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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价值的历史地段价值阐释方法 

——“徐家汇源”案例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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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上海“徐家汇源”都市文化旅游景区的成功实践，对基于核心价值的历史地段价值阐释方法的探索

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意义。徐家汇历史地段的核心价值在于这里是海派艺术发源地，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传播

地，近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徐家汇的价值阐释与呈现主要体现为：“点”状展示不同主题的历史建筑，开辟“文化

长廊”游览线路，建立“徐家汇源”都市文化旅游景区，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展示系统，初步建立文化遗产

价值阐释体系。“徐家汇源”为历史地段的保护与开发提供了经验：历史地段的阐释要以挖掘史料为基础，重视核

心价值研究并加以阐释，将分散的历史遗存点串联成文化线路，有助于传承、弘扬城市文化精神。 

【关键词】：历史地段 历史建筑 文化线路 徐家汇源 

【中图分类号】：K854.3；G112【文献标识码】：Ａ 

本文所讨论的“徐家汇”是指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为中心、历史建筑群相对集中的地段，这里现在已是上海的城市副中

心之一，商业繁华。而其最早发源可追溯到明末，因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徐光启而兴起。“徐家汇”并非法定的“历史文化

街区”，它与“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一街之隔，从历史上看，这里最初的建筑主要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建立，始

终处于法租界的管辖地界之外，是一个相对独立自治的城区，因此其核心价值与隔街相望的法租界差异较大。 

“徐家汇源”是上海市徐汇区政府近年来围绕徐家汇历史地段开辟的都市文化旅游景区。在建设之初，即以整体性视角、

历时性眼光，对历史建筑群的核心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评估，在修复的历史建筑中布置了系列博物馆、陈列馆，建设线性“文

化长廊”，进行系统的价值阐释、呈现与传播。“徐家汇源”既是历史地段价值阐释的示范，也是文旅融合的典范，对同类型

城市遗产、乡村遗产的价值阐释均具有借鉴意义。 

一、价值阐释理论与历史地段 

1.遗产阐释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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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佛里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在《阐释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一书中提出文化遗产需

要通过阐释让大众了解，他提出的六个原则对遗产阐释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但这些阐释原则与呈现方式主要被应用于

博物馆、纪念地等独立或静态遗产之中。此后，《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Charter for the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Archaeological Heritage）、《巴拉宪章》（The Burra Charter）、《国际文化旅游宪章》（International Cultural Tourism 

Charter）、《文化线路宪章》（Charteron Cultural Routes）等都提出了遗产阐释的要求。 

2008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宪章》（Charter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Sites），对“阐释”概念进行了总结：阐释（Interpretation）指一切可能的、旨在提

高公众意识、增进公众对文化遗产地理解的活动。这些可包含印刷品和电子出版物、公共讲座、现场及场外设施、教育项目、

社区活动，以及对阐释过程本身的持续研究、培训和评估
[2]
。 

在国内，丛桂芹、秦红岭、陈曦、孙燕、张成渝等分别对遗产阐释理论的发展作了研究[3]。周婧景、严建强提出博物馆展览

传播“阐释系统”的概念，“把与展览传播相关的各种重要元素——人、物和媒介，构成互相关联的整体”[4]。杜晓帆提出“文

化遗产核心价值系统性阐释与呈现”的理念，认为遗产价值应被看作是动态的变化过程[5]。 

2.价值阐释理论的应用 

价值阐释理论常常被用于文化遗产地的展示中，目前来看较为成功的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遗址、线性文化遗产和城市历史

地段。 

英国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是古罗马帝国修筑于英格兰北部的边境防御体系，1987年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

