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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到·规划

去古北 SOHO看潘石屹摄影展

周到·故事

古北的事

我们为您想周到

古北周到是新闻晨报上海社区新媒
体平台，覆盖虹桥、天山、仙霞、新华路等
地区，向您提供权威的政策咨询、邻里信
息、好玩好吃、亲子教育等周到服务。

古北地区两块基地规划公布
涉及幼儿园和新建绿地

今年年初，古北路第一幼儿园改扩建
工程基地 E2-06 公共绿地新建工程基地
居民签约、搬迁率均已达100％。消息一传
出，邻近居民非常关心这两块基地的未来
规划。
古北路第一幼儿园改扩建工程东至古

北路，西、南至天支小区，北至天山支路。总
用地面积达 5604 平方米，其中原有建设
用地 1411 平方米，新增用地 4193 平方
米。工程将拆除现有的 3层建筑，新建一幢
总建筑面积为 6559 平方米的综合楼，设
置活动、办公以及辅助用房和生活用房。

E2-06 地块位于天山支路以南，思创
大厦以东，规划古一幼儿园以西，规划
E2-03地块以北。用地面积约 1330 平方
米，其中绿化面积为 1022 平方米，道路铺
设面积为308平方米。公共绿地将包括绿
化种植、景观造型、健身步道，同时还将设
置接送幼儿园学生车辆的临时停车位。

□文 古仔

令人期待已久的长宁第一高楼古北
SOHO，昨晚终于正式亮相，与此同时，潘石
屹也带来了他在上海的首个摄影展，展览就
设在古北 SOHO一楼大厅。潘石屹的个人
摄影展，是此次开业活动的重头戏之一，宽
敞明亮的大堂展出了 80 余幅人像作品，包
括企业家、科学家、学者、演员、作家、工地建
设者、甘肃天水潘集寨的老师和孩子等。
活动中，潘石屹表示：“过去的几十年

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互联网走进了我
们的生活，照片成了比毛笔、钢笔更有力量
的表达方式。我想透过镜头，记录他们的快
乐和艰辛。我想透过镜头，传递人之人之间
关怀和爱的力量。”

●知道多一点：
古北 SOHO座落于古北国际商务区的

核心地区（红宝石路近玛瑙路），交通便利，
周边配套设施齐全。总建筑面积近 16万平
方米，是获得 LEED金级认证的超甲级写字

楼。古北 SOHO外形大气典雅，落成后的超
高颜值来自设计团队的巧思。古北 SOHO
由全球知名建筑事务所 KPF 的设计师
Jamie 担纲总设计，其参与设计的建筑作品

曾多次获得美国AIA设计奖。在开业典礼
当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Jamie 也和到场
的中外媒体分享了古北 SOHO 的设计理
念。

90年代在上海卖 1300美元一平米的天价房
就在长宁

20年前的天价房如今已淹没在了都市
森林中。

打开链家、安居客的网站，在一些房屋
介绍中，不时能看到“外销房”这个字眼，还
要附加上“高品质”、“老牌”、“建造材质
好”等形容。对“90 后”或新上海人来说，
“外销房”是个蛮陌生的概念。然而，在上世
纪 90 年代，“外销房”曾是“高大上”的代
名词，加上要用外币购买，又增添了几分神
秘感。

1992 年，位于虹桥的锦明大厦对外销
售。这是上海建成的第一幢外销商品房。短
短 4天时间，144 套住宅便被海外人士抢购
一空。那一年，上海的外销房批准预售量为
22.2 万平方米，次年又猛增至 262 万平方
米。“外销房”这个字眼随之进入上海人的
视野，成为“高端洋气上档次”的代名词。外
销房集中的古北新区在 1995年甚至被评为
“90年代上海十大新景观”之一。荣华居委
会第一任书记沈绿萍说，那时候上海流行一
句话：“要出国旅游，不如先到古北去看
看”。

所谓“外销房”，由国内外的房地产公
司开发建设，土地以批租形式获得，主要面
向华侨、外籍人士和港澳台人士。由于需要
使用外币购买，首先从掏钱方式开始，外销
房就显得相当洋气。至于房子本身，在户型、
建筑材料、小区管理等各个方面，开发商在
广告中都会强调“实行国际化标准”。当年
外销房的广告上，总能找到这类字眼：“户
型设计与国际接轨”、“厨卫家具采用国际
知名品牌”。以普陀区的玉佛城为例，90 年
代开盘时，卖点就是现房全装修和物业管
理。比如，屋内设备有进口日立空调、科勒洁
具、对讲机等。小区里设有 24 小时巡逻、录
像监控等。

这些配套放在今天来看，一点都不稀
奇。但在二十多年前，很多人却是第一次听
到。毕竟当时大家对房屋的概念还停留在拎
马桶、亭子间，哪怕能住进煤卫独用的两室
户公房，就算很不错了。当然，和品质相对应
的是外销房的房价。在大家还盼着“福利分
房”的年代，玉佛城 1995 年开盘时，售价为
每平方米1300 美元。到 1996年，直接涨到
了 2000 美元。这样的天价，对一般上班族
来说，想都不敢想。上世纪 90 年代，上海的
外销房大部分集中在长宁、徐汇、浦东和静
安。其中，长宁区古北的外销房名气最大。从
最早的宝石、钻石公寓，到金狮、金马、金龙、
金象公寓，还有罗马花园、里昂花园、雅典花

