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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视角下的上海石库门里弄空间
改造分析

何湘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艺术学院，上海 201514

摘要：作为上海传统建筑的典型代表，石库门里弄承载着上海独特的人文风貌与市井生活，其邻里互助的温情氛

围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民居文化，成为城市记忆的重要载体。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这类建筑逐渐显现出设施老

化、居住密度过高等问题。本文从城市记忆视角出发，对现存的四种石库门里弄空间设计模式进行分析，强调了

石库门里弄文化对城市的重要性，总结出上海石库门里弄的改造特征，并探索新的改造模式。上海石库门里弄的

空间改造，对增强城市记忆、促进市民的城市归属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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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沪语方言中，"箍"指用某种材料包裹或固定他

物的行为，基于此语言特征，采用石条作为门框的建

筑形式最初被称为"石箍门"，后经语音演变转化为"石

库门"。此类建筑的正门采用条石构建门框结构，配以

厚重的实木门扇，并装饰铜质门环。相较于中国传统

民居建筑形制，这种门式设计呈现出更为内敛的风格

特征，从而形成了"石库门"这一特定建筑称谓。相伴

百年的上海石库门里弄，承载着城市的人脉、文化、

记忆，对石库门里弄的保护开发，渗透了上海市文化

的厚度、情感的温度、软实力的力度。海派文化润泽，

无声似有声，充满生命与活力的里弄群落让石库门焕

发出勃勃生机。

1 城市记忆里的石库门

1.1 石库门的由来

在1840年代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阶段，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和租界区的设立，上海地

区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殊现象。这一时期兴建

的具有中西合璧特征的建筑群被学界统称为"万国建

筑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居住建筑类型当属石库门里

弄住宅，这一建筑形式充分体现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文化交融特征
[1]
。石库门建筑作为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

最初出现在英租界范围内，这类住宅由英国商人开发

建设，创新性地引入了西方联排住宅的建筑模式，从

而奠定了上海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发展基础。

石库门里弄有两种模式，分别是老式石库门里弄

和新式石库门里弄。老式石库门里弄产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20 世纪初，其空间布局沿袭了中国传统民居的

基本形制特征，主要采用三间两厢或两间三厢的平面

组合形式。新式石库门里弄产生于 20 世纪初期至 30

年代期间，其结构特征表现为采用砖墙承重体系，平

面布局呈现单开间或双开间形式，并在立面装饰中融

入了大量西方建筑元素。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石库

门里弄建筑通过优化土地利用效率缓解了人口居住问

题，这种建筑形式在上海迅速普及，但它的本质并不

是创新性的建筑范式，而是基于传统成熟营建体系，

结合新兴技术手段来适应高密度聚居环境的一种改良

型住宅模式
[2]
。

1.2 城市记忆的重要作用

记忆能力是人类个体与生俱来的重要认知功能，

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更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建筑遗产作为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其空间形

态与物质构成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维系城

市历史记忆、塑造城市文化形象、强化城市品牌传播

以及凝聚市民情感认同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城市记忆是对城市空间环境及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认

