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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房子既“好看”又“好住”

“驼背”墙壁里撑起钢筋

榫卯“工艺品”蕴含匠心

今年夏天，百年恒丰里——山阴路

57弄1—24号，动了一场“大手术”。

一开始，住在里头的居民王秀玉还

有点后知后觉，“没感觉到斜，就是墙面

有点开裂”；而经常走街串巷的居委会

干部、前来调研的人大代表已经发现异

样：“这排房子好像有点‘驼背’了！”

经过专业勘查，确认这片外墙受长

期风化、自然沉降等影响，发生了倾

斜。虹口区主管部门、四川北路街道相

关职能部门等多方协同，围绕修缮意

愿、具体方案等开展多轮意见征询，启

动应急抢修。

这排房屋的公房产权隶属虹房集

团，由上海川北物业有限公司代为管

理。川北物业工程部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这些房屋原本都是砖木结构，最终

由专业机构定下的修缮方案是：用钢

筋、钢丝网包裹墙面，将房子整个撑

住。”除了加固墙体，川北街道、虹房集

团等考虑到居民实际生活情况，决定将

室内吊顶、地板翻新、公共厨房改建等

也加入到这次工程中。

但问题也随之产生：修缮期间，部

分居民需要转移，如何安置？家具需要

搬离，谁来帮忙挪动？山一居委主任刘

艳说，为此，居委会干部、志愿者、施工

方等都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帮助独居

老人找了底楼短租房，为临近高考的学

生安排了学校周边安静的临时住所。

志愿者们帮忙搬场，居委会提供场地，

物件都用油布打包放好……”

10月，王秀玉带着记者走进她焕

然一新的家。楼梯半腰处的墙面上，有

一块约碗口粗的钢筋，浅浅凸出墙面。

“它是这次新加的，房子更牢固结实

了。”王秀玉说，钢筋的其余部分都被藏

进了墙面、天花板吊顶里，不影响生活

与美观。

“这次相当于帮我们里里外外都重

新装修过了。”王秀玉高兴地一一介

绍，厨房与卫生间新铺了瓷砖、地砖，

室内安装了复合地板，防水重做、水管

换新，彻底解决了以前的渗水问题。

而大修后最让她欣喜的，是终于能用

淋浴器洗上热水澡了。“以前我都是烧

了水端到厕所擦身，这次我们自己出

材料费，请施工队帮忙接了水管。这本

来不在修缮范围内，但他们二话不说就

答应了……”她笑道，“洗澡很舒服呀！”

除了里弄房屋整体修缮外，更换门

窗、调整锁头等日常的“小修小补”也少

不了。在山阴路这一带，川北物业的

“马师傅”可谓无人不晓。有什么物件

要修，大家都习惯找他。

“马师傅”名叫马家乐，是一名木

匠。他的工作室大约10平方米，一张

木制工作台占据了大半个空间，马师傅

用上海话称之为“作凳”。桌面堆满各

式各样的刨子、凿刀、锤子，许多工具看

起来相似，其实各有功能：有的能刨出

雨水槽，有的用来雕琢装饰花纹……

“作凳”背后，不同木材靠墙堆放，还有

正修了一半的木窗。

对于历史建筑，马师傅有一套自己

的“修缮法”——划线、打眼、开绳，再小

心拼接……他坚持使用榫卯工艺，像对

待工艺品一样精细制作。“我们不用一

点钉子与胶水，因为钉子碰到雨水后很

容易腐烂，肯定是榫卯结构更好。”

马师傅说，居民每天开关的木头门

窗是损坏率最高的物件。而最费功夫

的，当数修地板。“老房子的地板，掀起

来底下有70厘米左右深的空间，我们

叫它‘地笼地板’，每次都要把地板拆下

来，人钻进去修。”马师傅说，有些木头

看起来外表完好，但掀开一看，里面已

经腐烂了，“所以修地板都习惯上午就

开工，生怕工期拖到第二天，影响居民

正常生活”。

这两年，马师傅已经退休，但还是放

不下手头的工作，经常带着团队同事在

里弄巡查房屋安全隐患。“我刚学木工

时，师傅就告诉我，做这一行脏、累、烦

琐。等我真正工作后，发现确实如此。”马

师傅也有些担忧，“以前我们团队有几十

人，现在退休的退休、离职的离职，而愿

意学习木工手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四川北路、山阴路、甜爱路街角，去

年开放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以下简称“内山书局”）已是炙手可热

的文化新地标。但可能许多人不知道，

这座书局楼上还住着20户人家。

王明明的家，就在店招上方。“住老

房子的人有不少盼征收，我反而看中

这里不能拆。我在山阴路附近住惯

了，不想去郊区，就想离孩子近一点。”