经过两次扩展。在 2006年的哈德良长城管理规划中，拟定一个全新的阐释框架用于指导世界遗产地的发展，提出两点阐释主题：

（1）古罗马帝国的西北边境；（2）自然和文化景观。这两点用以指导包括遗址现场展示、博物馆展示和环境展示在内的后续工

作，形成了“将展示遗产的历史信息和现实的功能需求有效结合、基于遗产价值特征建立阐释框架、整体策划游览方式和路线

实现对参观者的有效引导”三方面的经验[6]。 

波士顿（Boston）是美国东海岸近代文化发源地之一，拥有大量北美独立战争时期留下的遗产与遗迹。1951年，记者威廉·斯

科菲尔德（William Schofield）提议用一条步行道来连接这些地标，全面保护与美国革命时代事件相关的重要历史地点，市长

采纳了他的建议，正式将此线路命名为“自由之路”（the Freedom Trail），共筛选出 17个重要遗产与遗址地，沿一条约 4公

里的城市步道展开。步道以红砖或红线标记，有特别设计的圆形标牌，串联起了波士顿市区内的公园、州政府、议事厅、教堂、

纪念碑、墓地等[7]，现已成为一条世界著名的文化游览路线。 

国内一些遗产地也在积极探索价值阐释理论的应用，但价值阐释的对象和视角大多仍是孤立的建筑物、建筑群或纪念地。

此外，“文化遗产的各类展示或利用规划中，很少有规划师基于遗产价值去设定展示内容和规划空间，因此在遗产展示的具体

做法上会出现很多奇异的想法，展示内容与遗产价值脱节的现象十分普遍”[8]。 

因此，当前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在旅游热对遗产的冲击以及各地以营利为先而不是以保护和教育为主要目的的遗产项

目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引入文化遗产诠释与展示的国际理念，结合中国的实情，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并用于中国的实践，将会对

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产生积极的影响”[9]。“徐家汇源”都市文化旅游景区的成功实践，对基于核心价值的历史地段价值

阐释方法的探索，具有前瞻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徐家汇的历史沿革与建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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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家汇历史地段的沿革 

徐光启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出生在上海县城，后官至明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毕生致力于

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他还是明末著名的天主教徒，与利玛窦等传教士结为至交，为 17世纪的中西方文化交

流作出过重要贡献。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天主教即已进入上海，崇祯六年（1633年）徐光启去世，后安葬在今光启公园，

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教徒日益增多，渐成集镇，清康熙年间因此而得名“徐家汇”。 

经历禁教风波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复来上海，初在青浦传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

因“青浦教案”而迁入有天主教信仰社会基础的徐家汇，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宗教机构。“以文传道、以学证道”的耶稣会士，

还在徐家汇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推广“西式”教育。至 20 世纪 30 年代，此地已发展成具有宗教、科学、文化、教育特

色的街区，并成为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前沿和海派艺术发源地之一。 

2.徐家汇历史建筑的分布 

20世纪 30年代，徐家汇地区的宗教机构有耶稣会总院、天主堂、大修院、小修院、神学院、圣心女修院；慈善机构有土山

湾育婴院、孤儿院；科学文化机构有藏书楼、博物馆、气象台、天文台、圣教杂志社、圣心报社、土山湾印书馆；教育机构有

徐汇公学、启明女校、崇德女中、徐汇师范、圣诞女中、类思小学、震旦学院，加上国人创办的交通大学、复旦公学等。但在

20世纪 90年代的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一部分老建筑被拆除，保留下来的历史建筑仅有十余处，约二十栋（表一）。 

表 1徐家汇地区历史建筑保存概况[10] 

序 

号 

建筑（群）历

史名称 
建筑历史沿革 

保留的历史建（构）筑

物 
建筑风格 现状及功能 

1 徐光启墓 

1641年下葬，1903年重修并增设

十字架，1957年修复墓地，文革中

毁坏严重,2003年修复 

华表、牌坊、石兽、翁

仲、十字架等 

中式墓葬、 

西式十字架 
光启公园，对外开放 

2 
圣•依纳爵天

主堂 

1910年建成，文革中双塔等遭破

坏，1980年修复，近年多次修缮 
天主教堂 哥特式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座

堂，定期对外开放 

3 藏书楼 
建于 1867年，1897年翻建，最东

侧一间底层被改为人行通道 
藏书楼 

外观西式，内

部中西结合 
藏书楼，不对外开放 

4 耶稣会住院 建于 1860年，1867年翻建 
耶稣会住院大楼（隶属

于藏书楼） 
外廊式 

藏书楼阅览室及办公室、

展厅，对外开放 

5 大修院 

1843年创办于松江张朴桥，1901

年迁徐家汇，现状建筑建于 1929

年，2016年修复 

大修院 新古典主义 
徐汇区政府办公楼，一层

为展厅，暂不开放 

6 圣母院 
1855年创办于青浦横塘，1869年

迁徐家汇，现状建筑建于 1929年 
圣母院 新古典主义 上海老站餐厅，对外开放 

7 孤儿院 

1855年创办于青浦横塘，1864年

迁土山湾，现状建筑年代待考，

2010年修复 

土山湾孤儿院大楼 外廊式 

二、三层为董恒甫高级中

学教室，一层为土山湾博

物馆，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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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观象台 

