堵的问题？现代的建

筑师们就想了个办法，在窗户外参照毗邻的怀施堂的样

式和做法，加上了实木栅栏，昭示这里曾经是阳光通透
的外廊。

由于 1909年，电力才通入校园，大楼初建时还无灯
光照明。所以格致楼的屋顶呈 U字形，U中部装有玻璃

天窗，可以采纳自然光。也就是说，格致楼最初是合围

形式，在建筑中间，从底楼到顶楼是贯通的，现在学校用
来展示的空间就是始建之初的中庭，百年前的学生们围

坐于此，享受着阳光的抚慰，发奋苦读。“我认为是第二
次修复的时候，中庭便与外廊二三层同期封堵起来了，

多出来的空间分隔成了办公用房，室内格局

做了较大的调整，只能说明当时圣约翰大学
的学生数量激增，教学用地已经非常紧张。当

时的校园里还有一个圣约翰中学，是为自己
的大学准备预科生的。”吴振邦说。如今，楼中

室内正中间的位置支起的两根细柱已经保留
了几十年，一方面，使进入其中的人，领会此

地曾经的用途，另一方面，百年建筑若再大动

干戈还需谨慎。
格致楼内的楼梯扶手如今也还保持着当

年的模样。沿梯而上直至顶层，秋日的阳光在
地板上投下金灿灿的影子，钟声阵阵从不远

处传来，那是毗邻格致楼的怀施堂上的大钟
在提醒人们光阴的脚步。

墙面重呼吸
吴振邦提到，修缮格致楼的另一个难题

在于，历史上，格致楼传统的清水砖墙被红色

和灰色涂料覆盖。这是一种对外立面墙“描
画”的维修处理手法，即对老墙表面粉刷和涂

料后，以涂料画缝的方式做出砖缝效果。但由
于涂料本身透气性较差，阻碍了原有砖体的

“呼吸”，在长期自然侵蚀下，容易导致表面粉

刷起壳、涂料脱落，局部修补痕迹明显，外立
面感官失真。针对这个问题，在修复小样得到

文物局专家认可后，经过一系列脱漆、清洗、
打磨、修补、划缝、勾缝、增强、憎水等传统工

序，修复了清水墙，让墙面重新顺畅“呼吸”。
修缮工程队进场时的第一眼，吴振邦就

看到环绕格致楼四面的拱券大部分的砖柱都
有了裂缝，当时用钢结构包裹做了加固。修缮

之后，则在砖柱中加入了钢筋混凝土材料以
起到支撑作用，外表完全看不出骨骼的置换

情况。
若再瞧得仔细些，会发现格致楼建筑下部

有一个个圆形的透气孔，吴振邦告诉记者，这
就是为什么这栋建筑
百余年来濒苏州河而

居，却难得不是特别
潮湿的原因，正是拥

有了一个架空层，有
了透气孔，让一楼的

地板并不直接接触潮
湿的地面，“这次修缮

也充分利用了当时的

设计。上海许多地方
因为地面沉降已经无

法看见这样的排气
孔，格致楼属于保护

得比较完整的。”

抬高近一米
紧邻着格致楼的

怀施堂（韬奋楼）是学校

里最老的建筑之一，这
座建于 1894年的四合

院建筑，面积达 5061

平方米，是修缮格致

楼时的重要参照。

怀施堂的
设计保存中国

传统建筑特点，两

层砖木结构，墙体

以青砖为主，配以局

部红砖线条和拱券，
歇山屋顶上配以传统

的蝴蝶瓦，口字形或
四合院平面布局，墙

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
拱外廊国土，屋顶四角皆为曲线型（1959年大修时改为

直线型）。正面有一塔楼，后安置了一口大钟，成为钟楼。
时任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曾对怀施堂的设计有如

下说明：“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
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型。实由约大

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
位于整个华政步道最突出位置的是圣约翰中学校

长楼，这幢线条简洁明快的美式建筑恰恰也位于整个地

块地势最低的位置，吴振邦说，它的修缮特点与难点在
于将它水平整体抬高了 930毫米，“因为不远处的防汛

墙不断抬高，若不去修缮，它的整个一层几乎就是泡在
水中，难以维继。”

吴振邦说，在他的个体经验里，如今静静伫立在华
政校园里的这些历史建筑，是当时中西“混搭”建筑风格

的开创与探索之作，正是从它们开始，中国大地上的建
筑开始慢慢地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包括如今的杨浦图书

馆、北大校园中的建筑都是发轫于此。

■ 小巧精致的獬豸园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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