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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旧区的拼贴现象与城市历史保护更新 

——以上海老城厢西北片为例 

【摘 要】：论文由城市拼贴的概念入手，阐明城市旧区的拼贴现象与城市的历史有直接的联系，进而以上海老

城厢西北片为例，分析并总结了其拼贴现象与历史的关系。在进行城市历史保护更新工作时，首先应该对旧区的城

市拼贴现象有正确的态度和认识，承认旧区的拼贴现象本身就是旧区最大的风貌与特色，针对具体的保护与更新目

标，对构成拼贴现象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倡小规模的、动态的、拼贴式的更新方式和灵活多样的可适应性与再利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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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贴”一词最早源于以毕加索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印象画派的一种创作手法，后来被运用于电影、文学等更为广泛的艺术

领域。“城市拼贴”的概念来源于柯罗.西的《拼贴城市》一书，他认为城市形态总是以一种小规模渐进的方式变化着，传统街

区的文化是由不同时期的文化积淀和多元文化相互“抵触”而形成一种拼贴。 

城市拼贴现象与城市的历史有直接的关系，它不但是历史的产物，而且带来的城市多样性与复杂性往往会激发更多的城市

活动产生，成为值得人们纪念的历史的孵化器。城市旧区，特别是那些历经由繁华走向衰落的旧区，常常具有鲜明的城市拼贴

现象，上海老城厢西北片就是其中的典型。 

老城厢西北片范围覆盖了上海老城厢地区第二象限的绝大部分，是现今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工作的重点也是该地区旧

城更新工作的难点。上海老城厢的地理概念是从明代开始的，但老城厢的历史却源远流长，与上海的发展史休戚相关。它见证

了上海从一个海滨渔村逐渐演变为国际大都市的全过程，也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老城厢西北片(简称西北片)作为老城厢的一部

分自然具有老城厢的风貌与特色，但同时也有自己的特色，城市拼贴现象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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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片的拼贴现象在老城厢中最明显并且是保存状况相对最完好的。西北片的城市拼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建筑形式的拼贴 

建筑是历史的宝贵遗产，从西北片建筑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看到上海城市发展史中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剪影。西北片

的建筑遗留形式可大致分为三类： 

一是传统的南方三合院民居。这类建筑是江南一带民居的典型，在青浦、苏州等上海周边市镇散布较广，但是在上海中心

城区的城市更新大潮中已经几乎拆除殆尽。根据历史考证并加以推测，这类建筑在老城厢内的始建时间大概是鸦片战争前，后

来建筑易主几经改造，从外面的街巷看过去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从建筑内部的细节和俯视建筑物顶组合及城市肌理仍可清晰辨

认出当年民居的痕迹，并可以想象老城厢在上海开埠以前作为商业良港的繁华景象。这类建筑现状主要分布于西北片东部的长

生街一带，万竹街、怀真街一带也有，但比较分散。由于建筑年久失修，居民肆意搭建，这类建筑现状看上去破损而杂乱已然

失去昔日的风采。在《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中，这类建筑的保护等级为一般历史建筑，即可拆可留。在城

市开发的大潮中，这类能够代表上海在开埠前历史风貌的建筑面临着严重的破坏。 

二是石库门式里弄。石库门式里弄分为旧式石库门里弄与新式石库门里弄两种。老城厢中以新式石库门里弄为主。这类建

筑建于上海开埠以后，由当时的房地产商经过专业的规划与设计，大量建于上海的租界地区。这类建筑形式上将传统的江南合

院式民居和西方联排建筑相结合，代表了上海的半殖民历史与文化。由于用地节约，建筑变化多样，这类建筑受到当时市场的

欢迎，老城厢内虽属华界却也建造了不少石库门里弄，建造时间大约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这类建筑在上海中心城区分布

较广，建筑质量较好，较容易辨识等原因，社会上对于这类建筑的研究较多，并且比较重视。这类建筑主要分布于老城厢西北

片的中西部，即开明里、春源里小区、原总弄(现已拆迁)一带。在《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中多数被列为一

般历史建筑，少量现状较好的(如开明里)被列为保留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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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现代高层建筑。这类建筑不用多加解释，在上海中心地区比比皆是，它是城市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产物，标志着人们生

活方式的彻底改变。 

从西北片这三类建筑我们可以看到上海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由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到解

放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这种建筑形式的拼贴充分体现了视

觉的断裂性与历史的延续性，对于建立文化认同感，唤醒人们对老城厢、老上海的记忆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空间结构的拼贴 

老城厢的空间结构包括建筑空间系统与街巷空间系统，空间结构的拼贴包括系统内部及系统之间的拼贴。老城厢西北片的

建筑空间依照不同的建筑形式也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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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南方三合院民居的空间继承了中国传统民居的空间层次特色，即公共—半公共—半私密—私密 4 个层次。空间的发

展方向沿建筑进深方向。强调院落与围合，接近人的尺度。 

石库门里弄由于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在空间层次上也继承了中国传统民居的空间层次特点，但在空间的发展方向上继承

了西方联排建筑的特色，注重于建筑面宽方向上的延伸。弱化院落与围合，但维持人的尺度。 

现代高层建筑则完全是外来种，脱离了中国传统，直接与国外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相衔接，空间失去了半公共与半私密两个

