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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滨大楼的“新  家房客”
本报记者 解敏

今

一 大套间与蜗居并存
1979年，唐福生与妻子结婚，搬进河

滨大楼，没想到一住就是45年。虽然后
来又在松江购置了房屋，但他还是钟情于
这里的居住环境和窗外的风景。“以前从
窗口望出去可以远眺海关大楼和国际饭
店，如今可以看见陆家嘴三件套。”
“在苏州河边建的公寓，河滨大楼应

该是第一栋。”唐福生回忆道，“S”形设计
很好地解决了建筑因地处东宽西窄的狭
长地带而对采光和通风造成的影响。大
楼建成时就自带电梯、电灯、电话、抽水马
桶、大浴缸，有整体供暖和套外独立的保
姆间。一栋楼配备9部电梯（现存7部），
是那个年代的“顶配”。
“结婚的时候，岳父岳母生活条件较

为宽裕。”唐福生一家住120平方米的大
套房。阳台朝向东南，房屋内的老钢窗、

铜把手，脚底下的木地板、马赛克
瓷砖依然是90多年前的“原装”，
细节里折射出旧时光的余韵。
“河滨大楼最大的特点就是房

屋结构差异很大。”唐福生说，如今
二层—七层每层32户，有近200平
方米的大套房，也有一个门牌号进
去被分割成好几户。最小的仅4.5

平方米且煤卫共用，“其实就是套
房里的保姆间”。八、九、十这三
层，是上世纪70年代末加建的，全
都是独门独户的小户型，一层整整
96户。时至今日，这种混搭格局依
然没有改变。
唐福生对河滨大楼最深的记

忆都与夏天有关。“那个年代大家
都没有空调，大楼的内部走廊比房

间里阴凉，吃过晚饭，家家户户都敞开大
门，搬个小凳子在走廊里‘茄山河’。放暑
假的小孩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最开心的，到
处串门，拿家里的西瓜、冷饮和伙伴们分
享。不像现在，房门都关得牢牢的。”
本世纪初，随着上海住房制度的改

革，房子变成商品，人们对于住宅的需求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大楼居民几经更迭、
迁入迁出，周围邻居也逐渐变得陌生。
孙和平既是大楼的住户也是一名房

地产经纪。他称自己是最了解河滨大楼
的人，你任意报出一间门牌号，他都能准
确说出房屋面积和房型结构。
孙和平记得特别清楚，几年前在他手

里成交了一套1050万元的房子。“当时那个
房子是租给外国人的，虽然约好了去看房，
但‘老外’非常注重隐私，只给看客厅、厨
房、卫生间。客户看完当场付了定金，一直
到手续交易完，我们开玩笑地问客户，为什
么两个房间都没看，就爽快付钱呢？”
“情怀，都是情怀。”客户说，因为小时

候经常在这个大楼里跑来跑去玩，对它
很怀念，所以就决定要买。“事实证明，客
户非常有眼光，当时的决定非常明智，现
在市场价至少比当时翻了个倍。”孙和平
笑道。

二 神秘的室内游泳池
河滨大楼的温水游泳池则是另一个

传说。许多人只听长辈说过，却从未亲眼
见过它的真面目。甚至有传言游泳池因
为建在屋顶，当年楼层加建时被填平了。
事实上，令人欣慰的是，游泳池一直被好
好地保护在天潼路江西北路路口，新艺花
行的地下空间里。
“老业主”王兴国当年选择在河滨大

楼脚下开花店，看中的就是这里深厚的
历史文化。经营38年，如今的新艺花行
早已成为苏州河畔网红打卡点，历史的
厚重与现实的浪漫在这里完美融合。“有
时候来拍照的人太多了，我们真的有点吃
不消。”
而王兴国也主动成为了历史的守护

者之一。多年前，他租下了地下游泳池区
域，作为花店的仓库，一直守护至今。打
开地下盖板，记者跟随王兴国的脚步，拾
级而下，一座长15.5米、宽9米、深2.1米
的室内游泳池映入眼帘，这里的每一块瓷
砖、每一根管道、每一个把手都保持最原
始的样子。
泳池上方如今铺上了地板，放上桌

椅、展板。“通过与花店协商，我们探索将
这片空间打造为市民会客厅，对外展示百
年河滨的历史故事，对内打造居民共享空
间，实现内外兼修、居商共赢。”南天潼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徐杰告诉记者。
花行是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花卉赞助

商，也是上海最早一批可以将订单送到全
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花行。如今这
里早已不仅仅是一家鲜花零售店，业务涵
盖花卉种植、进出口等产业全链条。它更
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见证着苏州河沿
线的变迁。

