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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展览中心北馆项目启动，后取名“上海商城”。

而上海展览中心在 1992 年经历扩建后，建筑面积从 5.4 万

平方米增加到 8 万平方米。之后入选 1949—1999 年“上海十佳

建筑”和“建国五十周年十大金奖经典建筑”。

2001 年，由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负责，对展览中心进行

了“修旧如故、提升功能”的修缮，着重解决抗震、结构加固、

钢塔修复及设备更新等问题。当时，箱型基础的最大沉降已有1.9

米，同时，五角星外覆红玻璃也改用了更不易损坏的加膜玻璃。

在娄承浩眼里，历史建筑的修复不是要涂脂抹粉，关键是要加

固以延缓使用寿命：“大动的话就不符合当时面貌了。”

宿新宝就是在 2002 年，亦即上海展览中心上一次大修之后，

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载入中国建筑史的建筑的。他当时没有想到，

自己会在 20 年后成为这栋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设计的总负责人。

“当时，我还在南京东南大学读本科，以旅游者的心态来到上海，

看到这幢建筑。”宿新宝告诉记者，“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自

己与这幢建筑结缘。毕竟，我们本科同学中，90% 的人会将未

来的职业生涯投入到新建筑的设计中。”之后，宿新宝还曾经

到上海展览中心逛上海书展。

“上海展览中心在上海书业掌门人心中一定有着一种挥之

不去的情结。” 资深出版人汪耀华如此说，“1978 年，我成为

了上海新华书店发行学校的首届学生，经过 2 年学习，毕业后

分配到南京西路新华书店成为了一名营业员。之后，调到了上

海市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工作，亲历了 1981 年上海书市的举

办。”1981 年的上海书市设在上海展览中

心技术革新馆。1986 年，上海书市租借了

上海展览中心东一馆 5000 多平方米开展，

9 月 6 日开幕，历时 15 天到 20 日闭幕。此

后，到2001年，上海书市与上海读书节合并。

再之后，上海书市升格为上海书展，一年

一度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成为上海的文

化盛事。

闻着海上书香，2009 年初，在东南大

学取得硕士学位的宿新宝来到上海，成为华

建集团历史建筑保护设计院的一名“新兵”，

从此结缘老建筑。从修缮科学会堂到玉佛

寺，到宝庆路 3 号，到上生新所，宿新宝说：

“我发现上海除了龙华寺这样的古代建筑以

外，许多需要修缮的老房子年代并不是特别

久远。上海开埠之后的一些建筑，其实已经不存。” 

爱俪园荒废后，故址建造了中苏友好大厦。而在爱俪园建

成不久，乌目曾经考察过的张园就破产了，1919 年起地皮一步

步卖出，建造了不同风格的石库门建筑。2018 年，张园启动地

块保护性征收，这些石库门建筑正在修旧如旧，未来将派上新用

场。而同在如今的浦西市中心范畴内的愚园、美丽园、露香园等

等，如今却都只留下一个个美丽的名字，园林、建筑早已不存。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历史建筑修缮技术，又结合了中国传

统工艺和国情，融合了我们自己的一些方法，进行着保护修缮

和更新利用。”宿新宝告诉记者，“理念上在遵循西方惯例同

时注意中国人的审美和接受度，对于历史建筑先做价值评估和

判断，保护传承具有历史价值的内容和信息，外墙水刷石是当

时工艺技术水平的代表，虽破旧风化，也应采取尽可能保护、

延续旧有材质。”在宿新宝看来，目前能够在上海留下的老房

子，诠释了上海为什么是上海。这就像东京为什么是东京，伦

敦为什么是伦敦一样。新的建筑，和既有的建筑，让城市看上

去是一个连续的生命体。不同时代的建筑有机结合起来，成为

一座城市的公共记忆。“上海展览中心内原本已经有办公场所、

画廊等等应用。当这座建筑修缮之后，围墙打开，相信会有更

多上海市民走近甚至走进这座建筑。只有一代代人真正进入到

历史建筑中去，才会真正爱上这建筑，珍惜这建筑。”宿新宝说。

作为时代见证者的上海展览中心，未来将见证一个更美好

的时代。

拆除围墙后的上海展览中心拉近了与人们的距离，不少路过的市民上前拍照留影。摄影 /陈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