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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繁花》的热播，让更多人见证了独
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时代记忆。如今，剧集中
提到的圣尼古拉斯东正教堂已变为思南书局 ·

诗歌店、大自鸣钟也已变为189弄购物中心，
立于改革开放潮头的上海已进入城市更新的
后“繁花”时代。大开大合的更新项目仍在进
行，但城市的有机新生更多体现在用绣花功夫
在小弄堂中酝酿令人惊喜的创意。

——编者

■ 路边的指示牌

城市更新，小弄堂孕育大新意
 陈 琳

上海既有充满烟火气的黄河路、容纳

四海的南京路，也有遍布各处、承载着很多

市民儿时记忆的蜿蜒弄堂和街区小巷。可

以这么说，上海市民的生活气味不只萦绕

随风潮而来的咖啡香气，也烙印在市井弄

堂的排骨年糕之上。

保留底色、各有特色，留住“温度”、兼

顾“亮度”，在推陈出新的同时守护居民对

故土人文的悠长眷恋，弄堂、小巷微更新，

看似是微末小事，其实是关系百姓生活幸

福的民生大计。弄堂里“排骨年糕”的好滋

味，彰显的是上海作为国际设计之都的智

慧、包容和温暖。

繁花“开尽”处，
弄堂小巷“再生”时

紧邻著名衡复风貌区慎成里的永嘉路

309弄，在原有老建筑因消防隐患被拆除

后，出现一片面积不小的空地。要在此处

设计一个尺度宜人的多功能公共空间消息

一出，让周边不少居民兴奋不已。然而，在

寸土寸金的历史风貌区重构一方能满足各

方需求的舒朗天地着实不易。为此，设计

师庄慎花了许多“小心思”。

实际上，在前期调研中，周边居民对公

共空间营造可能出现墙体破坏、今后广场

舞扰民等表示过担忧。庄慎在了解居民种

种顾虑后，决定利用空地东南西三面被住

宅围合的特点，将整片地坪抬高半米，把这

里打造成由敞廊围合的小广场。敞廊的廊

下高度被刻意压低，与周边建筑在高度上

形成合适的比例，不仅让居民有遮雨避光

的休息场所，围合本身也营造出社区院子

一般的私密感。由于地坪做了抬高，小广

场外侧又设计了半人高的花坛，居民在打

开左侧移门后，才能够从坡道步入，物理空

间的柔性过渡，使整个广场不像大型绿地

具有完全的开放性，又兼顾了公共空间的

功能属性，获得周边居民的认可。在给小

广场取名时，居民对设计的满意度可见一

斑，大家综合“永嘉路”“毗邻张澜故居”“敞

廊围合形似庭院”等元素，取了一个上口又

诗意的名字——“嘉澜庭”。

不只是衡复风貌区旧里，经历了70年

沧桑的“二万户”工人新村长白228街坊在

微更新后，一样成为了小而精的全年龄段

人群“会客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

授、杨浦区社区规划师李彦伯通过查阅档

案资料发现，228街坊在1952年的规划中，

就被设定为社区的商业中心，“当时，这里

有合作社、社区饭厅、澡堂”。根据李彦伯

考证，这里建筑底层加高的目的就是用作

商业建筑。

毫无疑问，保留历史记忆，最好的方式

就是再度激活这片街坊的配套服务功能。

在多方利益协调下，负责设计的安墨吉薛

鸣华、王林团队持续优化街坊风貌，同济大

学的社区规划师团队不断精细化调整规划

方案细节，秉持着“修旧如旧、整旧出新”的

原则，最大程度保留了228街坊素墙红瓦的

建筑外观、正红色的窗棱、鲜明复古的撞

色，以及简约明快的建筑线条，还原工人新

村曾经的风貌。

而邻里共享的建筑理念也在“恢复记

忆”、保留烟火气的更新方式中释放出能

量。社区食堂、生鲜蔬菜集市、小酒馆被引

入到街坊中，古朴老房子和商业配套服务

功能的“无缝对接”，既让慕名而来打卡的

游客收获惊喜，也让浓浓的邻里情和满满

的烟火气重归老街坊。

绣花功夫升级，
“毛细血管”造新景
与黄河路类似，上海许多弄堂都有专