1873年创办，现状建筑建于 1901

年，后塔楼被多次改建，2015年修

复。1949年余山天文台分出 

观象台 新古典主义 
上海气象博物馆，对外开

放 

9 徐汇公学 
1850年创建、收男生，崇思楼建于 

1918年，2010年修复 
崇思楼、操场 新古典主义 

徐汇中学教学楼，一层为

校史陈列室，节假日对外

开放 

10 启明女校 

1904年创建、收教外女生，启明楼

建于 1917年，1924年加建，2008

年修复并改造结构 

启明楼 新古典主义 
市四中学教学楼，不对外

开放 

11 南洋公学 

1896年创建，1921年改称交通大

学，现存历史建筑建造年代从 1899

至 1935年。已陆续完成修缮 

中院、新中院、图书馆、

体育馆、执信西斋、工

程馆、总办公厅、校门

等 

新古典主义、 

装饰艺术派、 

中式等 

上海交大徐汇校区，历史

建筑群被用作校史馆、办

公楼、博物馆、教学楼等，

对外开放 

12 李鸿章祠堂 
建于 1904年，1912年起曾作为复

旦公学校舍 
大殿、门厅、照壁 中式 

复旦中学校史馆，不对外

开放 

 

1988 年开始制订的徐家汇地区规划以徐家汇广场为中心分三期建设了百余幢高层和超高层建筑。徐家汇地区保留下来的历

史建筑，除上海交通大学和复旦中学校园内历史环境保存较好外，其他历史建筑均已被高楼大厦所包围。为了发掘并传播徐家

汇历史地段和历史建筑群的价值，2010年世博会前，地方政府开始规划文化旅游景区的整体建设。 

 

图一//徐光启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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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徐家汇天主教堂 

三、徐家汇历史地段的核心价值 

1.海派艺术发源地 

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的百年间，徐家汇是中国沿海城市独具特色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海派艺术的发源

地之一。徐家汇作为江南地区天主教传播的中心，以耶稣会为首的西方传教士在徐家汇地区系统建造了天主教堂[11]、修院、孤

儿院、藏书楼、学校、天文台、博物苑等机构，构建起以法国天主教文化为基底的特色街区。 

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的同时，此地也注重吸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徐家汇藏书楼外观为西式，内部格局中西结合。上

层为西文书库，模仿梵蒂冈带夹层的西式木结构书架；下层为中文书库，模仿宁波天一阁中式高敞的木书柜，收藏有中国古代

典籍。今天的藏书楼上下层均保持了原有格局。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徐汇公学等教育机构在传播近代科学的同时，均重视国

文教育；土山湾画院、工艺院在传授油画、水彩画、雕塑、木雕等西式技艺时，有意识地融入中国传统技法，从而形成了以土

山湾为代表的海派艺术的起源
[12]
，奠定了海派文化的基础。 

2.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传播地 

徐家汇是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最早兴起和传播的地区之一，有多项科学、文教事业开中国近代之先河。在“以文传

道、以学证道”的理念下，创办了大量科学、文教机构，包括中国最早的近代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了 16世纪以来代

表中西方科学文化交流的近 20个语种的珍稀西文图书
[13]

；中国乃至亚洲最早投入公共服务的天文台和气象台——徐家汇观象台，

创造了中国气象和天文科学的多个第一，研究水平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14]；亚洲最大的慈善机构——土山湾孤儿院，该孤儿院

还是中国最早的职业学校之一，科研和技术实力长时间在全国乃至亚洲处于领先水平[15]；中国内地最早开办的西式学堂——徐

汇公学[16]。此外，近代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之一的南洋公学选址于此[17]，毕业于徐汇公学的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和复旦公

学也萌生于此[18]。 

3.近代建筑艺术的典范 

徐家汇历史建筑群是中国近代建筑的典型代表，见证了上海近代建造技术与建筑风格演变的过程。徐光启墓是中国明清士

大夫传统墓葬形制的典型代表，天主教会为其增建的十字架则为中国传统墓葬中不多见的实例（图一）；建于 1851 年的天主教

老堂“外观中式，室内西式”，是采用传统材料和技术，由本土工匠建造的中西合璧风格建筑。 

随着上海近代营造业的兴起，徐家汇地区的建筑开始转型，建筑风格也随时代潮流而变化。耶稣会总院延续了开埠早期的

外廊式建筑风格；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教堂”的天主教新堂是典型的哥特式教堂，清水红砖外墙，拉丁十字形平面，正立面双

