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座城市，有这样的梧桐！这

么美的街区！”漫步上海衡山路—复

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以下简称“衡

复风貌区”），人们感慨。

衡复风貌区占地约 7.6平方公里，

其间核心地块——隶属徐汇区的面积

约 4.3 平方公里。衡复风貌区是上海

首批以立法形式认定和保护的 12个历

史文化风貌区之一，也是上海中心城区

内规模最大、优秀历史建筑最多、历史

风貌格局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风貌区。

相较华美璀璨的外滩、高楼林立

的陆家嘴，衡复风貌区内道路两侧遍

植梧桐，夏日浓荫蔽日，秋日黄叶飘

落，道路宽窄适宜，街头巷尾小店鳞

次栉比。在这里漫步，每每转过街角

就能看到不同的风景。一幢幢历经

百年风雨的花园洋房、里弄公寓，构

筑出一个底蕴深厚、步行友好，在世

界范围内均极具吸引力的城区。

持之以恒的系
统保护、有机更新

每 个 人 物 都 是 一 部 史

书，他们经历过的故事和居

住过的建筑和街巷，让百年

的历史变得真真切切

没有持之以恒的系统保护、有机

更新，就没有如今吸引无数中外友人

纷至沓来的“梧桐区”。

衡复风貌区内共有优秀历史建

筑 231 处，文物保护单位 251 处。截

至 2019 年底统计，衡复风貌区内共有

优秀历史建筑 1074 幢、保留历史建筑

1620 幢、一般历史建筑 2259 幢。上

海划定的 64 条永不拓宽的道路中，有

31 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在此。

充满生命力的城市，坚持以风貌

特色为引领进行整体保护，因循既有的

区域规划脉络，在原存城市肌理之上细

致修补。上海宋庆龄故居、巴金故居、

张乐平故居、柯灵故居、夏衍旧居……

一幢幢名人故居被修复开放，极具人文

底蕴的场所得到保护开发。

武康路 113 号，一处西式独立花

园别墅住宅，巴金在此居住生活度过

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就在一楼客厅，

巴金接待了很多文化名人，包括夏衍、

沈从文、曹禺、柯灵等。一边阳光充足

的敞廊，是巴金晚年伏案写作之地。

如今，巴金故居大部分陈设仍保持着

原样。小院依旧绿草茵茵，老人似乎

只是短暂离开。

武康路 100 弄，王元化旧居所在，

共两幢毗连式花园洋房。从屋面到木

构件，从立面到楼梯，修缮团队对建筑

外立面及室内重点保护部位修旧如旧，

保留石材构件、清水红砖墙面局部风化

的痕迹。2019年，修缮项目被评为“全

国优秀古迹遗址保护项目”。

五原路 288 弄 3 号，一栋两层洋

楼，楼畔小小花园，正是张乐平故居。

从 1950年到 1992年，“三毛之父”张乐

平和家人在这里住了整整 42 个春秋。

2015年上海徐汇区全面启动张乐平故

居修缮工作，张乐平先生的子女整理捐

赠了 285件遗物。2016年 2月，故居正

式开放，孩子们可以走进“三毛”的家，

亲手触摸褐色木头上泛出时光的颜色。

“每个人物都是一部史书，他们

经历过的故事和居住过的建筑和街

巷，让百年的历史变得真真切切。”建

筑学专家郑时龄感慨。

古老街巷与现
代生活融合发展

洋 洋 洒 洒 的 梧 桐 见 证

了这一“宁静、独特、魅力”

