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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上海艺术季所带来的热量好似为初冬的天气加了温一般，位于

中山东一路 1 号的东一美术馆也迎来了新的展览。 这座落成于

1916年的大楼，在上了年纪的上海人口中被称作“亚细亚大楼”，它

也曾经拥有过“外滩第一楼”的美誉，现在，大楼的二层正在进行“从

莫奈、博纳尔到马蒂斯———法国现代艺术大展”。

即使不参观美术馆，只要通过预约，人们也能够进入这幢历

史建筑的内部，细细观看建筑空间不经意之处留下的时间刻痕。

    修缮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针对

花岗石外墙的清洗。百余年来的日晒
雨淋嵌入石头缝间的是灰尘，而一些

人为因素留在墙面上的则是油漆与涂
料，针对不同的污染源不能简单地使

用同一种清洗剂，且清洗剂既不能偏
酸性也不能偏碱性，去污的同时，还需

要避免伤害到建筑的表面。“哪怕只

是指甲盖大小的一小块污渍，也要调
配出适合它的独特的清洗药水。”葛

虓说。
需要清洗的有大面积的外立面，

还有抵挡了百年风雨的钢窗。外滩建
筑的钢窗质量非常好，修缮时决定保

留原样，把原来钢窗上的油漆用钨钢
铲铲除。小小一扇窗花头经可透了，

形状各异的黄铜执手、铜千斤，需拆下

清洗，损坏缺失之处按原样复制。但这

样的清洗又不能洗得过分干净，多一
分就少了岁月沧桑感，少一分又无法

达到清洁要求，其中的分寸把握之微
妙，完全依赖建筑师对于历史建筑的

理解。
进入大楼内部，一仰头可以看见

平整的屋顶。空调管道、水电管道都采
用了明敷的手法坦然地暴露在人们的

视线中，因为若采用“暗敷”藏到楼板
里，对建筑的伤害更大。

“看不见的还好办，要让人看见成

为装饰的一部分，就对施工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所有的走线必须弯度一致，
横平竖直，但通常的空调管是

软的，只能在外面套上定制的

塑料管，使之美观挺直。”

    从黄浦江的对岸望向外滩充满传

奇故事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一条优雅起
伏的天际轮廓线蜿蜒在上海天空下，这

条线的起点就是亚细亚大楼。大楼的东
面沿外滩，南侧面向延安东路，两面均

有门。1916年，这栋当时还叫“麦边大

楼”的七层建筑可是上海的最高建筑。
整个大楼总体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气势雄伟，华贵

