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见

新民网：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年 月  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钱 卫 视觉设计∶戚黎明

不舍昼夜的外白渡桥、文艺复兴风格

的外滩27号、装饰艺术派的和平饭店、十

里洋场的南京路、姹紫嫣红的黄河路、弄堂

毗连鱼肆排档的进贤路、牯岭路——《繁

花》开场的方圆二三公里，在上海市域而言

不过一隅之地，却在屏幕内外展现出万花

筒般的魅力。20世纪90年代，它们又经历

了上海的新一轮城市化浪涌，再次幻化出

海派空间的迷人魔力。

城市空间风格与机理的流变

从古至今有许多世界名城，它们都有

着独特的空间艺术风格：雅典的神庙柱式

是西方语境中“秩序”的前身，也是相关城

市的独特标志；古罗马的巴西利卡成为以

市政厅为首的西方世俗公共空间的原型；

拜占庭的希腊十字教堂和巴黎的拉丁十字

教堂在中世纪分别象征着东、西罗马帝国

的政教权威，这两者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

大教堂的结合又成为文艺复兴的“报春

花”；20世纪20年代，德绍包豪斯校舍将

“流动空间”抽象为一种设计风格引发轰

动；而明清时期的江南，已将类似的空间手

法诗意地运用于园林和城市；包豪斯校舍

落成前一年，巴黎世博会推出的装饰艺术

派，数年间就风靡全球，又于二战后快速沉

寂，至20世纪60年代再次复兴……

反观上海，上述风格样式都能找到案

例，但又非上海所独有。如此，上海的海派

空间风格该如何把握？在意会之外又该如

何言说？其实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世界范

围内的城市空间风格已开始不可逆地摆脱

形制化样式的桎梏，难以像古典建筑那样

“纯正”和易于“按图索骥”。但城市始终是

社会力量投入空间生产的成果，因此，城市

空间“流派”的建构仍然遵循社会力量机

理。探究“城市上海”空间生产的动因，是

研究者书写海派空间文本的认知基础，也

有助读者免于乱花迷眼。

城市化进程与空间风格韧性

大都市往往都有清晰的中轴线以规制

总体格局，如北京、广州、巴黎、华盛顿等。

然而位于浦西的近代上海城区却是例外。

进一步观察路网形态，外滩周边的街区尚

显方正规整，西进仅约1.5公里越过今西藏

路一线后，即变得难言合理：一方面许多

“填浜筑路”而成的“小马路”起止随意，蜿

蜒交错；另一方面诸多干道在远离外滩后

仍保持与外滩岸线相似走势，却与真正的

南北朝向有较大偏转。再进一步比对近代

上海不同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出，城区范围

快速扩张的同时却长期延续着“一城多府”

