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续三年三次“焕新”

2021 年 9 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武康

大楼斜对面的咖啡馆前， 来自广州的游

客蔡琦和闺蜜在正对武康大楼的户外餐

桌前坐下，点了色拉、面包、三明治、甜点

和咖啡全套，边吃早午餐边打卡拍照。

此前，蔡琦从社交媒体上知道了武

康大楼， 顺便搜索了大楼周边的餐饮

店。 当天 6 时，她和闺蜜打了“飞的”来

到上海，第一站就是来武康大楼前吃早

午餐，然后去永康路品咖啡、傍晚欣赏

外滩夜景，再乘坐深夜的航班回广州。

如此“任性”的打卡之旅，只因武康

大楼而起。 这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大楼

不仅有着大气、独特的外观，更承载着

上海城市变迁的历史，是一本值得细读

慢品的建筑之书。

1924 年，武康大楼在五条马路交会

处落成。 作为上海最早的外廊式公寓，

大楼曾吸引众多上海大公司的高级职

员入住， 新中国成立后又住进了郑君

里、赵丹、孙道临、黄宗英、秦怡等电影

和文化界名人。

并不为人所熟知的是，后来成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正式问世前曾在武康大楼响起，由当时

居住在此的电影明星王人美在钢琴上

弹奏试听。 1935 年 5 月 24 日，电影《风

云儿女》 正式在上海的电影院上映，作

为电影主题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慷慨

激昂，很快传遍全中国。

见证城市变迁的过程中，武康大楼

上方的“蜘蛛网”越来越密。 2018 年，上

海启动架空线入地和合杆工作，武康大

楼所在地纳入其中。 经过近一年艰苦奋

战，实现“多杆合一、多箱合一、多头合

一”，大楼上空重现疏朗的天际线。

2019 年，上海对武康大楼进行全面

修缮，造型、材料全部遵循原有建筑的

风格和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原则。 当时，

调集而来的百名能工巧匠对大楼的每

一块砖、每一处装饰细节进行了详细考

证， 形成了万余张草图，“修旧如旧”只

为再现经典建筑原有风貌。

为给市民游客提供更好的游览体

验，2020 年 10 月起，武康大楼街区又开

启“微更新”模式，以天平路淮海中路口

的锐角区域作为武康大楼的最佳拍摄

点位，将该转角空间向外拓展 3.6 米，形

成一个 500 余平方米的“源点”广场。 在

这里，市民游客可以不受车流干扰尽情

拍照， 也可通过广场地面 360°的旅游

指引信息，到宋庆龄故居、上海交通大学

早期建筑等周边优秀历史建筑参观，“建

筑可阅读”空间内涵进一步拓展。

精心打造“点线面”业态

来到武康大楼街区，值得人们“打卡”

的，不仅仅是建筑外观。如今，武康大楼底

层的商业业态十分丰富，有美发厅、咖啡

店、冰淇淋店、书店，斜对面的武康大楼邮

政所还可以喝咖啡、购买文创产品……

立体和多维度的业态， 筑成了武康

大楼及其周边“点线面”结合的文旅消费

资源矩阵。 游客可以在这里观景、休闲、

购物， 居民可以来老牌美发厅打理时髦

的发式。 如此主客共享的业态布局，背

后同样经历了一番精心打造。

2021 年 8 月，伴随着红色幕布徐徐

拉开，在市民眼中消失了 20 多年的紫罗

兰美发厅重回武康大楼底层， 老字号重

回老地方，“紫罗兰”开始了焕然新生。

始创于 1936 年的紫罗兰美发厅，在

当时的消费者心目中是一家引领潮流风

尚的老字号， 也与武康路周边居民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 著名作家巴金曾在武康

路居住了半个世纪，在《巴金全集》中，紫

罗兰美发厅被提及过不止一次。 如《巴

金全集》 第二十六卷中曾记载：“三十日

（阴、雨）八点三刻前起。 十点去武康路

邮局寄书，到紫罗兰理发厅理发，等了将

近一小时。 十一点三刻散步回家。 ”

