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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案例 形成保护标准
出于保护的目的，曾经的“远东最大的

火力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主厂区保留原始

状态，暂时未对外开放，却并不意味着无法

被人们了解。正在毛麻仓库举行的上海杨

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

工作成果展上，一副VR眼镜就能带观众进

入如今的杨树浦发电厂电气控制室。数字

化技术一比一还原的厂区，不论是墙上的设

备仪表，还是地板、天花板的花纹细节，都能

一览无余，让人身临其境。

而附近居民熟悉的公园，包含原发电厂

的转运站楼、取水泵坑、清水池，以及煤码头

和灰码头等大量工业遗存和生产流程线索。

沧桑残破的钢铁巨构、水坑泥地在这里得到

尊重并保留，曾经的煤炭转运带变身市民游

客漫步的步道，巨大而醒目的干灰储灰罐化

身展陈空间“灰仓艺术中心”，废弃的净水池则

成了供人休憩的咖啡厅……保留建筑原始状

态的同时，新的功能带来了新的活力。

由于杨树浦发电厂的体量巨大，厂区复

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建筑和车间设备，因

此，这里的保护和改造针对每一种状况量身

定制了方案，形成了一整套文献研究、现状

调研、价值评估和保护的标准体系，成为上

海乃至全国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范例。

能保尽保 成就新的“生命”
如今杨浦滨江最“网红”的建筑中，一定

有绿之丘的身影。但看过新旧对比，很多人

都会惊讶于它原本的平平无奇。绿之丘原

本是上海海烟机修厂仓库，改造前这栋楼既

缺乏明确的工艺价值，也不具备明显的建筑

美学特征，还横亘在规划道路之上，阻隔了

城市到江岸的联系。

设计师章明用城市道路下穿现有建筑

的方式化解了与道路规划的冲突，让整间仓

库成了一座“桥屋”。而绿之丘的建筑方案

聚焦建筑、水岸与人三者间空间整体和谐关

系的建构，以斜向梯级削切的方式，减少50%

的建筑体量，形成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引

导人们直达江岸，打破以往“临江不见江”的

状态。最具亮点的莫过于绿植的应用，整个

建筑种满大小错落的灌木，犹如一座巨大的

绿丘，既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生态概念的展

现，也让原本平庸的烟草仓库有了呼吸和生

命，有了生长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植被

生长，绿之丘也被越来越多的绿色覆盖，成

为一座更名副其实的绿色山丘。

“最初规划时，这间仓库是要拆除的。”

杨浦区文旅局文物管理科负责人包静砚透

露，“但我们在文物保护的过程中秉持‘能保

尽保’‘低冲击开发’理念，就是即便它还没

有被认定为文物，但它是曾经在杨浦滨江发

挥过作用的工业建筑，我们尽可能地保留，

以破坏最小的方式去改造。最终还是留下

了它，成就了现在的绿之丘。”

