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航标遗产”泖塔
将启动修缮补强加固

位于汉口路、江西中路、河南中路、福
州路围合地块内的一幢半围合型建筑，始
建于1914年，竣工于1922年，距今已有百
年历史。然而，当初建造过程中未按照原
定设计完成围合，留下了一个L形缺口。
今天上午，这座黄浦区160街坊内的百年
老建筑终于补上了缺口，实现了围合。
在时代的风云变迁中，这座百年老建

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象征意
义。它曾是原工部局大楼，之后成为新中
国上海市政府大楼，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这里升起，爱因斯坦也曾在这里演讲。
1989年，它被列为上海市第一批优秀历史
建筑和市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市民更习
惯称呼它为“上海老市府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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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老建筑接合处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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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围合”百年
从早期的设计图纸来看，这座建筑是

一幢四四方方、没有缺口的围合建筑，还曾

计划建一个尖顶塔楼。然而在1922年竣工

投入使用时，塔楼由于地质原因被放弃建

造。河南中路一侧及福州路转角处的一段

也没有完成建设，致使大楼在之后百年内

始终处于半围合状态，成为历史的遗憾。

对此，有专家认为这是个“未完工项目”。

2019年10月，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

综合改造项目开工，由上海地产集团下属

世博土地控股公司、外滩投资开发集团合

资的外滩老建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承建。该项目被列入上

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外滩“第二立面”

更新改造先行启动项目，占地约15280平

方米，改扩建后将形成由原工部局大楼、小

红楼、环形扩建建筑、庭院建筑、地下室共

同组成的街区尺度的围合式建筑综合体。

今天上午，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综

合改造项目结构围合仪式在项目现场举

行。随着出席仪式的领导宣布“结构围合

启动”，项目沿街新建建筑的最后一根钢梁

在工程塔吊的牵引下缓缓升起，随后放置

到位，并完成固定安装，意味着项目沿街建

筑在工程上完成结构围合，也标志着上海

老市府大楼实现围合。

新老楼“牵手”
“此次补上L形缺口，是通过新建一座

钢框架结构的环形扩建建筑，和老市府大

楼连接形成围合形态。”上海建工二建集团

项目负责人孙承介绍，由于老市府大楼已

有百年历史，如何在施工过程中保护老建

筑，成为项目部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部首先对老建筑

进行加固，最大限度地保障房屋基础的稳

定。由于建筑年份较早，老市府大楼是砌

体结构，而新建的楼是钢结构。为了实现

新老建筑的贴建且不破坏老建筑，项目部

在连接部位设置了变形缝，室内部分设置

网络地板伸缩缝覆盖。屋面为了保证景观

效果，通过建筑面找平，连接处通过统一设

计风貌保持整体一致。

“新建筑在外立面风格上将与老市府

大楼保持协调。”孙承说，新老楼部分交接

处以楼梯台阶来“牵手”。

此次围合工程是将历史建筑修缮与新

空间开发有机融合，使历史建筑“重现风

貌、重塑功能”。外滩投资集团副总裁、外滩

老建筑公司总经理朱亦锋表示：“城市是有

机生命体，应该不断更新以焕发生机。对

于老市府大楼，在重现风貌的同时，我们还

要重塑其功能。建成后的老市府大楼地上

面积42000平方米，其中，70%将用于办公，

30%将是文化和配套商业设施。同时还有

3层地下室，拥有近300个车位。围合庭院

广场将是一个公共空间，对市民开放。”