成片历史建筑的可持续发

展之路

保护与开发，风貌与功能，达到

平衡并不容易。上海更多采用“微改

造”的“绣花”功夫，在保护历史文化

风貌的同时，便利居民生活，使古老

街巷与现代生活融合发展。

由 11 幢独立花园洋房及两排上

海 新 式 里 弄 住 宅 组 成 的 衡 山 坊 ，堪

称东西方建筑文化融合的缩影。电

影 导 演 费 穆 就 曾 居 住 在 此 ，梅 兰 芳

也是其座上客。

时光流逝，进入 20 世纪末，这里

已有“72 家房客”，及至新世纪修建地

铁，发现地铁距离地面只有 4 米，居民

区震感强烈。由上海徐房（集团）有限

公司出资设立，专业从事成片历史街区

保护改造、历史建筑保护开发的上海衡

复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聘请多家专业公

司对建筑进行加固修缮，重现历史建筑

韵味；导入对噪声不敏感的现代商业元

素，进行功能业态替换。如今的衡山坊

已是一处集购物、餐饮、办公为一体的

地标性历史建筑街区。

“衡山坊位于徐家汇商圈核心地，

我们为其植入新的功能，让历史街区

成为静雅柔的城市慢生活街区，独具

风貌的城市客厅，让人与历史建筑的

关系更紧密。”上海衡复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朱劲松说。

建 造 于 20 世 纪 30 年 代 的 建 业

里 ，东 、中 、西 三 弄 石 库 门 单 元 254
间 ，是 上 海 现 存 最 大 的 石 库 门 建 筑

群落，顶峰时期容纳近 1100 户住家，

大部分建筑出现结构性损坏。 2003
年 ，建 业 里 被 列 为 上 海 市 保 护 整 治

试点项目之一。

修缮团队费尽心力找到建业里

1930 年法国开发商的原版施工图纸，

保留“马头墙”“清水红砖”等经典石库

门元素，砖块、瓦片、木材等都尽量选

取原始建材，尽可能使暖通空调、电

气、给排水、消防以及保安系统对历史

建筑造成的影响减到最低，完成和这

处老建筑的“新旧对话”。

修好还要用好。石库门本用于

居住，建业里周边都是居民区。如何

把对街区的影响降到最低？2017 年，

重 新 开 放 的 建 业 里 在 保 留 原 有“ 居

住+商业”功能前提下，对业态作新的

衍生——西弄为石库门特色酒店，中

弄与东弄为长租公寓，沿街部分单元

用作商业空间，既改善民生，又保留

城市肌理，还赋予现代功能。

紧邻建业里，岳阳路和建国西路

都不曾扩宽过，洋洋洒洒的梧桐见证

了这一“宁静、独特、魅力”成片历史

建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挖掘城市厚度，
助力发展速度

衡 复 风 貌 区 就 像 一 个

万花筒，每一处不同的风景

背后，都凝结着对历史的尊

重、对风貌的传承

衡复风貌区的保护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其间一脉相承的坚持，使建

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城市始

终有温度。

2024 年，衡复风貌区内两幢地标

性建筑迎来百岁生日。包括屹立在

五街交会、六岔路口、状如巨轮的砖

红色八层建筑武康大楼——近年上

海最热打卡地标。武康大楼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9 年完成了两次保护性

修缮，连大楼周边架空线也被全部清

除入地，整体建筑风貌在清朗天际线

下完整呈现。

从武康大楼出发，漫步在全长约

1180 米的武康路，直至安福路，各式

花园住宅、公寓和新式里弄，仿佛走

进悠长的“时光隧道”。这里不仅有

可阅读历史的风格各异的建筑，也有

不少新业态、设计新空间的引入，让

这片街区古老与潮流奇妙交织，深深

融入当下生活。

近 年 来 ，上 海 不 断 挖 掘 城 市 的

“厚度”，助力城市发展的速度。丰富

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为街区增添

了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美学价值。花

瓶形的阳台、宽敞的露台、大斜坡的

屋顶……武康路上一步一景，充盈着

新的生命力。哪怕是一个个形态各

异 的 窗 台 、阳 台—— 作 家 陈 丹 燕 在

《上海的风花雪月》中写道：“路边一

栋黄色小楼，不知道哪个朋友曾经点

着它说，那是罗密欧要爬的阳台。”

这自然吸引了大量游客。据统

计，武康路—安福路历史文化风貌街

区现日均人流量为 2 万至 3 万人次。

新消费新业态集聚、“文商旅居”融合

发展，川流不息的人群与商铺在梧桐

树下交织。“巴掌大”的武康路—安福

路街区，2023 年上缴税收总额已突破

亿元大关，成为上海发展人文经济的

新样本。

同样建于 1924年的黑石公寓，号

称当时“最豪华的公寓”。2017 年，黑

石公寓的外立面及总体综合改造计划

“黑石音乐街区”正式启动。2020年伊

始，黑石公寓正式向市民开放，变身

“黑石 M+”音乐主题社区，与周边的上

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等同频共

振，融入这片音符流动的区域当中。

上海音乐学院，曾有许多别具风

格的上海老建筑在校园围墙里不为

人知。2021 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

上海音乐学院整体提升工程启动，数

栋历史保护建筑得到进一步修缮，同

时调整绿化布局，拆除淮海中路沿线

的围墙，使校园内历史建筑和 3300
平方米的花园与街区相连。破墙透

绿，街区品质大幅提升。

衡复风貌区里，一幢幢老楼的焕

新，一片片街区的提升，充盈着城市的

生命力，缔造出无远弗届的吸引力。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衡复风貌区

“City Walk”，每个人都能在这里看到

不同的风景。衡复风貌区就像一个

万花筒，每一处不同的风景背后，都凝

结着对历史的尊重、对风貌的传承。

图①：位于衡复风貌区内的武康

大楼。 华家顺摄

图②：游客在武康路游览。

王 初摄

图③：街区内富有历史风情的老

建筑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

王 初摄

图④：小朋友在武康路旅游咨询

中心（上海老房子艺术中心）参观。

王 初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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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历史文化街区走进历史文化街区