属的记忆和故事，在更新过程中都面临这

样一道“考题”——既要保护历史风貌，传

承记忆，又要满足当下人们的品质生活所

需，“螺蛳壳里做道场”，在“毛细血管”造新

景，千巷千面，管理者和设计师们拿出了升

级版的绣花功夫。

即将迎来百岁生日的武夷路，虽然是

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但这里的飞乐厂旧址

更新项目备受瞩目。因为电视剧《繁花》中

提到的新中国公开发行的第一支股票，正

是在这里诞生的。但飞乐厂旧址的改造难

度不是一般地高，地块地形特殊，周边被老

洋房、医院、老居民公房、企业办公楼和新

建高层住宅包围，要兼顾原有风貌，管理方

和设计团队要在梳理周边复杂的邻里关系

方面花费大量精力。

在多方通力协作下，建筑师柳亦春团

队在规划设计时，为了协调北侧武夷路整

体风貌，避免对居民日照的影响，刻意对新

建筑北侧做层层退台处理，释放出更多公

共空间，以此减少活动举办时的声响对周

边居民的影响。不仅如此，为了减少对昭

化路一侧居民区的压迫感，项目主动向后

退让了5米多，在建筑外立面采用了带给人

“轻灵”体验的玻璃和钢结构，就连玻璃幕

墙选材也经过反复推敲、比对，最终选用了

反射率仅7%的材料，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光

污染。

“退让”的魄力和友善的设计智慧，让

飞乐厂旧址蜕变成如今可漫步、可观景、可

休憩的武夷路时尚新地标。而精益求精的

群策群力，则让新泾镇绿八居民区中诞生

了一座生境博物馆。

索桥旱溪池塘，杉树灌木花草，外加一

条有着“上海最美河道”之称的南渔浦如翡

翠项链纵贯而过……谁能想到，长在社区

“深闺”的绿八乐颐生境花园，原先是一片

无人问津的“荒废角落”。然而，居民们并

没有满足于将角落打造成家门口的“绿野

仙踪”，而是作为志愿者牵手设计团队、小

区物业继续发力，贡献接地气的创意点子。

按照花园建造之初的设计，弄堂里的

一棵水杉王将为生境山房建设而迁地移

栽。此时，有市政建设专业背景的居民提

出建议，将大树与生境山房在设计上融为

一体，尽可能保护社区原有风貌。这一建

议很快在多方的推动中得以采纳实施，设

计师修改方案后，不仅没有移栽大树，还为

其做了钢结构保护和钢板镂空美化设计，

现如今这棵水杉王与生境山房相映成趣，

成为“绿野仙踪”的标志性景观。

“山水林田湖草都是生命共同体”，当

阿姨、爷叔们用沪语说着生态金句，自豪地

向人们讲述：“这里将会有全市首座以‘生

境’为主题、建设在居民小区的博物馆”，有

识之士们一直在苦寻答案的难题——“城

市更新的原点、基因和密码在哪？”或许已

经迎刃而解了。

来自城市“毛细血管”中的美好与热

爱，成为人们寻找城市生活“小确幸”的落

脚点。花开花落会有时，而海纳百川的包

容、引领潮流的魄力和加倍精细的绣花功

夫，成为上海在城市更新与探索的路上始

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的强力支撑。

小弄堂里孕育大新意，上海，何以繁

花，处处繁花。

■ 长白228街坊的艺术标牌

■ 长白228街坊的休闲活动区 ■ 长白228街坊的入口

■ 永嘉路309弄的口袋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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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泾镇绿八居民区中的生境花园一景

■ 绿八居民区生境花园中草木茂盛，生机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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