典雅，简繁相宜，
简洁中不乏堂皇

之气，是一幢难
得一见的近代西

洋建筑。该楼建
筑面积 12008平

方米，占地 1700

平方米。由马海
洋行设计，裕昌

泰营造厂施工。
马海洋行曾是上

海著名的建筑设
计事务所之一，

1907年由两名英
国工程师合伙组

建。
106 岁的亚

细 亚 大 楼 在
2019年 6月到 9

月间迎来了空置
十年之后的第一

次大规模修缮，才得以变身为如今
的东一美术馆。负责此次修缮项目

工程的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葛虓用手摩挲着建

筑坚硬的花岗石外立面，告诉记者
修房子时所费的点滴匠心。

亚细亚大楼从外观上看，横三
段纵三段的古典建筑设计手法纯

熟，横向而言，下段两层为花岗石砌

筑，装饰带有巴洛克意味；中段和上段
采用上海不多见的混凝土挂块饰面，

带有古典复兴建筑风格；三至五层凹
进部分为内阳台，六、七层又有爱奥尼

克立柱，并有弧形铸铁栏杆。东南角切
角处理使立面多变。建筑总体表现为

折衷主义风格。

入口处有巴
洛克式装饰，追

求线条的变化。
门楣则以变形的

巴洛克涡旋形图
案作为装饰。

大楼的平面
呈回字形，中有

天井（已改为中
庭），有利于通风

和采光。过道曾
用白瓷砖贴面，

地面用马赛克铺
成。

整个建筑共
有 100多个大大

小小的窗子，多

为长方形。二层
的窗顶部使用半

月形；视觉的中
心是三至七层的

中间，微微内收；
三至五层和六至七层均为高大的落地

窗和内走廊，使建筑舒展胸怀接受着
灿烂的阳光和黄浦江上飘来的清新湿

润的空气；街口、东南角采用凹面门
窗，第八层顶楼的四角也采用了凹面

式，弥补了方形建筑四角直棱过于冷
峻的缺陷，使整个建筑增加了视觉的

柔和。

建筑特色

清洗难度

    修缮老房子，也不乏惊喜。

葛虓把记者带到一楼面向外滩的窗户前，现在窗的位置，原本是一扇门。

修缮工程进行到室内清洗时， 原始石材门套线条被水泥砂浆覆盖，剥

去酥松的表层，显露出石材的本质，报请专家现场勘察后，决定将石材门套
线条全部显现出来。一个完整的花岗岩门套重见天日，线条简洁明快，带着

昔日的典雅气息。此刻的窗外，两位路人正在阳光下悠然而过，这扇门好似
联结了过去与现在。

这样的惊喜，对于历史建筑修缮又何止这一次。 “绿房子”里打开传说

中的保险柜，浦发银行穹顶剥出绚烂的壁画，上海展览中心外墙洗出淡淡
墨痕……每一次发现都仿佛将时光凝固起来，让更多的现代人能够与过去

对话，这正是修缮历史建筑的意义所在。 徐翌晟

手记记 者

惊 喜

艺术弥补
    令人倍感心痛的是，建筑内最初的马赛

克地坪被最后的租户无情铲掉。“那时候，进
门就看见灰蒙蒙一片崎岖不平的毛坯水泥

地，像条条伤痕裸露在外。”葛虓说，翻遍历
史资料图片，依稀模糊的影像中无法获取原

样修复需要的详尽信息———大小尺寸、材料
构成、成分分析。忽然，正门口的门槛下发现

残留了一条窄窄的昔日马赛克地坪，尽管斑
驳残破得几近无法辨认，但正是有了这点依

据，接下来的地坪饰面修复可以接近最初的

颜色与形状。
“骨白色的主色，黑色的镶边，现在马赛

克地坪就是这样来的。可到底要不要留下门
边的这一条原物，成为争论的话题，最后讨

论决定，尊重历史，保留痕迹。”
走过大厅，打开不起眼的边门，便是样

式古朴简单的楼梯。红缸砖铺就的台阶上刻
有细窄的菱形纹样，若不经提醒，即使弯腰

细瞧，也无法分辨到底哪块砖是后来修补
的。上海建筑装饰（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冯

蕾颇有感慨：“这里用的是雕花修，也就是把
损坏的砖换掉，而不是把整个台阶面全部撬

掉换新。为了更接近百年前红缸砖的颜色与
感觉，我们专门找到了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

蒋国兴，请他出手，要知道，蒋师傅的紫砂壶
作品可是国礼啊。”

既然找到了艺术家，那就只能按照艺术
品的标准来修台阶了。台阶在转角处还有轻

微的弧度，以及两条凸起的踏缝……这些，都
是百年前的匠心，经过时光的打磨，如今有了

艺术品的规格。于是，光调配研发材料的颜色
就花费了一个多月。一次次小窑里的炉火烧

制，一个个破碎试验品的诞生，都在考验着施

工团队，工匠精神的可贵正在于此。

转身进入一个敞亮的空间，

阳光透过屋顶的玻璃在地面上投
下了影子，此处就是葛虓认为修

缮遇到最复杂情况的天井。“修缮
前，这里装了两部电梯，四壁封闭

如铁桶一般，历年搭建了许多后
加建筑，破坏了原始建筑风格。我

们经过反复比较调研发现，原来
此处是天井，设计师根据现场窗

洞被封堵的痕迹，找来档案馆的
老图纸，复原了历史建筑的本来

面貌。”
打开窗，几近窒息的历史建

筑，终于恢复了畅快的呼吸。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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