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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世界技能博物馆坐落于杨浦大桥
下，由百年历史建筑永安栈房改建而
成，11月7日起免费向公众开放并先
行展出800余件珍贵展品。

作为全球首家冠以“世界技能”
之名的博物馆，世界技能博物馆以

“小动作·大改变”为主题，聚焦“手、
脑、心”的协同创新，设有“工具与我
们的世果”“成功的全球运动”“技能
发展与中国”“技能建设美好世界”

“技能与基础科学”“技能与工业革
命”六大核心展区。

在修缮时，博物馆按照“修旧如
旧”原则，对永安栈房的八角楼柱、墙
面、天花板等进行了保留，并融合了中
国元素、上海符号、工匠精神。观众走
进博物馆，就能感受到百年前建筑的
高超技艺。在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

“技能瑰宝”里陈放世界技能历史，可
以让观众跨越时空与文化，全方位体
验技能的独特魅力。

此前，总部位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的 全 球 知 名 影 像 艺 术 中 心
Fotografiska，已在上海开放其亚洲首
馆。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选址于
苏州河畔，无独有偶，它也是由拥有将
近百年历史的仓库建筑改造而成，大
小各异的展览空间错落分布于三层建
筑之中。作为开幕系列展览，中外影
像艺术家冯立、爱德华·伯汀斯基、范
西和杨嘉辉的摄影作品吸引了大量年
轻观众。Fotografiska在瑞典语中意思
为“摄影的语言”。它是全球最大的影

像艺术中心，成立于 2010 年，目前在
斯德哥尔摩、柏林、塔林和纽约等城市
拥有分馆。Fotografiska集团执行主席
尤伦·罗斯表示，他一直被上海这座城
市深深吸引，想找到一个独立的历史
建筑来呈现全球摄影艺术精品，苏州
河畔的这栋仓库建筑“让梦想成真”。

城市空间发展已进入“注重增量
的结构调整与存量的提质改造”阶
段。在这样的时代发展大势下，如何
深思城乡演进中的历史环境再生之
道？日前，由中国建筑学会、同济大学
主办的第四届建成遗产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上海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上述议
题展开了讨论。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
复古”的保护发展观正深入
人心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理事长王凯
发现，这是自己“当周第三场参加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会议了”，可见历
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在最近这一个时期
里，受到了上上下下各方面的高度关
注，这是多年来难得的非常好的形势。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已经有
40年的历程，王凯略作回顾，“保护对
象在不断地扩展，在快速城镇化的进
程中，抢救和保护了大量的建筑遗产、
城市遗产和景观遗产。这些都是建成
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延续历史文
脉、保护文化基因、塑造特色风貌当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如今，在城乡高

质量发展的语境下，在遗产本体之外，
保护历史环境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立足整体保护与展示、注重人与自
然的内在联系、更多关注人文环境、文
化生态的保护和传承，是王凯对历史环
境保护和再生的几点新认识。“探索一
条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自然生态
与环境保护、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多重
目标的融合之道，依然任重道远。”

“城乡历史文化遗产应当是有生命
力、有活力的，要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
分，甚至成为未来生活的一部分。”同
济大学教授伍江指出，城乡历史文化
遗产活化，管控是底线，创新是核心。

他所理解的创新，不仅要有思想
观念上的创新，发自内心地认为保护
与创新是文明延续的重要内容；要有
方法上的创新，研究怎么规划、怎么修
复；还需要法律体系上的创新，专业的
制度、规范、标准都要真正能够深度对
接保护的要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注意到，“守
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保护发展观
正在深入人心。对于建成遗产保护，
从消极保护到积极保护，从教条式的
表象认知到批判性的本质领悟，从旧
有的技术定势到新型的技术融入，从
专家圈子的单打独斗到相关领域的广
泛参与，从“大拆大建”到“留改拆拼”，
从复古守旧到尊古创新，从单一秩序
到多元共生，一系列现象都在清晰表
明，保护与再生的理念、方法和途径正
在不断更新，学界、业界与全社会的互

动正在不断增强。
尽管在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大

背景下，保护与再生正面临复杂的权
益博弈和利害冲突，挑战艰巨，推进困
难，常青和他的同事们却坚信，“通过
各种实验性探索，一定会找到具有适
应性的解决思路、策略和路径。因为
历史环境蕴含着巨大的综合价值和文
化驱动力，等待着我们去尝试启动、再
启动，让我们相遇切磋、协同前行。”