这位73岁的老人笑眯眯地推开窗，

“他们都说，我这间屋子视野最开阔，

是‘景观房’。”

去年，随着内山书局的焕新，其所

在的千爱里也做了整体修缮。“窗户重

新做过了，窗框周围还贴上了鹅卵石，

恢复老底子。”王明明和弄堂里的老人

聊天时，一些更年长的居民告诉他，原

先外墙就是这个模样。

“其实光是内山书局这一栋楼里，

房屋产权性质就五花八门。”山二居民

区书记徐萍坦言，一开始部分居民认为

修缮改建工程对生活造成了困扰而心

有顾虑，“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听取他们

的诉求，协调施工时间，在修缮过程中

还为居民解决了漏水等‘旧疾’，最终获

得了认可。”

上海明悦建筑设计事务所负责内

山书局、木刻讲习所等项目的设计修

缮。总设计师沈晓明告诉记者，原本散

乱在建筑外立面的是晾衣架、空调外

机、雨篷等。在设计过程中，沈晓明团

队与居民不断沟通，不会单纯为了“外

墙好看”而罔顾居民的实际生活需求，

将这些物件统统拆除，而是在恢复、维

护历史风貌的同时，更巧妙地融入现代

功能——空调外机统一移位到里弄另

一侧；配合拱形窗户，雨篷也设计为拱

形，规制统一；雨篷下有固定的晾衣杆，

窗户两边还有伸缩式晾衣架，平时收拢

起来并不起眼，要晒被子等大物件时则

可放下杆子、向外展开……

木刻讲习所旧址所在的沙逊群楼，

也有居民居住。沈晓明回忆，修缮前，

楼梯间自行车东一辆西一辆，大门口是

密密麻麻的管线。“如今，管线做了局部

落地，楼栋前的小院子经过重新整理

后，成为居民小憩的花园，一旁还增设

了自行车车棚与非机动车充电装置。”

沈晓明认为，历史建筑的修缮也

好、文化项目的建设也好，都应与老百

姓切身利益相结合。“与老百姓讲清楚，

这是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同时又能帮

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那么老百姓也是

愿意支持的。”

修一栋建筑美化一个街口

在沈晓明看来，上海的历史建筑分

为以下几类：第一界面历史建筑，位于

城市道路沿街面，这是人们在快速交通

中不用下车就能看到的城市景观；第二

界面历史建筑，位于河流、广场、绿化等

公共空间周边，人们在漫步、停留、休憩

中感受城市风貌；第三界面历史建筑，

是街巷弄院等内部环境。“内山书局就

属于第一界面。因此，在建筑修缮的同

时，还需要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提升。”

沈晓明说。

四川北路街道管理办主任吴戬向

记者展示了一张老照片，这是内山书局

修缮前的模样：书店门口、街角处竖立

着好几根电线杆，各单位的电箱、指示牌

等林林总总，看起来颇为杂乱。“通过区

房管局、公安、街道等多部门通力合作，

现在焕然一新。修一栋建筑的同时，也

完成了对一个街口环境的综合提升。”

四川北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沈嗣全说，在里弄修缮过程中，

既要注重保持原有建筑风貌，又要提升

居住生活品质。“建成了，还要管。针对

里弄房子木结构、出入人员较多的情

况，我们配置了喷淋、水喉等消防设施，

还统一更新了弄口电子门禁、机动车道

闸、数字化监控设施等。”

红砖黛瓦，绿植葱茏，家家门口

都有盆栽花卉……百年弄堂恒丰里，

不仅建筑重新焕发活力，环境也变得

宜人可亲。

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老建筑，治疗“老年病”是一个重要的
方面。

    年起，山阴路历史风貌保护区  处优秀历史建筑、  处里弄
房屋陆续启动大面积修缮工程，涉及屋面翻修、外墙整修、道路翻修、厨
卫公共部位改造等项目，惠及居民约 .5万人。除了大规模修缮外，还
有日常的维护保养、更新利用、环境提升……

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房屋修缮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活”。在修旧如
旧、维护风貌的同时，怎样尽可能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彰显城市温度，
甚至探索综合治理新范式？这考验着城市更新的“绣花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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