塔高耸，有玫瑰花窗、透视门等哥特式教堂的典型特征（图二），室内则用木骨泥墙模仿出四分肋骨拱顶；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年代，徐家汇地区又建造了一批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包括交通大学中院、图书馆、崇思楼、启明楼、大修院、圣母院等，

大多采用“工字形”或“王字形”平面布局，立面强调“横三（五）段、竖三段”构图，既使建筑立面更富层次，又增加了结

构的整体稳定性；20 世纪 30 年代建造的装饰艺术派（ArtDeco）风格的交通大学工程馆，由沪上著名匈牙利籍建筑师邬达克设

计。 

4.徐家汇历史地段的核心价值凝练 

徐家汇历史地段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全球化早期阶段人类价值观在中国开埠城市上海的交流、互鉴、融合的集中体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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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艺术的萌生地之一，其遗产对近现代上海地区乃至中国的宗教、艺术、科技、文化、教育、建筑等多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由此形成了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历史文化基底。 

在价值阐释与展示时，要将核心价值转化成更易理解和记忆的价值主题。基于徐家汇历史地段的价值研究，可以将其价值

阐释主题定为：（1）海派艺术发源地；（2）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传播地；（3）近代建筑艺术的典范。 

四、徐家汇历史地段的价值阐释与呈现方法 

1.“点”：历史建筑的修复与展示 

徐家汇地区历史建筑群历经百年沧桑，建筑多有损坏，功能多次改变，经过陆续修复后，开辟出多处不同主题的博物馆、

校史馆或展厅，展示内容除了建筑自身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外，均围绕上述三个价值主题展开，属于“点”状展示。 

20世纪 80年代修复了天主教堂，恢复教堂功能，定期对外开放；之后在拓宽漕溪北路时对藏书楼进行了修缮，耶稣会总院

改作藏书楼的一部分。2010 年至今完成修缮并使用的历史建筑包括：崇思楼，一层辟为以“汇学”为主题的校史陈列室，展现

近代上海“西学东渐”的历史；土山湾孤儿院从董恒甫高级中学老教学楼中腾出一层建立土山湾博物馆，以“海派艺术”为主

题，展示土山湾绘画、木工、印刷等工场的场景和工艺品，其中一些作品被认为是海派艺术的早期代表；修复后的观象台整体

被辟作上海气象博物馆，展示近代“气象学”的缘起、发展与取得的成就，有大量近代气象观测仪器等实物；位于区政府院内

的大修院，一层辟作“徐家汇展示厅”，展示徐家汇地区近代以来科学、文化、教育、宗教等发展，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

成就。 

 

图三//徐家汇历史地段地图 

1.20世纪 30年代的徐家汇地图 2.徐家汇历史地段保留的历史建筑及文化长廊位置图[19] 

2.“线”：文化长廊与文化路径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前，区政府开始筹划在徐家汇地区建立景区，并且修建了一条从崇思楼出发，途经藏书楼、天主教堂，

直达观象台的“文化长廊”，统一采用清水红砖墙和玻璃屋顶，结合地面铺装来作为“长廊”的标识，从而将这些散落在高楼

大厦之间的历史建筑串联起来，形成游览线路（图三）。这时期的展示仍是以历史建筑本身作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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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后，徐家汇地区陆续开辟了上海气象博物馆、徐家汇展示厅、电影博物馆、藏书楼临时陈列，结合已有的徐汇中学

校史馆、土山湾博物馆、上海交通大学校史馆、董浩云航海博物馆等，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文化路径”，不断丰富“徐家

汇源”景区的展示主题和内容。 

3.“面”：都市文化旅游景区 

2012年，“徐家汇源”都市文化旅游景区正式设立，目前已被评为国家 AAAA级景区，实现了由商圈到景区的转变。为了维

持景区的运营管理，徐家汇街道成立了管理公司，编制了旅游专项发展规划，拨付专项资金支持[20]。景区依托“文化长廊”建

立了旅游步道，设置了全景图、导览图、指示牌、景点介绍牌、安全警示牌等六类标志牌，增设了三处旅游自行车租赁点，每

天有免费讲解服务
[21]

。在此基础上，又开通了“徐家汇源”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定期组织线下的讲座和参观活