层次也失去了人的尺度，在发展方向上则脱离平面直冲云霄。 

与建筑形式拼贴相反，西北片的街巷空间一直维持着传统的风貌，我们从现状方浜中路大镜路等街巷中依稀可以体味到清

明上河图中所绘的宋代街市的酒韵茶香。 

可以说，整个西北片的空间结构既是在传统街巷骨架中进行的建筑空间拼贴，也是多样化的建筑空间与传统街巷格局的拼

贴。正是这种空间之间的拼贴，给老城厢带来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丰富性，也是老城厢的魅力及风貌特色所在。 

 

 

3  居民结构的拼贴 

西北片的居民结构由于新旧房屋的价值差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局面。 

以民居和石库门建筑为主的旧房区，居民多数为社会低收入阶层，人均居住建筑面积不到 5m
2
，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社区

老龄化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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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居住在新建现代高层建筑中的居民由于房价昂贵，多数为社会中等收入及以上阶层，人居居住面积高于 30m
2
，有些高达

五六十平方米。据上海有关人土透露，西北片新拆迁的地块由于成本过高，正在考虑新建别墅区，依照这个方案，西北片居民

结构的拼贴还将再植入高收入阶层。这种社会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结构的拼贴也显示了社会急剧变革中收入不均衡所造成的贫富

差距增大现象。 

4  房屋产权与土地使用权的拼贴 

西北片房屋的产权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也呈现出公私混杂的拼贴现象。而土地的使用权大部分在保护规划制定以前已经批

租出去，很多破坏历史风貌的建筑已经成为既定事实，这就给老城厢西北片的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的实施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讨论旧区的拼贴现象与城市历史保护更新工作的关系，首先应该对旧区的城市拼贴现象有正确的态度和认识。 

城市的拼贴现象是普遍的，但是能在街区的尺度上集中体现出拼贴现象的城市并不多，因为这种拼贴产生的条件限制很多，

如，在旧区内集中发生过一系列重要的足够影响城市形态的社会历史变革，每一次变革对于旧区的影响都未能完全覆盖前一次

变革留下的痕迹，并且这些历史的痕迹还没古老到超出物质的新陈代谢周期(如房屋的腐蚀倒塌等)。老城厢西北片由于位于上

海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城市的心脏地带，承载了太多的历史信息才体现出明显的拼贴现象，而如天津、北京等同样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他们的旧城就比较单一，未能呈现出明显的拼贴现象。 

因此，旧区的拼贴现象本身就是其最大的风貌与特色，对于老城厢西北片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很难从现状总结出一句简洁

的结论来概括老城厢西北片的风貌与特色，换个角度思考，我们可以说老城厢西北片的拼贴现象带来的城市多样性与复杂性本

身就是其最大的特色。 

所以，老城厢西北片的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应该把该地区的城市拼贴现象作为工作重点，进行仔细的调查与分析。分析对

于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来说哪些拼贴是积极因素，哪些是消极因素，哪些是经过更新能转变为积极因素的消极因素，哪些是不

可能转变的消极因素。 

在老城厢西北片的案例中，我们经过调查与分析认为，在建筑与空间结构的拼贴中，民居和石库门部分对于历史保护与更

新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而现代建筑的形式和空间虽然在很多方面与老城厢的整体风貌不协调，但是它也是拼贴的重要部分，

只要在景观上加以处理，有可能化消极为积极。在居民结构拼贴方面，我们认为它对于老城厢的历史保护更新工作是最不稳定

最难把握的因素，因为社会上对于人的研究还太少，而且人的问题是最复杂的，我们不能断言社会各阶层是否能够在西北片这

一空间和谐共处，因此很难判断是积极还是消极因素。至于房屋产权与土地使用权的拼贴，我们认为它阻碍了保护与更新工作

的开展，是消极因素，但是通过正确的工作方法可能把这种消极影响降到最低。 

值得注意的是，拼贴现象的积极与消极性不是绝对的，取决于历史保护与更新目标的制定。而历史保护与更新目标的制定，

又与当代人们对历史的理解现在的认识和对未来的追求直接相关。也就是说，拼贴是动态的拼贴，保护是动态的保护，就像过

去的人没有意识到历史保护的重要性一样，当代人也不可能预计出我们的后代想要保护什么，所以城市的保护与更新永远是站

在当代人的角度，而它自身也是历史事件，也有可能被列入后人的保护名单。 

因此，历史保护的目标——保护历史的原真性，并不意味着要逆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的时针反拨回某个朝代，某个时期(这

也是不可能的)，而是以当代人的价值观对现状进行历史的判断与取舍并加以利用，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为当代人创造更多的

价值。在拥有拼贴现象的旧区中，我们应该承认拼贴也可能成为旧区最大的特色，而不应该去强求一个简单、单一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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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我们更应尊重城市进化的规律和旧区拼贴的特征，提倡小规模的、动态的更新。对历史建筑的再利用

应该多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发挥本土的创新能力，寻求灵活多样的可适应性再利用方法。避免以“拆、改、留”思维将城市

旧区的保护与更新工作简单化，防止在城市旧区重现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大规模高强度的破坏性开发。 

总而言之，旧区的拼贴现象对于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是把双刃剑，关键取决于怎样利用它。如果利用的好，它对于保持城

市的文化底蕴、传统与风貌，保持城市多样性与活力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成为城市景观与城市活动

的灰色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