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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迎来建校120周年之际，复旦大
学再添文化新地标。作为第八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的“复旦源”日前正式
揭幕，以校园内相辉堂草坪为中心，包

括校史馆、科技成果馆、博物馆、艺术

馆、校友馆、特藏档案馆在内的“一源六

馆”正式启用，并面向社会公众开放。

提及“遗产”，人们常联想到古老、

沧桑，仿佛它们只属于过去。然而，“中

国20世纪建筑遗产”独具魅力与价
值。它追溯中国20世纪建筑发展脉
络，挖掘湮没在历史深处的人与故事。

5月25日，第十批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公布100处最新名单，上海有黄浦剧
场、雷士德工学院等7处建筑入选。这
些建筑如璀璨明珠，镶嵌在历史与现实

交汇处，见证时代变迁。

自2016年起，中国文物学会20世
纪建筑遗产专业委员会向社会推介了

十批1000处20世纪建筑遗产。这些项
目涵盖多领域，不仅承载着中国近现代

历史记忆，更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风

貌演变与建筑艺术特色。当下，如何让

这些承载厚重历史的建筑遗产真正

“活”在当下，成为当代生活的一部分，

是我们亟须思考解决的问题。

建筑遗产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圈地

式”保护。这种静态保护虽能保留建筑

原始风貌，却无法让其融入当代生活、

发挥更大价值。我们应注重活化利用，

让古老建筑重焕生机，成为当代生活的

生动载体。

一个多世纪前，上海当时最先进的

工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为中国培养

了大批顶尖专业人才。今天，沉睡的校

园被唤醒，古老建筑焕发青春。雷士德

工学院旧址延续记忆，既保留工字钢

梁、水磨石地面等工业元素作为教学场

景，又增设3D打印实验室、虚拟现实工
坊等“未来车间”，建筑功能迭代与城市

产业升级同频共振。

让20世纪建筑遗产“活”起来，本
质是重构历史与当代的对话关系，是对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通过功能更

新实现“空间再生”，让古老建筑适应现

代社会需求，提供丰富使用体验；通过文

化赋能实现“记忆传承”，让建筑成为历

史见证者与文化传播者，使后人汲取智

慧力量；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精准保护”，

利用先进技术手段科学保护修复建筑，

确保长久保存；通过社会参与实现“价值

共享”，让更多人了解、关注并参与建筑

遗产保护利用，共同传承弘扬历史文化；

通过制度保障实现“长效治理”，建立健

全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为建筑遗产保

护利用提供坚实保障。最终形成历史建

筑与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使建筑遗产

成为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于1924年的内山书店，修缮时
严格遵照原真性原则，恢复建筑原有立

面材质与细部特征。经过对卵石墙面、

木格窗、木质书架和藤椅的精致修复，

它并没有被封存为“历史琥珀”，而是植

入阅读购书、文化沙龙、咖啡休闲等现

代功能，让书香与咖啡香在空间中交

织。这种“在历史褶皱里生长未来”的

模式，印证了对历史建筑最好的保护不

是供奉于“神坛”，而是让其成为现代城

市生活的有机体。

建筑的生命在于能否让使用者

产生归属感。对于20世纪建筑遗产，
这种归属感不仅源于对历史的敬畏，

更源于对当下的参与、对未来的期

许。从全球视角看，20世纪建筑遗产
活化早已超越“博物馆式保护”局限。真正的遗产保

护不是简单复制过去，而是创造未来。我们要以创新

思维和方式，赋予建筑遗产新功能和价值，让其在当

代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唯有如此，建筑才能真正从

“城市的身型”升华为“城市的灵魂”，成为连接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桥梁，为城市发展和文化传承注入源源

不断的动力。

上海工匠馆焕新归来
220余件展品讲述“中国智造”魅力

今天上午，静安区彭一小区举行历
史见证物回搬暨上海解放76周年纪念活
动，一座见证上海解放战争烽火岁月的
碉堡以及彭浦新村历史纪念浮雕，在历
经保护性迁移后正式回迁原址。
彭浦新村是上海最老的工人新村之

