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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体多商住两用
“骑楼”底层骑廊是公共人行空

间，相当于欧洲的“拱廊”，可以遮蔽

风雨、炎阳照射，形成凉爽环境，适

应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环境气候条

件。同时骑廊也是室内外的过渡空

间，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在此交会，

充分体现城市管理的“智慧”。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副教授、建筑遗产保护学者张鹏介

绍，骑楼这一建筑类型是西方沿街排

屋在南亚、东南亚适应地方气候后所

衍生的，自东南亚地区逐步影响到我

国海南、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

区。骑楼的楼体多为2至3层临街商

住两用的排屋构成，功能上往往是前

店后居、下店上居；风格上骑楼的外

立面多采用巴洛克、新古典等西洋样

式，而后屋则常延续地方民居特征而

呈现出了多样的形态，例如福建地区

常见的手巾寮和海南、广东地区的竹

筒屋。由于骑楼多为“商住两用”，在

门面有限的情况下，用于住的部分大

多纵深较长，会通过插入的院落获得

通风和采光。

见证历史的变迁
金陵东路骑楼街是1860年筑

路于上海法租界的一条重要的马

路，它见证了上海在不同历史阶段

的变迁。这里最早聚集了从广东和

福建等地来上海发展的商人，南国

特色的建筑也由此带来了上海。从

地理位置来看，上海可能是骑楼出

现最北的城市，与广东等地的“原

生”骑楼很不一样的是，这里的“后

屋”空间大多没有了普通民居的功

能，多为纯商铺。结构也从传统砖

木结构逐渐演变为西式砖木到现代

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的外立面

风格则多采用更地道的新古典主义

和艺术装饰派风格，与东南沿海的

骑楼建筑具有较大差异。

很多上海人对于金陵东路的市

井记忆更多地与乐器一条街、曹素

功和老字号德兴馆等元素联系在一

起。或是在这里买过人生第一把吉

他，或是记忆中墨汁的芳香，又或是

本帮老字号的一碗爆鱼面……这两

年，随着金陵东路启动旧改，周边居

民、商铺陆续搬离，腾挪出的空间也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上海唯一的

骑楼街要被拆除的“小道消息”时不

时就会在坊间流传。人去楼空之

后，162岁骑楼街又该何去何从？

有保护也有更新
独一无二的骑楼街已成为金陵

东路这条街的“基因”。张鹏认为，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首先要确

定保护底线——要搞清楚我们希望

延续的“基因”是什么？一方面，具

有保护身份的文物建筑、优秀历史

建筑的要严格按照法规把建筑原汁

原味地留下来，建筑的保护、改建要

符合风貌区相关要求；另一方面，骑

楼的空间、尺度、界面和连续性也应

得到保护。从街区和建筑两个尺度

延续特征，保持金陵东路这条历史

道路的真实性。同时，我们生活的

城市也在不断发展当中，在满足保

护要求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具体情

况，用留、改、拆、添的不同方式实现

街区的有机更新。例如可在保留骑

楼建筑原型的基础上引入新材料、

新结构，甚至新骑楼风格来实现街

区特征的延续和与当代城市环境、

功能需求的整合。

同时，记者也发现，来自黄浦区

规划资源局的信息显示，金陵东路

作为上海唯一的骑楼风貌保护道

路，沿线的历史建筑将在保留、保护

的基础上得到更新和利用。骑楼街

并不会被拆除，根据规划，未来骑楼

街在设计上维持原有的下部空间和

车道的宽度，并将提升业态能级，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增加骑楼空间。

目前，金陵东路两侧地块征收

工作已经完成，沿线大部分更新项

目土地已经完成出让，相关手续完

成后改建工程即可开工。未来，162

岁的金陵东路将打造成为一条兼具

繁华、共享与活力的骑楼特色历史

风貌商业街。

本报记者 解敏

162岁金陵东路两侧的地块征收已完成 沿线历史建筑将保留

申城唯一骑楼街期待华丽转身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日，

记者从2022龙华妙谈会获悉，国家

级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项目“上海龙

华庙会”有望回归，来自多领域的专

家对龙华庙会的保护、传承、活化与

传播建言献策。

庙会本是农业文明时代重要宗

教、社交、文化和经济活动，是中国

民间最热闹的岁时风俗和宗教生

活，一般在农历新年、元宵节等节日

举行。“依托龙华寺，龙华庙会成为

上海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庙会。”上海

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

智良介绍，由龙华寺塔、龙华烈士陵

园、原龙华兵工厂等共同构成的龙

华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承载着江

南文化、海派文化与红色文化的丰

厚内涵，互通相融，和合共生，构成

“开放、创新、包容”上海城市品格的

最佳案例。上海非遗保护专家委员

会副主任陈勤建表示，龙华庙是国

家级物质文化遗产，龙华民俗庙会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互

为依托，为国家级双遗产。传承保

护从遗产经济学视角切入，是最好

的选择。“龙华民俗庙会进入国家非

