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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建筑可阅读

案例背景

上海的特殊之处在于，多元文化的激烈碰撞被这座城市巧妙地转化成为城市
发展的驱动力，形成了极富特色的“海派文化”。这种具有较强兼容性的文
化，反映在建筑上就是一种多元混合、叠加和折中的文化，使上海具有复杂
而又多样的建筑形态。然而，这座城市对于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经历了一
个缓慢的调适过程。经历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大规模的快速建设阶段之
后，上海开始理性地思考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迫切寻找符合上海情况
的本地化保护模式。

经过近三十年的探索，上海已经形成了符合当地历史建筑特点和现实的文化
遗产保护机制与方法。但伴随着保护行动的深入，上海也面临着一个必须要
解决的问题，即如何让生活在传统街区的本地居民认识到维护建筑文化遗产
的重要性；如何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中、延续历史街区的生命活力。与
现代生活相比，城市中传统街区必然会在一定时期内面临基础设施不配套、
建筑老化、功能性和结构性衰退等居住困难。

因此，需要对历史街区和老建筑在“修旧如旧”的基础上，实现居住功能的
提升。与此同时，上海也需要筑牢市民与历史文化遗产之间那道深厚而绵长
的情感连接，让市民更懂老建筑，更爱老建筑，更愿参与续写老建筑生命力
的新篇章。基于此，上海选择了用文化的方式来解决历史文脉的接续问题，
提出了“建筑可阅读”项目。

实践过程

“建筑可阅读”项目正式推出前，上海已经划定了 44 片历史风貌保护区，
并承诺有64条马路将“永不拓宽”。这一举措引发了上海本土作家的创作热
情；一些市民读者也开始按图索骥地走访、游历这些街道，在旧的故事里加
入新的个人记忆。正如上海女性作家陈丹燕2008年出版的《永不拓宽的街道
》一书中所言，“这样，这个城市的记忆和历史就成为城市生活中可触摸的
、可感受的一部分，而不再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2017年5月，上海首次提出“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城市
是有温度的”。“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这个富有文学色彩的、对城市历史
表达了高度尊重的表述，激起了广泛人群的共鸣与兴趣。专业人士和广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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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发掀起了“上海建筑”“上海马路”的写作热，由此诞生了大量有关上
海历史建筑与遗迹的书籍和网络文章。

2018 年，政府正式启动“建筑可阅读”工作，由市文旅局主导推进。此项
目迄今已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完成了若干次迭代升级：

1.从扫码阅读、建筑开放着手，开启全市“建筑可阅读”之旅

“建筑可阅读”范围涵盖了上海各个历史时期的各类建筑，主要包括各级文
物保护单位建筑、优秀历史建筑和保留建筑、现当代建造的地标建筑等三类
建筑，包括私家花园洋房、里弄民居、外滩经典建筑等。

2018年起，“建筑可阅读”从6个中心城区逐步向16个区推进：一方面让更
多经过修缮的老建筑对外开放，允许市民免费进入参观；另一方面为老建筑
设计“介绍二维码”，即可用手机扫码，通过中英文导览、语音介绍、视频
播放、VR互动等方式，阅读建筑背后的故事。至 2022
年初，开放参观的建筑数量从近百处增至1056
处，二维码数量从400余处增至2957处。

2.从社会参与、全民互动着手，推动“建筑可阅读”的广泛覆盖

通过开展“五个民”活动，引导更多的市民和企业参与其中：

“全民评”

与美团（从事本地零售和生活服务的电商平台）合作，线上征集市民对“建
筑可阅读”的建言。活动话题累计阅读量达8860万人次，吸引近万人参与。

“全民讲”

与蜻蜓 FM（网络音频平台）合作，邀请市民创作与上海老房相关的音频故
事，逐步建立建筑故事数据库。参与活动者年龄最小的仅4岁，最大的80岁
。

“全民拍”

与腾讯合作，通过微信平台向市民征集上海建筑的摄影作品，挖掘上海建筑
蕴含的动人故事，逐步建立建筑图片数据库。活动页面阅读量近70万人次，
累计参赛 1 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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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游”

与小红书（网络购物和社交平台）合作，联动线下建筑与线上话题，由此产
生了多条网红建筑打卡路线。此话题在小红书上累计阅读量达4347万人次，
吸引 2000 余人参与（图 5.6）。

图5.7“建筑可阅读”专线巴士

资料来源：上海市文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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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改建后的明华糖厂

资料来源：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原作设计工作室

经验借鉴

SDGs11.4提到了文化和自然遗产。该目标凸显了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但也
可能让遗产的形象趋于狭隘化，简单地等同于快速城市化的“被动受害者”
，始终需要得到保护，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催化剂。从这个角度来看，上海对
历史建筑等遗产的保护，进行了创新性的本地化努力，强调遗产应该被充分
置于人们的生活情境之中，并用文化的方式成功激起了本地市民对遗产保护
与开发的兴趣。

1.通过广泛参与，引导市民认可遗产价值形成情感连接

通过活动，上海本地的作家、艺术从业者、专业学者、市民、企业等不同程
度地参与了建筑史料的收集、汇编、写作与传播工作。专业人群采用了文献
调研、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多样化的方式记录建筑的真实设计信息与历史
信息；非专业人士则在这些史料基础上不断添加与建筑相关的生活记忆和情
感信息；还有许多市民化身成为为外来游客讲述建筑故事的志愿者。市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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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参观者”“阅读者”，逐步转变为建筑的“守护者”“解读者”，
最终成为活化和振兴历史街区的“推动者”。

2.塑造阅读氛围，提高市民的审美修养和人文情怀

2021年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上海市民纸质阅读率为92.63%，数字阅读
率为 91.90%；76.54% 的受访者认为阅读能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加上近年
来“大阅读”概念日渐普及，人们越来越认可阅读已从单纯的文字纸本阅读
扩容至多维度的阅读方式体验。基于这些本地化的前提铺垫，上海市政府选
择将阅读对象从书本推演至建筑。

通过多维度的阅读方式，包括与建筑相关的书籍的阅读、与建筑相关的音频
的“听读”、与建筑相关的网络互动，上海进一步加深了全民阅读的氛围。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大量本地作家、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史学家等专业人
士的参与创作和传播，因此大范围地加深了市民对历史文脉的理解和建筑美
学的熏陶，有助于提升市民的文明素质、审美修养和人文情怀。

3.构建创意 IP，兼顾文化旅游发展和城市形象宣传

“建筑可阅读”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IP，与旅游产业、创意产业进
行了结合，为城市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上海市政府一方面利用此 IP 构
建特色旅游路线、开发周边文创产品；另一方面，上海通过发布“建筑可阅
读”官方形象标识，提炼出了体现独特内涵的上海城市形象视觉符号，树立
起了新的文化品牌，也为讲好城市故事提供了新的渠道，为上海的对外宣传
提供了新的可能。“建筑可阅读”活动始终强调上海的老建筑是应该被置于
整体街区之中、置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场景中、置于城市从过去到未来的发展
框架中来加以“阅读”和欣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广和宣传上海的建筑
，就是在宣传上海这座城市，得以让全世界了解这座城市的渊源、精神和品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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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出自：2022版《上海手册》第五章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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