的治理格局和大片“越界筑路区”。

近代上海独特的城市化进程，衍生出

如魔方般多面多彩的空间气质。老城厢及

过去的南市区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江南水

乡的空间尺度和肌理；公共租界的中央区

和西区（原英租界）是近代城市上海的起源

地和核心部分，其中的外滩至今仍是上海

最富盛名的“第一名片”；法租界起步于英

租界和老城厢之间，向西延伸至徐家汇，享

乐和文艺气氛浓厚；公共租界的北区和东

区曾是原美租界，但实际上美国人一直不

多，大部分区域被日本人占据，氛围相对内

敛；相较于各自为政的华界或租界，越界筑

路区则涉及更为复杂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随着上述五大类空间扩散渗透，加之

越界筑路多为仓促之举，以及经历了西方

建筑学的逐步登陆和建筑潮流从新古典主

义向装饰艺术派的转向，近代上海仿佛一

只独特的“魔方”不断翻转，每一面都演化

为驳杂跃动的马赛克拼花，“街区”则成为

最适合人们直观体验海派城市空间特质的

对象，是“建筑阅读”的“上下文”。更耐人

寻味的，一是空间魔方变幻活络又紧密嵌

固，混搭相处又各自“拎得清”；二是空间风

貌的多样化往往并非源于业主或建筑师的

故土，许多身处上海的外侨在置业时选择

了各种“第三地”的样式，如外滩27号与和

平饭店，分别由英商怡和洋行、维克多 ·沙

逊投资，英商思九生洋行、公和洋行设计，

但皆未采用传统英式风格或中式风格，而

是采用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风格与源于

法国盛行于纽约的摩天大楼装饰艺术派。

相对窄小亲切的尺度，蜿蜒变化的线

形，于“路”而言不是最优方案，于“街”而言

则常常充满活力与趣味。同时，近代街区

的市政体系具有架构稳定性，不易大举颠

覆。只要路网框架形态存续，建筑单体乃

至街坊的置换都不会导致街区“转基因”。

实践表明，即使再次经历了城市高速建设

阶段，建筑物“平均身高”大幅增加，但海派

街区的总体“质感”并未被涂改反而得以焕

新，因其本身就是新陈代谢的生态系统而

非僵化的舞台标本。

难以复刻的戏剧化空间风格

近年流行的CityWalk潮流和电视剧

《繁花》对空间风格的展示，仿佛两只蝴蝶

飞进上海的窗口。不可否认，这两种“都市

品”虽是舶来品，但都是上海对标的全球城

市的舶来品，蕴含着深刻的规律启示。那

就是在城市已成为国际竞争主角的当代，

城市品牌是竞争力的核心部分。

如果说上海地区在近代的城市化主要

源于地缘条件，那么30年前上海再次逐浪

潮头的背后，相信很大程度上已有城市品

牌效应的考虑。回顾时空，面对竞争激烈

的全球市场，城市乃至国家品牌的塑造早

已风生水起。前文提及的包豪斯，源于

1907年成立，致力于提升“德国制造”竞争

力的德意志制造联盟；感受到德国压力的

法国克服一战后的困顿，于1925年举办巴

黎世博会催生装饰艺术派风格，巴黎四大

老牌百货公司都设计了新颖的展馆；艺术

装饰派进入美国后迅速衍生出芝加哥、纽

约、迈阿密、好莱坞等多地的流派；20世纪

70年代伦敦兴起LondonWalks，城市空间

进一步“润物无声”；之后电视网络及互联

网的兴起，又为城市品牌建设提供了新的

虚拟载体。

上述种种的城市品牌活动也都发生在

空间之中，或以空间为素材，因为城市的本

质就是容纳和激发城市生活的空间。从雅

典的卫城到罗马的广场，从威尼斯的水城

到圣托里尼的天街，从巴塞罗那的棋盘网

格到巴黎的放射路网，戏剧化的空间本身

就是最可沉浸体验城市品牌的场域。但戏

剧化的城市空间又像妙手偶得的文章难以

复刻。上海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且自带

可遇不可求的空间魔方。深刻的城市更

新，基于深刻的城市规律认知；把握城市更

新，始于把握可遇不可求的城市空间风

格。以海派空间风格彰显海派城市品格，

以海派城市品格塑造海派城市品牌，这是

值得深思的时代命题。

万花筒里看上海 海派空间转“魔方”

回溯两三甲子，上海地区

完成了向“近代城市”的跃迁，

并展现出国际化大都市的魅

力。如今，上海再度成为全球
化的“桥头堡”，虽未陷入全球
化过程中常见的“千城一面”，
但仍需面对一些有趣的空间迷
思：一座城市的空间何以成就
风格，空间风格之于一座城市
又有怎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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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路179号 ▲武康路街景▲马勒别墅、友谊会堂、上海商城分别属于三个不同时期 ▲中山东一路18号（和平饭店南楼）

▲老城厢文庙片区

▲徐汇公学与徐家汇大教堂组团

▲张园（威海路588弄）

▲作者手绘永安百货

▲20世纪90年代初，建设中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

▲上海里弄式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