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2013年1月7日上海市(2017年10月31日上海)

今年是邬达克诞辰130周年，也是邬达克纪念馆成立10周年。本期新闻晨报·周到《
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邬达
克纪念馆馆长刘素
华、城市和建筑历史专栏作家乔争月、建筑师廖方
等几位嘉宾，分享他们各自对于邬达克的看法和与这位建筑大师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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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前的今天，邬达克纪念馆开馆，首先解决的是资料问题。当时为了筹备纪念馆
，我去了斯洛伐克邬达克家乡大概五六次，又去了维多利亚大学（因为邬达克过世
以后，他太太把资料捐给了维多利亚大学）。

10年前邬达克纪念馆刚开放时，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开馆之初，来到纪念馆的
大多是年长的市民。我觉得上海这个城市有不少的市民包括老人非常喜爱邬达克，
这些上海的“老朋友”给了我莫大的鼓励，纪念馆能够持续开办至今，也离不开他
们的支持。

很多人也许都不知道，在我们纪念馆开馆之前，这座城市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
研究邬达克。开馆之后，他们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到邬达克纪念馆，相互交流彼
此的考证资料，而且这些人都是年长的老人。我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做了进一步
的动作。

这些年，我们以邬达克纪念馆和文化中心作为载体，在建筑文化传播方面做了两件
比较品牌化的事，一件是邬达克建筑文化月，一个是探索邬达克，针对青少年和全
年龄人群去有针对性的破圈。

2015年12月我们举办了首届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每届文化月都会有一个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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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始终，首届展览主题是“走进邬达克”文博展；2016年第二届文化月的展览主
题是“爱屋·及邬”艺术展；之后的文化月相继举办了“此处是吾乡”摄影展、“城
市记忆”绘画展、“上海邬达克建筑3D影像展”“寄给邬达克的画信”“老房子遇
上漫画家”展览。

                                    3 / 8



智行理财网
2013年1月7日上海市(2017年10月31日上海)

今年，我们正在举办和计划中的展览，一个是漫画家郑辛遥老师的展览（“老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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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上漫画家”特展），还有一个是关于邬达克岳父的展览。邬达克岳父应该算是邬
达克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贵人，这也是我们用另一个视角去看邬达克这个历史人物。
我们会把12月初的展览包括邬达克纪念馆开馆10周年纪念活动在春节前相继启动，
也欢迎大家届时来参观。

乔争月：上海日报城市和建筑历史专栏作家、上海市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委会
副秘书长、Qiao Shanghai工作室总策划及主持人，著有《阅读南京西路》《阅读
南京路》《外滩·上海梦》《上海外滩建筑地图》《上海武康路建筑地图》《上海邬
达克建筑地图》（英文作者），译有《邬达克》《绿房子》等专著。

2004年，我在上海日报开始写历史建筑专栏，第一期就写到位于上海汾阳路150号
的“白公馆”—斯裔匈籍建筑师邬达克为万国储蓄会董事盘腾设计的宅邸。没想到
与这位传奇建筑师的缘分由此开启，先后参与了三本邬达克书籍，做了很多场邬达
克讲座和节目，见证了他在上海乃至国内“网红”的全过程，也得以与众多邬达克
研究专家、建筑业主以及邬粉们结下友谊。

2005年，时任匈牙利驻沪总领事海博通过我的专栏了解到建筑师邬达克的传奇经历
，他敏感地意识到邬达克的潜在文化价值与影响力。2008年，匈领馆与规划局等单
位举办了首次“邬达克年”活动，市民们积极参与，媒体争相报道，从此“邬达克
”风靡上海。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时，邬达克家乡今日所属的斯洛伐克也加入进
来，在大光明电影院首映了一部邬达克纪录片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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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10年前的今天（2013年1月8日），我与同济大学华霞虹教授一起发布《上海
邬达克建筑地图》，同年秋天又发布意大利建筑学者Luca
Pincellini《邬达克》传记中文版。

今天，还想起18年前拿着采访本首次探访邬达克建筑的情景。如今已经记不清为何
选择了这座房子来开启专栏，因为当时邬达克只是学术圈才知道的名字。但在后来
的研究写作中，与各种风格的邬氏建筑一次次不期而遇，我编著的《阅读南京西路
》《阅读南京路》《上海武康路建筑地图》的书里都有他的建筑作品，也许这就是
缘分吧。

廖方：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注册规划师

1918年，邬达克因战乱只身流亡来到上海。之后在沪长达近三十年的建筑师职业生
涯中，邬达克完成了大量建筑项目，“产量”极高且涵盖广泛：既有学校、教堂、
医院等科教文卫建筑，也有银行、办公楼、酒店、影院、住宅等商业地产建筑，还
有仓库、电厂、酒厂等工业建筑。这其中，有许多项目具有开创性。如真光大楼、
广学大楼在上海率先探索了在大型公共建筑上采用艺术装饰风格，大光明电影院、
国际饭店进一步推动了艺术装饰风格在上海的传播，它们还是当时远东最大的放映
厅和第一高楼，诺曼底公寓（武康大楼）则是上海第一栋外廊式公寓。这些项目的
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投资者、设计者、桩基工程、上部结构、机电安装、材料商、
营造商来自不同的国家，要求建筑师具有很高的统筹协调能力，这些足以表明建筑
师邬达克丰富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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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到邬达克设计并得以保存的这些历史建筑，既是留给上海这座城市的
宝贵财富，也值得今日的建筑师深入研究学习。我常年画各种建筑速写，包括邬达
克的建筑，这既是建筑师的绘画训练，也是记录城市的一种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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