苑等，形成了一大批欧式风格住宅小区。谁
要是在那里买了套外销房，绝对是扎足台
型。
周雅珺（化名）就曾经体验过这种被周

围人艳羡的感觉。1990 年，位于虹桥路水城
路口的宝石公寓开始预售。这个小区由 10
幢 6层的法式公寓楼组成，分对外销售和对
内销售两种，基价分别为 420 元美金和
1640 元人民币。其中，对外销售的房型另配
有进口热水器、不锈钢煤气台等设备。周雅
珺买下一套二房一厅，总价约为 21 万人民
币。“阿拉是1992年搬进去的。这种房子是
按照外国住宅标准建的，厨房间和卫生间面
积比较大，房间比较小。”她说。“毕竟是外
销房小区，档次摆在那里。后来人家都讲，侬
眼光哪能噶好啦？”事实证明，周雅珺的眼
光的确很“毒”。到了 90 年代中期，古北的
房子在市场上炙手可热。以宝石公寓旁边的
钻石公寓为例，房价从 1989年的每平方米
500多美元，到 1994 年涨至近 1300 美元。

1995 年，钻石公寓二室一厅每月租金
在 1300 美元以上，而附近的罗马花园、广
场大厦二室一厅每月租金更是高达 3000
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1995年，人民币对
美元的平均汇率约为 8.45，而那一年上海职
工的每月平均工资不过 773元人民币。
李美萍（化名）就是在外销房最火的时

期出手的。李美萍是上海人，但有不少亲戚
在香港。90 年代中期，她住在香港时，无意
中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位于浦东
黄浦江畔的一处外销房小区在香港挂牌销
售。
二十多年前的浦东和现在相比，可以说

有着天壤之别。当时，浦东到处是低矮的老
房子，很少见到高楼，陆家嘴“三件套”更是
一个都还没出现。广告图片上的楼盘是高层
建筑，看上去很气派，和李美萍印象中的浦
东很不一样。她一直想在上海买套好房子，
回来时有个落脚点。因此，她没有考虑太久，
很快就付了定金。李美萍记得很清楚，二十
多年前她买下这套房子时，价格是每平方米
1万港币。按照当时的汇率，相当于每平方米
1万多人民币。“刚刚住进去的时候，房子老
灵呃。家里所有的家具，包括空调、浴缸都是
进口的，连走廊里的花砖也是进口的。”在
一片老房子的包围之中，李美萍住的高层公
寓鹤立鸡群，异常耀眼。当时小区里进进出
出的大多是外国人。“他们欢喜在小区花园
里唱歌跳舞，弹吉他开派对，不要太有劲
噢！”

只是，外销房的光环并没有闪耀很久。
到了 90年代末，新楼盘层出不穷，购房者的
选择增加了，对品质也更讲究了。外销房小
区曾经的“先进住宅理念”渐渐开始被时代
淘汰。以户型为例，当年为了达到国际化标
准，很多外销房都由欧洲或香港的设计师捉
刀设计。然而，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上海人
最看重的朝向问题，在外销房的户型中却往
往不被重视。厨房卫生间朝南、卧室朝北的
房型颇为常见，甚至还有三角卧室、无窗房
间等极其别扭的设计。
在古北，一些外销房的楼道里曾设有直

筒式垃圾通道。设计初衷是居民不用下楼，
在楼梯转角处就能把垃圾倒入集中的垃圾
通道中。可是时间长了，中式的厨余垃圾难
免有异味，这种堪称埋雷的设计最后只得在
居民的抱怨中被封起来。还有一些小区，在
建造时不设围墙，比如金狮公寓。这种当年
看起来十分创新的小区形态，如今却因为不
便管理，成了让物业和居民头疼不已的短
板。此外，外销房面积普遍偏大、得房率低，
加上房型不好，很多房东干脆出租作为办公
或商业用途，这在房屋买卖市场上，又是一
道“硬伤”。
李美萍买下的这套公寓，也具有外销房

户型奇葩的特点：三个卧室都朝北，阳台在
建筑的当中，无阳光照射。在李美萍的印象
中，虽然楼里外国人不少，但楼盘整体上卖
得不算好。刚住进去的那几年，不少房子都
空着。她买的那个楼层，两三年以后才有了
第一个邻居。由于销售不理想，到了 90年代
末，外销房小区纷纷开始降价售卖。比如浦
西的振安广场、金柏苑，还有浦东的珠江玫
瑰花园，均把价格调整为开盘时的一半左
右。很多开发商打出了“外销房的标准、内
销房的价格”这类广告词。
2001 年 8月，上海正式实行内外销商

品住房并轨，统称为“商品住房”，“外销
房”这个名词消失在历史中。“我记得新千
年没多久，用人民币也好买我们小区的房子
了。”李美萍说。“楼里很快热闹起来，经常
有人过来看房。其中有上海人，也有温州人、
南通人。”如今，这里不再有外国居住者的
身影，房价也早已回落到了这片地段的正常
水平。在李美萍的卧室里，有两扇不同朝向
的窗户，望出去风景各异。二十年过去了，窗
外的浦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李美萍住
的高层建筑，现在已淹没在都市森林中，成
了一处普普通通的住宅小区。

（上海市民生活指南、新闻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