这里的每一家小店，看似不起眼，其

实都颇有来历：网红老麦咖啡馆，是上海

知名的复古咖啡馆之一； 音乐主题的元

龙书店，是上海古典音乐圈的一个符号，

其顾客群不仅包括上海音乐学院的师

生、琴童家长，曹鹏、汤沐海、谭盾这样的

音乐大家都是书店的常客； 大楼底层的

小店内， 还可以买到武康大楼外观造型

的冰淇淋……

外观和业态的升级换代， 为武康大

楼赢得了更多值得驻足的理由。 全新亮

相的武康大楼邮政所， 也成为武康大楼

附近一个新的打卡点。 这座“迷你”邮政

所长期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原本只提供

收寄包裹信件、代缴水电煤费等常规邮

政服务。 变身为“建筑可阅读”主题邮局

后，人们可以在这里喝喝咖啡，购买《遇

见武康大楼》口袋书、武康大楼明信片等

文创产品，绿色邮筒和邮政车纪念品也

带来了满满怀旧感，承载了更多与上海

有关的城市记忆。

深读周边街区的“引子”

在国家特级导游、“建筑可阅读”志

愿者联盟顾问专家朱懋耀看来，武康大

楼不应仅仅是一座“网红打卡”建筑，更

应是引领市民游客进一步深读历史建筑

和周边街区的“引子”。

“武康路—安福路”街区内汇集了

61 处历史文物建筑、47 处文化资源，涵

盖宋庆龄故居、巴金故居等优质历史人

文资源。

作为一条以居住功能为主的街区，

“武康路—安福路”街区在休闲功能开发

过程中，充分兼顾文化原真性的保留和

对原住居民生活的保护，形成“可沉浸的

街区、可阅读的空间、可留恋的记忆、可

珍藏的体验”的全域式景区。 今年 2 月，

“武康路—安福路”街区入选首批国家级

旅游休闲街区名单。

在这一遍布梧桐树和老洋房的国

家级旅游休闲街区，人们不仅可以品读

建筑、享受休闲购物之趣，还能欣赏众多

文化演出活动。“武康路探访洋房”大受

青睐；《武康路 19 号》“城市漫游”沉浸式

演出，一经推出即广受赞誉；以武康大楼

和话剧艺术中心南北两极为节点， 近半

数创业文化和餐饮娱乐业态聚集在距极

点中心 200 米范围内， 方便市民游客观

赏武康大楼和欣赏文化演出前后开展休

闲娱乐活动……海派文化之源的深厚底

蕴，数不胜数有故事的历史建筑，为街区

带来了独特的资源禀赋， 也为先锋戏剧

的诞生提供了文化背景与优质受众的土

壤。

历数武康大楼及其所在街区的变身

历程，一位深度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士如此

评价：“武康大楼及其周边的深度开发涉

及规划、建管、房管、文旅、绿容、公安、街

道等部门的长期付出，是各方通力协作的

结果。通过打造更好的街区环境和城市文

化，让上海人更爱自己的城市，让海内外

游客更爱上海，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

（综合自：《解放日报》）

武康大楼，在上海“建筑可阅读”中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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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交通最繁忙的淮海中路、余庆路、天平

路、兴国路和武康路交会处，一座状如巨轮的砖红

色 8 层建筑格外引人注目。 这座由匈牙利籍建筑

设计师邬达克操刀设计的建筑， 正是在诸多社交

媒体上大热的上海优秀历史建筑———武康大楼。

见证了近百年上海城市变迁的武康大楼，曾吸引众多文化名人入住。

伴随城市发展，武康大楼上空一度遍布繁密的“蜘蛛网”，建筑外观也显露

出岁月的沧桑。近五年来，架空线入地、“修旧如旧”全面修缮、街区微更新

等大动作，令武康大楼在上海的“建筑可阅读”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如今，武康大楼不仅是海内外游客心中与南京路步行街、外滩等齐

名的上海“打卡”点，在上海市民心中的意义也非同一般。 5 月底 6 月初，

上海城市逐步“重启”之际，朋友圈里流传最多的“自拍”之一正是以武康

大楼为背景。蓝天白云、梧桐叶和武康大楼，已成为上海最具代表性的画

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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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下的武康大楼

武康大楼“修旧如旧”

俯瞰五岔路口的武康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