一，彭一小区则是彭浦新村的第一批“居
民”。解放上海战役前夕，宝山、大场、江
湾一片区域建造有1500余座碉堡。随着
上海的城市更新，遗留下的碉堡已经很
少，彭一小区的这座却较为完好地保留
了下来，见证了整个彭浦新村的发展
史。为配合彭一小区旧住房拆除重建成
套改造工程，相关部门对碉堡进行了整
体切割迁移和加固保护。如今，这座承
载厚重历史的见证物正式宣告“回家”，
与新建成的居民楼和谐共生。

彭一小区居民庄恒义今年72岁，15
岁时入住彭一小区，这座碉堡陪伴了他
52年。庄恒义说，他原来的家就在碉堡
旁边，小时候还曾和小伙伴钻进碉堡里
玩，如今手机里还珍藏着以前的照片。
“上次见证了老树回搬，这次又看到‘老
朋友’回家，心情激动，下一次就轮到我
们居民了！”

静安区第四中心小学思政课老师韩
逸枫站在碉堡前，结合实物与老电影《战
上海》影像资料，给彭浦新村居民、团员
青年和小学生代表、各界人士等近百人
上了一堂“行走的思政课”，大家以碉堡
为课堂，在弹痕前触摸历史，接受了一次
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洗礼。

小区的3个消火栓同样引人注目。
记者了解到，这是1958年彭浦新村建村

时就使用的消火栓。1958年，上海全市
水厂联网，改造管道形成循环网络管道，
当时全市共建有市政消火栓4918只，这
3只消火栓一直保存至今。

作为全市户数规模最大、改造难度
最高、情况最复杂的旧改项目，彭一小区
旧改工程自2021年启动以来，刷新全市
旧改多项纪录，惠及居民2110户。目前，
小区验房已进入收尾阶段，配套设施也
已基本完工，预计6月物业入驻，7月初
正式迎接居民回搬。

据介绍，彭一小区项目规划中特别
强调“留文脉、保记忆”，不仅完整保留碉
堡、修复历史浮雕。未来，还将通过社区
微更新植入红色文化元素，让居民在现
代化居住环境中触摸乡愁、传承精神。

本报记者 陈佳琳

“年近八旬”碉堡回家
彭一小区7月初正式迎接居民回搬

升级后的上海工匠馆，通过以物
见技、以技见人、以人见精神的手法，
以时代为章、时间为序，分为四个篇章
呈现：1843-1948年的“能工巧匠”初生
期、1949-1977年的“上海制造”崛起
期、1978-2011年的“上海品牌”辉煌
期，以及2012年至今的“匠心智造”创
新期，生动再现不同时代的工匠精神。
此次升级后，入馆人物扩增至159

人，包含上海工匠120名、大国工匠9
名及培育对象11名。尾厅查询系统，
收录了迄今为止的888名上海工匠照
片和事迹简介。
同时，新增120余件实物展品，在

总计220余件展品中，汇聚了全球首台
100兆牛力标准机测力底座、二代高温
超导材料、工业机器人、芯片制造游星
轮、晶棒拉伸坩埚、机床钻头、可移动
镗床、木艺工具等。其中包括10名上
海工匠围绕工会百年，结合各自行业、

岗位、技艺特征，原创设计、亲手制作
的精美作品。例如，来自中国商飞上
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技能大师、大国
工匠胡双钱的作品《永不放弃》，以飞
翼为元素，展现出盘旋向上的腾飞之
势，象征着大飞机人怀揣飞行理想；来
自中船集团旗下沪东中华造船（集团）
有限公司电焊高级技师、大国工匠张
冬伟的作品《百年华章 匠心启航》，则
以殷瓦钢与不锈钢为材，焊接成“LNG”
船体，象征着巨轮以扬帆之姿凝聚百
年奋进之志。
此外，工匠馆通过8项数字交互体

验项目实现科技赋能，全面提升参观
体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基于大模
型的数字人“工小匠”智能导览系统，
不仅储存了全馆布展信息，还收录了
888名上海工匠资料和工匠人才相关
政策。
本报记者 解敏 实习生 杨钰婷

场馆地址

西藏中路120号（上海市工人文化

宫一楼）

开馆时间

周二至周日9:00-17:00开馆，16:30

停止入馆，周一闭馆（法定假日除外）

定时讲解

周二至周五:10:00、13:00、14:00、15:

00，周六、周日:10:00、14:00

一座钢筋混凝

土碉堡静静伫立眼

前，岁月流转，它的

墙体渐已斑驳，表

面的弹痕仍清晰可

见，仿佛无声诉说

着76年前的那段
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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