“柴米油盐酱醋茶”，中国传统的开门

七件事，大部分围绕着“食”展开。发展到

如今，越来越多人对美食表达出追求与渴

望。不论是以《舌尖上的中国》《三餐四

季》《风味人间》等为代表的美食类节目持

续热播，还是各地多种风味小吃“圈粉”无

数，都可以看到美食的强大吸引力。

一日三餐、四季流转、不时不食等习

惯和观念，孕育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

慧；白如雪、细如丝、匀韧不碎的兴化米

粉，浓缩了当地人的吃苦耐劳、勤奋节俭

……美食之美，不止于色香味，还美在心

灵的陶冶、人文的启迪。

旅程中品味一道美食，人与自然、外

地与本地文化便生发起亲密互动。这种

互动带来的感受通常是“陌生又熟悉”的，

陌生在滋味的差异、地域的差别、习俗的

不同，熟悉的则是对美好生活的共同祈愿

和追求。当更多人加入寻味城市、触摸人

文的队伍，便催化了“为一道美食奔赴一

座城”的文旅热点。

有专家表示，“人们正在把城市当景

区”。曾经，旅游更多是对“大山大水大遗

产”进行景点景区开发，获得门票收入。

如今，城市就是一座大景区，更多人选择

追随当地人步伐体验城市的生活风情和

人文特色，每座城市富有特色的美食场景

自然成了必须“打卡”的目的地。在一把

烧烤、一碗麻辣烫、一份螺蛳粉的浓郁烟

火气中，在与方言土语、民风民俗等的碰

撞中，旅行者真真切切体验着地道、纯正

的他乡生活。

央视播出的《三餐四季》就记录了一

些对“宝藏”美食的寻找之旅。旅程中，人

们穿行在大大小小的街巷，寻一小店，排

队、点菜、落座，大快朵颐。不仅感受到更

加真实、活泼、全面的风土人情，还和食客

们、店主们交流日常、互动情感，一来二

去，碰撞出比舌尖体验更加丰富饱满的旅

行感受。

文化赋能经济、经济活化文化，市民

的普遍认可、游客的纷至沓来，激发着人

文经济焕发生机活力。近年来，浙江推

出“味美浙江·百县千碗”1000 道风味美

食 名 录 ，山 东 举 办“ 寻 味 齐 鲁 — 百 城 千

味 ”非 遗 特 色 美 食 大 赛 ，在 留 住 乡 愁 味

道、传承特色文化的同时，叫响了品牌，

拉动了人气。在江苏盱眙，平均每 8 个

人中就有 1 个从事龙虾产业，勤勤恳恳

书写着家庭的美好生活；在贵州遵义，平

均一年卖出 4 亿碗的羊肉粉，承载着更

多年轻人的创业梦想。

当 消 费 者 对 美 食 的 追 求 日 益 升 温

并成为城市文旅发展的契机，当饮食文

化 拉 动 经 济 、改 善 民 生 ，各 地 不 妨 顺 势

而为，推出品质菜肴，深挖美食内涵，让

舌尖滋味、温暖故事滋润城市的三餐与

四季。

一双双巧手，不仅在物质形式上传承

好千般味道，更在心里传承好勤劳、智慧

和 韧 性 。 一 家 肠 旺 面 店 为 何 传 承 三 代

而依旧红火？原来坚守着原料考究、手工

制作的祖训。传统菜系如何赓续传承？

淮扬菜师傅告诫徒弟们：“菜品如人品，人

做不好，菜就做不好。”美食背后的这些

人、精神、文化底蕴，为社会的发展积累起

深厚功力，也必将滋润包括文旅产业在内

的经济蓬勃发展。

旅程中品味一道美食
郑海鸥

■■人文茶座人文茶座R

用 服 装 设 计 展 示 非 遗 苏 绣 、堆 锦 、

绒 花 等 传 统 手 工 技 艺 之 美 。 时 装 设 计

师 兰 玉 与 其 作 为 苏 绣 传 人 的 母 亲 兰 堂

花共同完成的苏绣作品，以及多套融入

非遗工艺的服饰，近日在中国美术馆展

出。兰玉希望，传承母亲的传统技术与

手 艺 ，在 此 基 础 上 不 断 创 新 ，探 索 非 遗

的现代表达。

将一根线劈成 64 根丝线，在同色的