“眷顾过去亦映射当下和未来”
多年来，在很多上海市民的心目

中，同济大学教授章明的名字总是和
杨浦滨江南段公共空间贯通工程紧紧
联系在一起。

此番参与研讨，章明不仅带来了
自己多年参与历史建成环境再生、文
物保护利用等工作的心得，也带来了
他和团队参与苏州河综合整治工程四
期过程中完成的一些具体案例。

至今，章明依然记得那条黑臭的
河。还在同济大学上学时，每次从学
校出发、往市中心方向走，当空气中传
来某种熟悉的味道时，章明和同学就
知道“苏州河快到了”。“2008年，苏州
河经过三期治理之后才不臭，但苏州
河周边的状态在改造、再生之前并不
理想。”2017年，章明团队正式参与到
苏州河综合整治工程四期的相关工作
中。这一次，工程的主要任务终于不
再是治臭，而是提升整个苏州河两岸
公共空间的品质。章明团队的首要任

务是改善苏州河黄浦段（从外白渡桥
到南北高架绵延 3 公里）的公共空间
品质。

在章明的心目中，苏州河是上
海近代历史的讲述者、民族工业兴
荣的见证者，更是市井生活百态的
记录者。于是，他们在整个空间系
统规划中，为苏州河黄浦段定下几
个目标——精致的水岸步行带、浓缩
的海派风情博览带、典雅的艺术景观
带、多元绿色的生态休闲带。

在细化提升方案的过程中，章明
特别强调要坚持“城市历史信息的透
明叠合”，要让整个历史建成环境，重
新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团队为此
还提出了三个基本概念：循脉潜行、锚
固游离、向史而新。

“循脉潜行”指的是要把历史脉络
分析清楚。

“锚固游离”指的是在理清场所背
后隐匿的时间剖断面之后，引入新元
素。在改造实践中，新介入的元素始
终要保持对既有环境的尊重，以一种
清晰可辨的、避免和既有环境附着粘
连、和老的部分形成对比性并置关系
的方式，有限度地介入现存空间。

“向史而新”是章明团队对城市有
机更新一以贯之的理念。在他们看
来，城市的未来取决于人们看待过去
的态度，“城市建成环境总是处于变化
不息的时间之流中。时间又在不同的
历史阶段留下痕迹。我们的工作要把
蒙在历史信息上的那些浮尘拭去，把
整个历史环境中有价值的信息尽力地
保留好、保存好，形成丰富的体验和时
间的厚度。”

如今，“设计流露的传统情感看起
来那么熟悉，但有点陌生；设计的细部
既是对过去的眷顾，又是对现在与未
来的映射”，已成为章明团队推进相关
设计工作的基本态度，也融入了苏州
河黄浦段的每一处更新中。

“整个建成空间重新被赋予活力，
被赋予当代价值，又可以看出它和任
何一个其他城市的滨河、滨水空间都
不一样。”章明说，这就是他所理解的

“传承”。
“上海有发达的时尚产业，强调生

活潮流，而且一直以来是沟通中外文
化的桥梁所在。”Fotografiska影像艺术
中心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安·德维尔告
诉记者。据介绍，Fotografiska 影像艺
术中心推动“艺术融入生活”，开放至
深夜11时，并允许观众将饮料带入展
厅，鼓励一边喝酒和饮料一边观展。
观众还能在艺术空间里听音乐会、参
加舞会、欣赏演出和电影放映。

“我们希望人们能获得乐趣，艺术
应该是快乐的。”克里斯蒂安说，他对
于中国文化产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认为上海这座城市将为全球影像艺术
注入新鲜活力。 ■柳森 孙丽萍

（来源：解放日报、新华社）

历史环境如何在创新中“再生”

空中俯瞰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日前，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在上海设立亚洲首馆并举办开幕展。 ■新华社记者 孙丽萍 摄
世界技能博物馆坐落于杨浦大桥下，由百年历史建筑永安栈房改建而成，11月7日起免费向公

众开放并先行展出800余件珍贵展品。 ■记者 汤顺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