建筑之上 留住城市记忆
和其他工业遗迹不同，位于腾越路195

号的国棉十二厂于1998年关停并转，之后厂

房被拆除，只剩下一面墙壁。实际上，在

2002年之前，很多工业遗址已经在城市更新

的过程中消失。但留住城市记忆的脚步，不

会因为建筑的缺失而停止。

原本国棉十二厂所在的场地，如今成了

一块供市民散步、儿童游玩的无动力游乐设

备空间。这里的地面用塑胶板铺成了卡其

色，因为全盛时期的国棉十二厂正是以生产

优质卡其布而闻名；供小朋友手摇喷水的游

乐装置，则是取自纺织厂常见的手摇纺车元

素；还有编织迷宫，也让孩子们在攀爬游戏

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这片土地的纺织

工业基因；而那面保留下来的厂区墙体，也

被保护起来，并附上国棉十二厂及其前身大

康纱厂的资料介绍。即便是建筑已拆除的

“无米之炊”，也被做出了饱含城市记忆、工

业味道的“大餐”。

留住建筑的目的，其实是留住记忆。即

便建筑不存，记忆也可以继续鲜活。在保护

现有历史建筑的同时，杨浦区也将工作重点

放在了历史档案资料上。目前，杨浦区已经

评估了工业遗产档案资料安全现状，开展了

上海船厂等12处重要工业遗产档案资料抢

救工作，完成英商怡和啤酒厂档案资料抢救

性保护，对杨树浦煤气厂等6处采取预防性

保护，对历史图纸、历史照片进行数字化归

集。杨浦区还邀请了在滨江生活工作的老

劳模、老专家、老职工、开发建设者代表，以

及直接参与滨江开发、规划的资深专家学者

代表等19位嘉宾，以亲历者“口述历史”的方

式，从不同视角透析杨浦滨江变“工业锈带”

为“生活秀带”的发展历程。目前，已完成12

集《杨浦百年 ·工业印迹》系列专题片。

这些鲜活的案例，以及被抢救、数字化

的资料，也都在上海杨浦生活秀带国家文物

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工作成果展上呈现。

包静砚说：“之所以进行数字化、公开展出，

也是希望全民共享成果。只有历史建筑和

文物走入当代人生活，这些遗存才能真正长

久地留存下去。” 本报记者 吴旭颖

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公布，杨浦滨江上榜

新功能新活力留住“工业乡愁”

中国第一座自来水厂、

中国第一座煤气厂、远东最

大的火力发电厂、拥有最多

船坞的船厂……这些工厂，

都位于黄浦江边的杨树浦

路上。如果说，上海是中国

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那

么，杨浦滨江可以说是中

国近现代工业的摇篮。在

上海乃至中国的现代化进

程中，其地位无可替代。

现在人们把互联网企

业叫做“大厂”，其实，早些

年的这些工厂才是真正的

大厂，员工动辄都在1万人

以上。但是，随着城市更

新、产业转型，大厂的喧嚣

声渐歇，厂房或关或拆，成

了一条“锈带”。所幸，经

过坚持不懈的保护修复、

设计改建，擦去斑斑锈迹，

再加以活化利用，杨浦滨

江已从“工业锈带”变为

“生活秀带”，令人赞叹。

此次荣获首批“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

对于杨浦滨江大量工业类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的肯定和表彰。也让更多的人

知道，上海不仅有衡复风貌区，不仅有和

平饭店、武康大楼、绿房子，也有大量值

得珍视的工业遗存，它们体积庞大、线条

硬朗、饱经风霜，却独具阳刚和沧桑之

美，显示出工业文明的风采。在浦江两

岸风景映照下，也是拍照打卡、    

    、深入了解魔都百年的绝好去处。

多年前，杨浦区领导曾这样展望杨

浦滨江：未来希望在这里建“近代工业

博物馆”，它不仅仅是一座博物馆，而是

一个博物馆群，将散落在滨江的一座座

老厂房，挖掘其深厚的历史价值和丰富

的工业遗存，像串珍珠一样串起来。此

前，世界技能博物馆已建成开馆，而获

评“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也是朝

着这个目标又近了一步。

时代大潮滚滚向前，我们无法阻挡

社会发展变迁的脚步，但对于各类历史

建筑，都应该抱以尊重的态度。这几

年，有政协委员提出，将上海的“一江一

河”工业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是

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通过努力能够申

报成功，上海工业遗存的历史价值和美

学价值就将被全世界所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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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文物局
颁发第一批6处创建
主体“国家文物保护利
用示范区”称号，上海
杨浦生活秀带入选。
从2002年上海市启动
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
到杨浦滨江正式启动
改造，再到如今，曾经
的“工业锈带”俨然已
经成为市民热爱的“生
活秀带”。这条长15.5

公里、面积15.6平方公
里，拥有87处不可移
动文物和工业遗产的
滨江岸线，究竟经过了
怎样的“蝶变”？

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 俯瞰绿之丘 ■ 杨树浦电厂遗址公园 ■ 且听江潮乐——杨浦艺趣文化生活节秋音系列活动

■ 杨树浦发电厂输煤栈桥改造前后 本版图片由杨浦区文旅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