布面上运用不同的针法与丝理，呈现绣品

的立体和层次感，作品《玉兰花》展现了苏

绣“顺色秀”的精妙。苏绣艺术装置作品

《至洁过冰清》《无暇胜美玉》，让刺绣呈现

水晶的质感……兰玉用现代服装设计，在

厚重的非遗与轻盈的纱罗之间营造起一

个时尚美学空间。

出生于苏绣世家的兰玉，从小在布

墩儿和线头中，看着外婆和母亲以银针

作笔、彩线为墨，在一块块布料上挥毫泼

墨。兰玉说：“大二那年，我开始系统性

地 学 习 苏 绣 ，为 它 的 精 致 与 典 雅 所 折

服。”考入北京服装学院后，她潜心学艺、

积极实践。如果说兰玉母亲的苏绣是传

承，那么兰玉的苏绣则是新声。一针一

线 间 ，兰 玉 向 母 亲 请 教 苏 绣 针 法 的 奥

秘。同时，她也积极思考探索，如果用现

代的造型和配色来诠释传统非遗，会是

怎样一种曼妙的表达？

传 统 苏 绣 以 花 鸟 山 水 画 等 题 材 为

主，兰玉希望打破传统题材的“静”，打造

动态的效果。作品《水》由兰玉和母亲共

同完成。细腻灵动的织面、若隐若现的

高 光 ，一 簇 飞 溅 的 水 花 在 画 框 里 凝 固

……兰玉和母亲通过苏绣的表现力，将

水花击打在墙面上的瞬间定格。“我曾经

想用相机记录下这一瞬间，但效果总是

不尽如人意，而苏绣具象了水的柔情和

力量，呈现写意的意境，实现了现代表达

与传统技艺的融合。”兰玉说。

在时装设计上，兰玉将现代立体剪

裁 与 苏 绣 的 精 致 瑰 丽 结 合 。 她 设 计 的

苏绣时装《凤穿牡丹》，采用红色真丝绡

打底，缀有苏绣传统吉祥纹图案。她设

计的苏绣斗篷，让富有中国文化意蕴的

“ 富 贵 牡 丹 ”“ 喜 上 眉 梢 ”呈 现 于 真 丝 斗

篷 之 上 。 如 果 说 苏 绣 赋 予 简 约 廓 形 以

生动灵魂，那么现代造型和风格则给苏

绣注入时尚气息。

除 了 探 索 苏 绣 在 现 代 设 计 中 的 应

用 和 发 展 ，兰 玉 还 将 堆 锦 、绒 花 等 非 遗

技 艺 ，也 融 入 时 装 艺 术 作 品 。 为 此 ，兰

玉对非遗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她

深入山西、苏州等地采风。

在 山 西 ，兰 玉 在 一 户 村 民 家 的 墙

上，看到了一幅孔雀主题的堆锦画。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这 种 以 丝 绸 为 主 要 面

料，以硬纸板、棉花为骨架，经过十几道

纯手工工艺加工而成的非遗，很多时候

已 经 不 能 满 足 当 下 人 们 的 审 美 和 需 求

了 。 兰 玉 在 传 统 堆 锦 中 看 到 了 创 新 可

能 ，她 提 炼 出 堆 锦 立 体 浮 雕 效 果 ，让 朵

朵玉兰盛开在裙摆衣身。

让 传 统 堆 锦 、绒 花 跳 脱 原 来 的 面

貌，兰玉通过极简的剪裁、极繁的工艺，

赋予这些传统手工艺新鲜气息，也让更

多 年 轻 人 认 识 到 非 遗 的 美 妙 之 处 。“ 非

遗传承在保留自身艺术根脉的同时，要

积极与现代生活相适应，在实用中留住

市场，在创新中发展传承。”兰玉希望每

一 件 作 品 ，都 如 同 一 幅 画 卷 ，既 保 留 非

遗的神韵，又充满设计的创新。在兰玉

的诠释下，丝绸和刺绣形成了一种优雅

的腔调，在时装设计领域吟唱出绕梁的

歌曲。

让更多年轻人认识到非遗的美妙

本报记者 王 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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