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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读你千遍

对建筑的“深度阅读”

离绿瓦大楼不远处，还有一栋与它风格一脉相承的建筑，

它是旧上海市图书馆所在地，是继绿瓦大楼之后，“大上海计划”

紧接着落成的市政建筑之一，于 1935 年建成。

同样是中西合璧、梁柱斗拱，有人说它是“缩小版”的绿

瓦大楼。不过，与后者不同的是，这里最初是图书馆，经历修

缮扩建后，于 2018 年回归了它建设的初衷，成为杨浦区图书馆

所在地。

在“大上海计划”留存下来的市政建筑中，杨浦区图书馆

是目前对公众开放程度较高的一个，“只要愿意遵守文明的准则，

每个人都可以走进建筑内部来仔细地观察感受。”杨浦区图书

馆馆员金祖人告诉《新民周刊》记者。

目前，杨浦区的 86 处文物建筑、25 处优秀历史建筑、28

处代表性建筑共计 139 栋建筑，都已实现了二维码铭牌上墙，

扫码可听故事。杨浦区文化和旅游局还提供了重点文旅景点的

720度VR全景展示服务，不能亲身到达时也可以在线上体验“阅

读建筑”。

人们可以选择跟着“建筑可阅读”的微旅游线路的导游前

行；也可以在杨浦滨江自行漫步在浦江两岸首条“无线感应阅读”

线路上，不用逐个扫码，只要走到建筑前，无线感应耳机里会

自动传出讲解音频。

专家、达人可以带着你阅读。在“国际博物馆日”“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等时点，杨浦区各个博物馆的馆长、文博专家

以及网络社交平台的旅游达人带着网友一起“揭秘”“探店”，

让可阅读的内容“入云上网”。

杨浦区图书馆从 2015 年开始推行“城市·阅读·行走”的

微旅行，这和一般的旅游社组织的线路有什么不同呢？金祖人

说，杨浦区图书馆专设有“上海近代市政文献主题馆”，结合

馆藏文献和馆员对此开展的研究，他们逐年弥补了一些历史中

的细节残缺或者模糊，再把这些在实地讲解中带给公众。

“我们并非是来取代旅游和市场化的户外活动，我们的定

位更多的是以此来带动公众对区域地方历史文化的关注、提升

市民对于图书馆主题文献的知晓度；更进一步来说，促进主题

文献的流通率。这其实也是在促进公众对地方文化的认知、凝

聚他们对此的认同。”

有了这样的特色，他们每年的十余场活动，名额一放出总

被秒杀，几乎场场爆满超额。来参加的有须发皆白的老者，也

有被怀抱着的婴儿。

让他感到惊喜的是，在行走活动之后，有人因此产生了兴趣，

专门到网络上留言来向他们咨询相关的历史文化问题；还有人

来到图书馆查阅文献，开始了对上海市政建设的自发研究探索。

在金祖人看来，“阅读建筑”不是到“网红”建筑打个卡

拍个照，还要能借助已有的方式来认真听故事，这是一种阅读；

进入图书馆静下来查文献做思考，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阅读。

“以我们图书馆为例，看了建筑结构、外观之后，你可能会由

此对这里的历史感兴趣，想要了解‘大上海计划’；之后又会

涉及上海近代的市政建设，而市政建设并不只是简单的建房子

修公路而已，它实际上是与社会百态息息相关的，思维的触角

可以由此延伸到很远很深。”他希望，这样对建筑的“深度阅读”

可以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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