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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 破旧院落
“还记得第一次到番禺路129号的情

形，建筑被掩在临街的一幢酒店后面，只能

从酒店外廊通道进入，酒店外廊的尽头摆着

若干人高的冬青，当我们奋力推开花盆，惊

了盘踞在这里的猫、狗和鸟儿。”但因为团队

里有位资深建筑背景的同仁，他说起邬达克

时会两眼发光，刘素华说，受他的影响自己

也开始慢慢知道了邬达克和他在上海的建

筑。“其实，我是这个城市的异乡人，您也是；

而这个建筑是异乡人在上海的家。因为这

份情愫，便开启了我和您及您在上海建筑的

15年生命交集。”

“第一次察看旧居时，一片狼藉：这里屋

顶破落，部分房顶可看到蓝天；墙壁漏水发

霉；整幢楼的地板空洞许多，一不小心脚会从

地板空洞里踩到湿地……”邬达克纪念馆和

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高级顾问章和轼当时不

敢想，面对这样的困境，要如何修旧如旧？

后来 温馨小楼
挑战艰巨，但他们想要修好这幢小楼，

因为这里是邬达克生活了7年的地方。就

是在这里，这位来自远方的建筑师完成了

一项项大胆的设计，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

店、吴同文住宅……“修缮这幢旧房子时，

工人在西南屋脊上发现了一个不知何用途

的固定构件，我阻止了工人锯除它，忙寻找

资料，在邬达克自己拍摄的16mm的胶片

里，知道了这是固定屋脊上的飞鸟设计底

座。”

2013年1月8日，历时近两年对邬达克

旧居主楼建筑室内、外修缮，邬达克诞辰

120周年这一天邬达克纪念馆开幕，从那天

起到现在纪念馆一直坚持免费向社会开放，

这些年超过100万人次走进了这座纪念

馆。“屋脊上的飞鸟设计与常常飞来的鸟儿，

是邬达克和我，历史和现在的信使。”刘素华

红了眼睛。

如今 郑重道别
也难怪她红了眼睛，开馆以来这11年，

修缮后的邬达克旧居获得“中国建筑学会科

普基地”、“上海市科普基地”、上海科普教育

发展基金会“科普创新基地”挂牌。刘素华率

领几乎“微型”规模的团队取得了几乎叫人惊

叹的成绩：连续八年举办八届“上海邬达克建

筑遗产文化月”；组织主场展览23个、出国展

览3次、赴京展览3次；累计举办论坛、讲座、

读书会等活动超326场；2016年至2019年连

续四年获得上海市公共文化创新奖；其间还

举办过一届“邬达克年”和一次“邬达克国际

建筑文化奖”……邬达克热、建筑阅读，渐成

上海城市文化现象。

终于到了告别时，2月4日起邬达克纪

念馆将闭馆，刘素华落泪了：“真心盼望有机

构或个人，能接棒纪念馆；真心希望上海乃

至中国的历史与建筑文化遗产爱好者们共

同的心愿，不会落空。” 本报记者 孙佳音

轻声道一句“再见”
邬达克纪念馆2月4日起闭馆

“感恩一路走来的所有遇见，感谢所
有人的支持、帮助还有热爱，成全我有机
会为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做了些有益的
事情。”昨天，是“阅读建筑”展览闭幕倒计
时7天的日子，是“爱无尽，行有极——告

别‘邬达克’暨岁序更新迎春联欢”举行的
日子，是邬达克纪念馆馆长刘素华跟番禺
路129号这幢白色小楼告别的日子。回忆
起与邬达克旧居的缘分，她说：“我与您的
缘分始于2008年冬天的一次朋友小聚。”

打响 品牌上海文化

精致炫目的黄金面具、高104厘米的

竖披发青铜人像，都来自距今3000多年

的商代晚期，承载着悠远而神秘的古蜀文

明，令人惊叹。今天上午10时，这两件来自

三星堆的珍贵文物于新落成的上海博物

馆东馆最后开箱，被稳妥移入展柜，完成布

展工作（见右图）。

上海博物馆东馆部分展厅将于2月2

日试开馆，开幕展览聚焦长江上游的古代

文明中心，隆重举办“星耀中国：三星堆 ·金

沙古蜀文明展”。同时，上博向全国28家

文博考古机构借展，共计363件文物，汇集

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是迄今为止古蜀文明

考古出土文物在四川省外最大规模、最高

规格的展览阵容。

李白《蜀道难》有诗云：蚕丛及鱼凫，开

国何茫然。传世文献记载古蜀王国历代蜀

王的名号，历史细节早已在岁月中烟消云

散，但是考古发现证实，传说确有依据。大

量重量级的珍贵文物实证了古蜀文明确为

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

地域特征，同时也是不同族群和文化交流

互动的结果。上海博物馆因此在东馆开馆

之际，选定聚焦“三星堆 ·金沙古蜀文明”，

上海博物馆代表团为此多次参访四川，最

终携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广汉

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共同

主办这次大展。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考古发现震

惊世界，逐步揭开了古蜀文明遥远而又神

秘的面纱，相继出土的考古文物，具有鲜明

的艺术特征和令人震撼的美感。今天上午

最后送入展柜的这两件文物，第一件是高

104厘米的竖披发青铜人像（见左图），作

于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前1046年），

人像竖披发，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大耳，脖

子修长，脑后有五组竖发，尾端向后凸出，

臀部后翘，膝盖弯曲，身材健硕，像一位古

时候的健身美男。另一件黄金面具，金光

闪闪，为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三号

祭祀坑出土。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长江造

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

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

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摇篮。长江上游的成

都平原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河川绵亘，钟

灵毓秀，而上海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

化大都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衣带水

的两地共同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

因此这场展览作为“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

列的第三个展览，也是上海博物馆东馆的

开馆大展，让观众能够领略中华文明的多

姿多彩和博大精深。

“三星堆 ·金沙古蜀文明展”的展期将

从2月2日到5月20日。地点位于上海博

物馆东馆一楼光明乳业第一特展厅、二楼

第二特展厅。2月2日，第三特展厅还将推

出“邂逅三星堆12K数字艺术展”等（见上

图），为市民奉上重磅的开馆献礼，也在龙

年新春期间给游客一个上海的新去处。

在今天上午的媒体探营中，记者也在

上海博物馆东馆走了一圈。虽然内部装修

和保洁还在持续进行中，但依然可以感受

到展馆庞大的气场、通透的布局以及非常

清晰的展览动线。上海博物馆东馆强调开

放与共享，每个楼层都有落地窗、平台和户

外区域，引入自然光线，建筑“呼吸透气”，

观众在游览内部展览时，也可以观赏馆外

的城市景观。东馆体量巨大，参观博物馆

将考验参观者的脚力。据介绍，如果认真

参观所有展厅，将耗时3天。为此，东馆特

别注重舒适性，每个楼层都有供游客休息

餐饮的区域，餐桌已经摆放到位。

今天上午，记者乘轨交2号线从上海

科技馆站出站，步行5分钟后便可抵达上

海博物馆东馆。不过，馆内的餐饮设施、公

共停车库等部分配套设施在2月2日尚不

能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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