识，不同于历史记忆与个人记忆，是建立在共同审美

认同基础上的集体记忆，其中包含物质形态、空间环



节、情感态度以及仪式活动等多重因素，还包含了城

市中的人对环境的认识及评判，同时还涉及到时间维

度与空间维度的变化关系。

城市记忆可分为记忆主体与记忆客体两大类别，

记忆主体通常指长期定居的城市居民群体，他们既是

城市历史演进的参与者，也是城市记忆延续的承载者；

记忆客体则涵盖城市发展进程中留存的有形物质载体

与无形文化形态
[4]
。本文的城市记忆是指生活在的人群

对石库门里弄的记忆，作为上海特有的建筑形态，石

库门在都市化进程中既构成了居民的物质生活环境，

又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作为海派文化独特

载体的地位具有不可复制性。石库门承载着这座城市

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文化基因，这些散布于城市各处的

里弄建筑不仅见证了上海市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

更以其独特的空间形态诠释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

这一鲜明的城市文化特质。

1.3 石库门里弄价值分析

作为上海独特的建筑形态，石库门不仅生动记录

了城市发展进程中市井百态的历史图景，更以其特有

的建筑风格成为海派文化的重要载体。这种融合中西

建筑元素的里弄街区，充分体现了上海作为国际化大

都市所特有的文化包容性与多元性特征。百年历史的

石库门，虽然无法同先天历史悠久，底蕴文化深厚的

历史遗迹相媲美，但作为在上海近代文明中的一段独

特历史文化片段，它的存在是难以分割和复制的
[5]
。石

库门里弄融合了中西建筑元素，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

蕴，在历史研究、艺术鉴赏及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都

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石

库门里弄已超越了地域界限，成为中国民居建筑的重

要代表类型之一，其价值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2 四种里弄住宅保护空间设计模式

2.1 商业创新模式——以新天地为例

新天地的石库门弄堂改造，是完全由开发商出资

建设的，彻底改变原有住宅用途，转型为商业空间，

在保留建筑外立面历史风貌的同时，对内部结构进行

全面改造和重新设计。由于使用功能发生转变，原有

的空间组织形式发生重构，推翻了原生里弄街区的结

构形态和空间逻辑，使原来热闹的商业外延和寂静的

中心，转变为喧闹的中心和沉寂的边缘
[6]
。新天地模式

的建造话费要比全部重造的费用高出一倍，它将北里

大部分石库门建筑外貌保留，内部空间根据商业空间

的构造重新设计，既保留了原始石库门的建筑风貌，

又使其更加满足当下商业空间的需要。原始的居住空

间完全被改造为商业空间，邀请潮流时尚品牌与著名

餐饮品牌入驻。文化艺术、潮流服饰与上海老牌品牌

在这里交流碰撞，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力。新天地也

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与各类时尚活动相交融，成为上

海必去打卡地标之一。

新天地北里保留了大部分的老建筑，具有浓郁的

里弄情怀，而南里建筑则以充满现代感的玻璃幕墙装

饰，配合少量石库门建筑，但从本质上讲新天地的改

造模式并非是对历史环境的保护，而是披着石库门怀

旧情怀外套下的全新商业模式改造
[7]
。从城市更新改造

带来的商业效益来看，新天地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商业

案例，但是从文化传播角度，只保留传统建筑的外立

面，对建筑内部空间完全打破重构，将附近的居民进

行全部迁移，使得街区“烟火人情味”去除，只剩下

建筑空间的商业价值，街区无法较好的承载上海的城

市记忆。城市记忆不单单只是从建筑外观所映射出来

的回忆，更包括人们在这个空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文化

活动。这样一种“用西方现代城市空间观念替换原有

的建立在中西文化交融基础上的空间格局”，是对石

库门里弄原本内涵的否定，弄堂原始的味道被打破，

对城市记忆的传承并不深入。

图 1 新天地弄堂现状图

图片来源：全景网

2.2 商民共生模式——以田子坊为例

田子坊石库门里弄的改建，是一种在没有任何商

业投资的情况下，由当地居民自发进行的，以文化创

意为导向、以原住民为导向，将居住的一些功能转变

为商业用途的方式
[8]
。田子坊石库门里弄最初是法租界



与中国人住宅小区之间的过渡区，后来逐渐形成商务

住宅区与工业区的过渡区。田子坊的设计改造最初是

对厂房的大闺蜜改造，到后来针对居民居住里弄的设

计空间进行优化，最后是将里弄居住空间转化为休闲

文化娱乐空间。随着上海中心城区产业结构的调整，

集中在市中心的许多产业纷纷迁居郊区，工业厂房空

置，于是田子坊街道办将空置的厂房以低价出租的方

式，陈逸飞等一批艺术家们开始在这集聚。

在2002年，田子坊成为了一个创意产业的聚集地，

有 83 个艺术商店，艺术工作室，展览中心。工厂周围

的街坊都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了艺术家们，政府也宣布

了“居改非”的政策，授牌田子坊为创意产业集聚区，

这也让田子坊成为了上海文化的一个展示场所，它的