动。 

通过对核心价值的提炼以及对历史建筑的深入研究、系统展示，“徐家汇源”景区依托徐家汇地区的历史建筑群、博物馆、

陈列馆等，形成了“点—线—面”结合的展示系统，初步建立起文化遗产价值阐释体系，将“徐家汇源”景区建成一座“没有

围墙的博物馆”。 

五、对历史地段价值阐释的启示 

1.历史地段的价值阐释要重视核心价值研究 

位于同一历史地段内的历史建筑往往不是孤立建造或使用的，徐家汇的历史建筑之间关联度很高，在分别评估每栋建筑的

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基础上，还要从整体上凝练其核心价值。整体核心价值的内涵往往会比单体建筑价值之和更

丰富，只有把握住历史地段的核心价值，才能提炼出价值阐释的主题。 

2.史料的挖掘是价值研究和阐释的重要基础 

藏书楼收录了徐家汇地区近代以来大量中英文图书、档案、出版物、纪念册，以及开埠以来的中英文报刊、杂志等；观象

台由气象局继承，百余年来无一日中断气象数据记录，因而保存有大量档案和实物。正是因为这些史料的存在，才使得后人能

深入研究每一栋建筑的建造和演变过程及其背后的历史故事。比如从藏书楼查阅的徐汇公学档案，结合城建档案馆保存的原始

图纸，可供精确地分析出崇思楼外观及每个房间格局和功能的变化过程，还原民国时期的学科设置、教材等历史信息，复原教

学场景，为价值研究和阐释提供了最好的基础史料。 

3.“点—线”结合的文化路径是价值阐释的重要方法 

徐家汇文化长廊建立之初，借鉴了波士顿“自由之路”的展示方法。从实施效果来看，让历史建筑群在高楼林立的现代都

市中产生一定的关联，证明“通过恰当的场所叙事策略来整合离散的历史遗存点继而提升与营造城市街区的文化特色是具有可

操作性的”[22]。但徐家汇的文化长廊尚未贯通，要穿越徐家汇繁华的商业中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路线。 

4.不同历史建筑可以灵活设置展示区域与开放时间 

由于时代的变迁，历史建筑往往会挪作他用，距历史上主要功能可能已偏离较远，要在一个历史地段内对历史建筑群进行

集中开放展示，因产权而产生的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徐家汇源”景区根据建筑实际产权情况加以区别对待的方式有以下借鉴

意义：从展示区域看，或整栋置换后改作专题博物馆（观象台、交大新中院），或只腾出极少空间用作展示（崇思楼、土山湾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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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院、藏书楼、大修院、交通大学老图书馆）；从开放时间看，或分时段开放（天主教堂、崇思楼），或预约制参观（气象博物

馆）。灵活设置展示区域与开放时间可以解决部分历史建筑展示与使用之间的矛盾。 

5.价值阐释是以旅游促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径 

对于“文旅融合”的时代意义，很多地方将其理解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但从国家层面来看，

文化软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源泉，“文旅融合”的目标应该是“以旅游来促进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而不能只讲究旅游的短期经济收益。 

从“徐家汇源”都市文化旅游景区的实践来看，短时间内看不到旅游带来的经济回报，但从地区文化品牌提升、文化价值

传播等社会效益来看，其成效又是显著的。而将“文化”与“旅游”结合最重要的途径就是“价值阐释”，包含了遗产价值的

系统研究、评估、呈现、教育等，价值阐释和展示的过程也是价值传播的过程。价值阐释可以作为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桥梁和纽

带，也是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途径。 

六、余论 

自 2019年暑假以来，笔者与上海某书店合作，选择上海历史地段，面向中小学生和家长，开发了名为“看不见的城市”系

列行走课程，即城市游学课程。已完成“松江：上海之根”“徐家汇：海派文化源起”“苏州河东段：上海母亲河”三次课程，

行走线路与徐家汇源的“文化路径”相似，从实践效果来看，的确能更加系统而丰富地传播历史地段的价值，收到了良好的反

馈。 

推而广之，上海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历史地段，如衡山路—复兴路花园洋房、江湾“大上海计划”建筑群、提篮桥犹太人

聚居区、徐汇滨江工业遗产、上海革命旧址等，这些历史地段的历史建筑目前大多是“点”状的保护和展示。参考徐家汇源的

模式，从遗产价值阐释的角度，进行系统的价值研究、评估、阐释、呈现、教育，可以助力讲好上海城市历史文化故事，传播

城市文化遗产价值，传承城市文化精神，弘扬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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