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静安区威海路上的张园，是上海现存规
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筑风格最丰富的石库门建
筑群，被称为“海上第一名园”。百年前，上海第一
盏电灯在这里亮起，第一个室外照相馆在这里开
张、第一场话剧在这里上演……
去年9月，静安区启动张园的保护性修缮。

到今年9月底，张园西区17幢历史建筑的修缮基
本完成，即将开门迎客。今天上午，跟随张园西区
修缮项目设计师沈晓明，记者提前探访这一传奇
石库门建筑群。沈晓明告诉记者，从清末上海首
屈一指的市民花园，到近代豪宅云集的高档社区，
再到“72家房客”时期，如今全新亮相的张园西区，
将重新回归公共服务属性，成为完全开放的市民
空间。时隔百年之后，张园历史走完了一个轮回。

▲ 花砖与栏杆

▼灰色水泥辅以红色清水砖的外墙保留独特的历史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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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西区17幢历史建筑修缮基本完成,即将开门迎客

修缮一新 百年张园还是老样子

■ 张园外立面细部，“高保真”地还原了百年前的工艺■ 精美的金属门把手

走进精心修缮的张园西区，最直观的感受

是，原本杂乱无章、逼仄拥挤的石库门弄堂变得

豁然开朗，那些原本半遮半掩，被各种搭建、隔断

所遮挡的石库门老建筑，终于以完整姿态展现在

世人面前。张园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城市生活市

井弄堂的烟火气将再度展现张园“历史、建筑、生

活”之美。

沈晓明告诉记者，张园历史街区，是上海现

存最具多样性、代表性、艺术性的石库门建筑群，

堪称一座活着的“石库门博物馆”。其建筑形态

包括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里弄公馆、花园洋

房，类型多样，中西合璧，可以说每一栋建筑都是

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体现出当年设计者与房屋主

人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与巧思。因此本次修缮的

原则，就是在完全保留张园历史建筑和历史肌

理的基础上，重塑功能、重现风貌、实现全新的开

放共享。

如何让建筑在修缮后原汁原味地还原历史

风貌，又达到今日使用所需的健康状态，是保护

性修缮最大的难点，也是张园修缮项目最大的亮

点。在探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从一砖一瓦一门

一窗，到老建筑群墙壁上那些斑驳痕迹，以及屋

内原本的布局，甚至每一块特殊花纹的地砖，修

缮团队都尽量予以保留或还原。“这些老宅就像

是老人，那些岁月留下的印迹正是它们的魅力所

在，每一个细节，背后都可能是一段历史。”沈晓

明说，修缮工作的重点，就是保留这些细节，让它

们用无声的方式讲述故事。与此同时，也要对建

筑内部已经老化的结构进行必要的修缮或重

置。由于东北侧地下还有三条地铁线的换乘项

目，也必须对这些历史建筑进行基础预加固。

张园这座“石库门博物馆”里，西区的“镇馆

之宝”就是此次修缮中保护等级最高的建筑“张

园77号”。该建筑高三层，呈左右对称的狭长形，

中间还有一座绿色盔顶的阁楼。历史上，这里就

是张园规模最大、装饰最精美的里弄公馆，后作

为静安置业的办公地。2015年，“张园77号”成

为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达到了二类保护

等级。

精致的雕花木窗、进口洋松木扶手、绿色釉

面砖壁炉……这些细节无不诉说着这栋建筑建

造时的用料之考究、工艺之精湛。昔日隐没于市

井弄堂，如今再度惊艳亮相，背后的艰辛不言而

喻。沈晓明告诉记者，就以地面上的花纹地砖为

例，在修缮过程中许多地砖都已经损坏了，只能

根据原版的式样，“复刻”出一批使用。如今若是

仔细查看地面，还是能从老化痕迹中发现新旧地

砖的“分界线”，这样的细节数不胜数。

修缮前的张园，市井气息是其最大的魅力，

如今居民们都搬走了，离开了弄堂生活的张园是

否能魅力依旧？沈晓明觉得，张园作为城市建

筑，在每个时期的历史使命都不同。它最初的形

态，就是为市民服务的开放式花园，后来成为了

各类居住建筑云集之所，开始逐渐强化私密性。

1949年后大量市民搬入，打破了原有的格局，也

赋予其弄堂文化的独特魅力。如今的张园迎来

新的使命，重新回归开放式公共空间。历经百年

变迁，张园又站在了“历史保护、城市更新、文化

传承、市民共享”的新起点。

不久后，张园西区即将开放，沿泰兴路区域

主选方向规划了顶奢品牌新业态，沿茂名路区

域，将主要以艺术、轻奢、高定及潮牌为方向。可

以期待，“完全版”的张园将成为上海又一张亮眼

的城市名片，市民可以在一座“活着的”石库门街

区休闲、散步、购物，阅读建筑，感知城市。“上海

这样的建筑以后会越来越多，在满足市民生活需

求的同时，让人感受上海城市文化，用那些沧桑、

斑驳的印迹，展现历史真实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文
本报记者 周 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