规模还在不断扩大，餐饮、服务等业态的比重不断提

高，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旅游和体验为特色的文化聚集

地
[9]
。

图 2 田子坊弄堂入口

图片来源：全景网

在田子坊改造设计过程中，最大的特色是将里弄

街区中原有的工厂和住宅被纳入到新的结构秩序中。

目前田子坊里弄空间仍保留着大量原住民聚居，其紧

凑的街巷格局不仅维系着田子坊特有的市井文化氛围，

更塑造出富有生活气息的场所特征，为在地居民创造

了独具特色的公共活动空间。田子坊作为典型的石库

门里弄历史街区更新案例，其改造过程呈现出明显的

自组织特征。该区域通过居民与商户的自发参与，遵

循市场规律逐步实现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在未进行

大规模土地征收和居民搬迁的前提下，依靠市场机制

完成了街区环境品质提升与社区活力复兴，为历史街

区的有机更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样本。从城市记

忆传承的角度来看，田子坊在上海里弄社区改造中，

算是城市记忆被保留的比较完整的一个案例。

2.3 破旧立新模式——以建业里为例

建业里石库门街区的更新改造项目采用了商业化

房地产开发策略，在保留传统建筑外观特征的前提下，

通过整体拆除重建的方式，将原有居住功能转变为集

高端住宅、精品酒店和商业零售于一体的复合型业态

空间，导致原住居民群体被置换
[10]

。

作为上海现存规模最为宏大的石库门建筑群落，

建业里始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其建筑格局充分

体现了新式里弄的典型特征。与早期石库门住宅开阔

的空间布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建筑群在适应上海

地价持续攀升和土地集约化开发需求的背景下，呈现

出更为紧凑的空间组织形态。从空间结构设计上，建

业里设有总弄与支弄之分，总弄为南北朝向，支弄为

东西朝向，整体设计以单开间为主，将空间利用率最

大化。从建筑属性上，建业里分为东弄、中弄、西弄，

东弄与中农主要为房地产开发项目，抹去了原始的建

筑痕迹，将原本的建筑推到重置，在原来的基础上按

照之前的风格进行重建，而西弄在设计时，尽可能的

以保护为主，干预为辅，但建业里作为一个商业开放

项目，其商业开发性质使其无法完好保留弄堂原本的

使用功能。

建业里中弄有一块楔形的狭长空地——“总弄广

场”，设计师有意将总弄广场两侧的房屋作为住区的

商业配套功能，且在靠近福履理路一侧设有整个里弄

的车行入口。东弄与中弄间有砖砌的半圆拱券连通，

而西弄与中弄之间是长约110米连续的红砖马头山墙，

都采用过街楼方式与中弄连通，它们都是建业里最具

里弄特色的建筑形制。

图 3 建业里弄堂

图片来源：谷德设计网

2.4 修缮提升模式——以步高里为例



步高里石库门建筑群的保护性改造采取了较为原

生态的手法，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基础上，政府部门着

重修复其外部建筑特征，同时增设内部公共配套设施，

以期促进该区域的旅游产业适度发展。步高里里弄建

筑采用中西方相融合的形式，既有中式建筑对称美的

韵律，又有西式建筑简约的大气
[11]

。步高里对原本石

库门的外立面进行清洗修缮，还原建筑原始风貌，同

时对内部的住宅空间进行设计优化，提升了居住环境

品质，这里的居民纷纷自发参与到房屋修缮的工程中

来，力图共同打造具有弄堂记忆的新居所。但这种方

式并不能彻底解决弄堂居住密度高、人员杂乱的问题，

在生活品质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虽然居民们对记

录着童年时光的祖屋充满眷恋，但大多数人最终仍被

迫做出搬迁的决定。

图 4步高里弄堂

图片来源：新民网

步高里的更新策略在保留石库门里弄原有"商居

共生"空间特质的同时，有效规避了对周边城市肌理的

负面影响。这种将居民日常生活融入城市遗产保护体

系的创新实践，彰显了城市管理者在城市更新过程中

对居民需求与历史文脉保护的深度思考，具有重要的

示范价值。

总结

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多数城市的历

史风貌已在大规模改造中逐渐消逝，导致城市形象与

其历史底蕴严重脱节。零散的历史遗存难以承载完整

的城市记忆，而上海石库门里弄作为城市发展历程的

重要见证，对重构城市历史记忆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

价值。石库门里弄的改造不仅要满足建筑、物质技术

条件，更要突出建筑特色，更具人文精神和个性追求。

石库门建筑群深刻体现了"海派文化"的历史演变轨迹，

承载着一座城市的记忆，这种兼具中国传统建筑特色

与西方建筑风格的民居形式，其建筑特征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首先，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中西合璧的独

特形态；其次，在装饰细节上融合了多元文化元素；

最后，在功能设计上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

一。石库门建筑不仅完整记录了上海近现代城市发展

的历史进程，更以其独特的建筑语言在中国近现代建

筑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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