朱亦锋透露，预计2023年底将基本完

成老市府大楼的修缮建设，争取年内部分

对社会开放。

本报记者 裘颖琼

“老市府大楼”L形缺口补上了

老建筑焕发新生

位于青浦区朱家角镇张马村太阳岛的

泖塔将正式启动修缮工程。泖塔是上海地

区早期佛教建筑的重要实物遗存，也是青

浦区10处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之一。不同

于其他古塔，泖塔既是佛塔又是航标灯塔，

具有极高的历史、人文、艺术及科学价值。

唐乾符年间（874—879年），僧如海在

泖河中筑台建塔，后增殿阁，名“澄照禅

院”。塔为5层方形，是砖木结构楼阁式佛

塔，塔基边长8.63米，塔身主体高度20.6

米，总高28.2米。此塔以泖为名，源于泖

湖。古代泖湖是流经上海青浦、松江、金山

和浙江平湖的大湖荡，分为上、中、下三片，

故称“三泖”。当时，往来船只都以高耸的

泖塔为标志，夜间又以泖塔悬灯为航标。

泖塔反映了中国古建筑的特色、形制，

是研究上海地区楼阁式塔发展演变的重要

实物。1962年，泖塔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

护单位。1995年、1996年，经上海市文物管

理委员会修复，人们曾在塔顶天宫中发现3

尊明代佛像等文物。于是，泖塔成为沪上胜

景，是太阳岛旅游度假区的重要景点。1997

年，泖塔被国际航标协会宣布为“世界航标

遗产”，并被列入世界历史文物灯塔名册。

由于自然风化等原因，目前泖塔廊柱、

斗栱、檩条、塔心木等木构件受潮变形开

裂，屋面铁件锈蚀、局部瓦件脱落缺失，塔

刹铁件锈蚀，部分墙体涂料脱落，室内踏步

破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不利于文物的

保护利用。因此，青浦区文化和旅游局决

定启动泖塔修缮计划。青浦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潘勇

强表示，此次修缮将遵循不改变原有结构、

修旧如旧的原则，保护并恢复泖塔的外观

原貌并对周边环境作整治提升。具体方案

将按照原有工艺、材料对有损害的木作进

行嵌缝、加固或更换，涂抹桐油，并修补和

粉刷墙体、铺设屋面、修补戗角等。

根据文物属地化管理责任，本次泖塔

修缮的实施主体为朱家角镇人民政府。据

朱家角镇宣传委员周丽介绍，修缮资金来

源于区、镇两级财政，总预算190多万元，

其中施工直接费用153万元。“整体主要难

点在大木作承重结构修缮加固和屋面修

缮。”周丽告诉记者，塔心木是保证塔刹安

全的重要构件，现状勘察发现塔心木开裂、

虫蛀和柱脚糟朽，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

患，需要针对性地补强加固。

据悉，青浦共有281处各级不可移动

文物。借泖塔修缮契机，青浦区将在提升

保护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文化遗

产活化利用途径，充分发挥泖塔文化价值，

彰显青浦江南文化特色，为旅游发展、乡村

振兴注入更多文化内涵和新的活力，也为

青浦全面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和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本报记者 杨欢

清晨，120多岁的大梧桐树，
醒了。树干参天，枝叶舒展，真的
是老当益壮。老树不孤单，因为
这里是百岁复兴公园。
世界地球日才过，“五五购物

节”又来啦。一座城市，人与自然
如何和谐相处，经济繁荣发展与
人文传统守护能否相得益彰？百
岁复兴公园用自己的方式告诉
你：一切皆有可能。
复兴公园始建于1909年，是

国内唯一保存完整的法式园林，
也是近代上海中西方园林文化交
融的杰作。今年以来，复兴公园
最大的新闻，莫过于INS复兴公
园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打造
集电子竞技、时尚秀场、音乐派
对、沉浸式艺术、体验式新零售于
一体的文娱综合体，即将于六七
月份整体开业。有意思的是，这
个项目所在区域就是曾经大名鼎
鼎的复兴公园钱柜。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沪
上爱唱卡拉OK的潮人们，有几
个没去过复兴公园钱柜KTV？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潮流，当
电子竞技、音乐派对等带着新时
代的气息争做弄潮儿，INS项目
落户复兴公园就一点也不显得意
外。因为，114岁的复兴公园从
来都是时尚的代名词，百年间阅
尽沪上繁华，见多识广，越是高
寿，越能吐故纳新、引领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复兴公

园里的百岁梧桐那样，INS复兴
公园项目并非一枝独秀，而是“演
艺大世界消费集聚区”的一部分。
这个演艺消费集聚区，好比

一个时尚部落联盟。成员有哪
些？一位是全新亮相的大世界，
演艺空间集聚，潮流消费赋能，超
过20个剧场献上音乐剧、话剧、
脱口秀、音乐现场等年轻人喜爱
的各类演出；一位是外滩艺术中
心，立足外滩核心区位，构建融数
据中心、指数发布、艺术展示、艺
术鉴赏、学术交流、臻品拍卖、收
藏沙龙为一体的艺术综合体；还
有一位，正是INS复兴公园项目。

黄浦区全域位于上海中央活
动区，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
富，2022年下半年以来，区内文
旅重点产业每月环比增长超过两
位数。未来，文旅服务业作为高
端服务业发展体系中的重点产
业，“演艺大世界消费集聚区”塑
造品牌、推陈出新，值得期待。无
论如何，好不好、行不行，试了才
知道。所以，最潮的INS项目，百
岁复兴公园要试一试。

百年公园，当然少不了古树。数一数，复兴公园
里古树名木及后续资源共计27株——名木1株、古
树8株、后续资源18株；上海市唯一作为“名木”登记
在册的欧洲七叶树，就在这里。至于古悬铃木群落，
更是弹眼落睛。复兴公园里，一共有223株树龄在
50年以上的法国梧桐，最高龄的一株位于公园南
门口，超过120岁；有17株超过80岁，大多分布在
中央喷泉四周，形成市中心最大的悬铃木古树群。
最近一年，申城公园纷纷打开围墙，但打开方

式各不相同。复兴公园有自己的做法——围墙不
再，公园却还是公园，保持了100多年的传统格局
依然延续——站在公园外人行道上，园内花草树
木一览无遗，够通透；但要进入公园，还须通过大
门，可谓是，自然可以亲近，花草不可践踏。
如果恰巧从复兴中路大门入园，大门外，是百

年黄荆，姿态优雅；大门内，是120多岁法国梧桐，古
树参天。再往里走，悬铃木古树群的每一棵，都在讲
述复兴公园的不同凡响。而过不了多久，青春的INS

就要来啦！这些老树们会怎么想？顾工，一位守护
复兴公园多年的园林专家听到这个问题，笑了笑：
“老树们自然会说，欢迎你们，活力四射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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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年圆梦围合 新老相接填补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