遗，传承是必须的，需要在传统与现

代融合中重建。”陈勤建说。

如何营造和重塑龙华庙会？苏

智良认为，深入挖掘龙华庙会文化所

蕴含的优秀传统、人文精神，充分利

用龙华的自然风景、人文景观、文物

建筑等进行营建，庙会设计、街区布

局、经营管理和服务环节等方面融合

本地文化、传统工艺、民俗礼仪、风土

人情和现代时尚，相信龙华庙会定能

再现繁华与风采。“今天，民众对龙华

庙会期待的是其洗尽铅华后所沉淀

出的文化符号意味，也是其作为传统

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因为这正

是当下社会与都市‘稀缺资源’之

一。”陈勤建指出，首要任务是为庙会

寻找并塑造具有吸引力的核心意

象，换言之，要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民

众对龙华庙会的“品牌联想”。

如今，非遗民俗类庙会正面临

发展瓶颈，亟待打开新思路、注入新

智慧、凝聚新共识。“乡土社会的庙

会是凝聚地方社会团结的机关，是

地方社会的活力所在，更是撬动地

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中

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

张青仁表示，有关部门要积极利用

新媒体技术，在网络空间这一更大

范围场域中，讲好庙会传统的中国

故事，提升庙会影响力。大力引进

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多样性现代庙

会文创产品，提升庙会传统的经济

价值，将庙会打造成地方社会重要

文化资源。

梦幻心愿桥场景视觉艺术、沙

滩寻宝、亲子收割、稻田绘、露营节、

惠南乡村IP人物巡游……昨天，

2022年惠南镇丰收节在惠南镇奥

运冠军村海沈村正式开幕。本次惠

南镇农民丰收节及秸秆节以“庆丰

收、迎盛会、惠南野有趣”为主题，展

示乡村振兴成果，呈现新时代下新

乡村的新面貌，与游客一起庆祝丰

收、喜迎盛会，开启乡村新玩法。

沪乡文化新式体验
会上举办了“惠南企业看未来

乡”沙龙、合作伙伴签约仪式，希望

吸引更多有志参与乡村振兴的人投

身于全域旅游视野下的乡村振兴和

城市更新进程，聚焦精品文旅IP的

挖掘、整合和转化，共同助力乡村振

兴与发展。其中，主要包括：开启乡

村新玩法。据悉，惠南镇沉浸式沪

乡体验系统“海沈奇迹”小程序上

线。该系统以故事任务为线索，指

引访客一起沉浸式打卡游沪乡，同

时挖掘惠南镇的特色沪乡人文，让

趣味和科普融合。它的设计灵感源

自惠南镇远东、海沈、桥北三村，采用

桥北村大治河边滋养的橘子、远东村

的水稻与水蜜桃、海沈村的奥运骑行

形象海小天等特色元素的“未来乡

的伙伴们”表情包也同步上线。

在海沈沪乡空间举办的《“上海

骑迹”自行车文化展》，展出了收藏

家龚治伟收藏的10辆自行车精品，

有英国上世纪30年代“劳斯莱斯”

古董自行车，及永久、凤凰自行车的

珍稀款式，还将特别展出奥运冠军

钟天使训练时使用过的自行车。

乡村也有网红地标
近年来，惠南镇紧扣浦东乡村

振兴“十四五”规划赋予的定位，推

动区镇、镇镇、镇村、村村多重联动，

敢当、抢当乡村振兴中部示范带的

主战场，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

民更富，使惠南乡村成为美丽浦东

的靓丽底色和“塑造惠南、激活惠

南、点亮惠南”的重要基石。

海沈村成功入选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在上海市第三批乡村振兴示

范村建设评审中成功夺魁，桥北村、

远东村成功创建上海市美丽乡村，

并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上海市乡村振

兴示范村建设，“乡匠海沈”“治美桥

北”“怡然远东”品牌逐步打响，海沈

十二工坊等成为网红打卡点，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海沈、桥北、远东“三

村联动”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不断

引领全镇全域乡村振兴。

同时，惠南镇深化领导干部挂

钩联系企业制度，走访了解各类市

场主体在融资、引才、招工、降本、创

新、转型、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实

际需求，全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由惠南镇经发办牵头，通

过梳理一揽子政策措施，《惠南镇助

企纾困申请手册》已编撰完成，将为

全镇企业讲清政策、理清头绪、明确

路径，让政策效应尽快凸显。

记者了解到，国庆期间，海沈

村还将有梦幻心愿桥场景视觉艺

术、沙滩寻宝、亲子收割、稻田绘、

露营节、惠南乡村IP人物巡游等精

彩活动。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龙华民俗庙会有望回归
如何打响国家级非遗品牌？专家建议既要传承也要创新

因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昨天中午以后，申城风力就开

始增大。今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19℃，郊区在16℃-

17℃，街头行走的路人几乎都穿起了长袖。

杨建正 摄影报道

秋来
添衣

金陵东路，上世纪
90年代曾与南京东路、
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并
称为“上海四大商业
街”。东起中山东一路
外滩，西至西藏中路
的金陵东路是上海唯
一的骑楼街，上楼下
廊的骑楼在道路两
边林立，绵延1.5公
里，风貌独特。

■ 金陵东路骑楼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