30多年来，王兴国始终把自己和花
店视为河滨大楼和整个街区的一部
分。他也期待着这座隐藏于地下的游泳
池在未来的某一天，能以更好的形式“重
见天日”，“讲好历史故事，发挥它真正的
价值”。

三 在城市更新中嬗变
92年光阴流转，如今的河滨大楼共有

671户近1200名居民。住户中有大楼初
建时的“老河滨”后代，也有不断融入城市
发展的新上海人，还有近年慕名而来的约
100名外籍“新河滨人”。
在徐杰看来，河滨大楼就像是多重

“矛盾”的结合体。“总有不同意见、诉求在

这里碰撞，甚至两极分化。”目前大楼里有
52%的售后公房和48%的直管公房，采用
“物业保底托管”的方式统一运行，物业管
理和服务只能保障最基本的普通房屋保
修服务，但很显然不同居住面积的住户，
对物业的需求是截然不同的。尤其随着
大楼内人口增长能耗增加，电力负荷容量
不够，夏天跳闸，污水下水管道堵塞，诸多
历史遗留问题一一浮现。
“河滨大楼的治理关键就是‘兼顾’，

历史传承与时代发展，‘原住民’与新住户
需求，居民的固定性与流动性，大楼的生
活性与网红性，公共供给与居民自治，自
我成长与外部共建，方方面面都要兼顾。”
徐杰说。
虹口区于2020年启动了大楼的重大

保护性修缮。居委、物业、业委会“三驾马
车”反复听取居民意见。在“六重兼顾”
下，修缮工作不断推进，公房居民有了独
立厨卫；大楼告别了直通式管道垃圾投放
模式，公共区域建起了垃圾分类箱房；7台
电梯全部换新；居民们还有了自己的小花
园，大楼内外的环境品质都得到了提升。
除了知名影视剧取景地，一直以来，

开设在河滨大楼内那些独具匠心的家具
店、艺术陈列室和主题展览等也吸引着不
少游客打卡，进一步赋予大楼网红引流属
性，但由此也给居民生活带来影响。部分
公共资源被占用，居民公开发声：“请你们
不要再来了！”
“三驾马车”一同商讨建立相应的拍

摄规范和游客公约，同时吸纳大楼住户成
为志愿者，监督拍摄规范的落实，例如上
下班早高峰摄制组不能占用大楼电梯
等。很快实现了大楼人气“流量”与管理
规范的双双提升。
为了让住户们享有更多议事协商、邻

里交往的公共空间，居委会还主动腾挪出
二楼的办公空间和邻近空置房屋，并进行
整合更新，打造“河滨1932会客厅”，成为
居民自家的“客堂间”。
“有了会客厅后，居委干部与居民交

流变得更加频繁，居民们更愿意打开家
门，茶余饭后到会客厅坐一坐、聊一聊，仿
佛又回到了昔日的光景。”唐福生感慨道。
“我们希望通过街区共治，让居民在

大楼内享有更好的服务，居委干部也要从
被动等待转为主动服务。”徐杰说，“通过
历史资源的再利用与创新运营，激活河滨
大楼未来更多的可能，让老建筑也升腾起
新时代的烟火气。”
河滨大楼的走廊特别幽深特别长，走

完一层，足足400米。昏黄灯光下，保留
着过去的印记。它就像一部流动与融合
的历史，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缩影。随着
“一江一河”全面贯通，在城市更新中，河
滨大楼也迎来了属于它的新起点。

以当代上海为背景的影视剧里，最常出镜的两栋
公寓大楼，一栋是武康大楼，另一栋就是位于苏州河
畔的河滨大楼。《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我的前半生》
《三十而已》……河滨大楼在众多热播影视剧中都曾
作为重要背景出现。这栋位于北苏州路   号的大楼
建成于    年，从空中俯瞰呈“S”形，建筑面积5万多

平方米，占地面积    平方米，至今仍是上海单体建
筑面积最大的公寓住宅楼，因此也被誉为“远东第一
公寓”。

大楼最早由沙逊洋行投资、公和洋行设计、新申
营造厂建造，初建时为8层，底层分租给商户，二层做
办公用房，三层以上是公寓。这里聚集了众多英美电

影公司，米高梅、哥伦比亚影业、美国电影协会等纷纷
在此设立机构。二战期间，河滨大楼曾是欧洲犹太难
民来沪避难的接待站。解放战争期间，则成为了“解
放大上海”的无声见证者。后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还曾在这里设过多个科室。因此，人们也把河滨大楼
形容为“迷你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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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艺花行内还开了家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