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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还原 18号线复旦大学站上方老建筑原貌

相辉大草坪西侧建筑群将迎来新生
�相辉大草坪见证了复旦百年风雨沧桑， 珍藏了一代又一

代复旦人的记忆。
从 2017 年开始， 大草坪西侧启动了一项浩大的建筑工

程，不仅囊括地铁 18 号线复旦大学站，还有 100 号、200 号楼
的复建以及周边建筑群的新建。 目前，100号楼已完成结构封
顶，200号也封顶在即。 中华文明资源中心也将在今年竣工。

这片全新的建筑群有着怎样特殊的历史？ 又将以何种面
貌重现？

复旦大学校舍全景鸟瞰图纸

100号复建前

200号复建前

300号复建前

复旦大学地铁站及地上建筑剖视图

中华文明资源中心效果图

200号楼的前世今生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校本部的相辉大草
坪西侧，碧树环绕一组正在施工中的建筑，
位于正中的那栋，就是 200 号楼。在它两
侧，分别是 100 号楼（相伯堂）和 300 号楼
（蔡冠深人文馆）。

200号楼落成于 1922年的春天。时任
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先生亲自前往南洋募
捐，获得华人简照南、简玉阶兄弟的响应出
资，得以建成，因此，200 号楼最早又名“简
公堂”。当时的200号坐西向东，为二层砖木
结构，中式大屋顶与西式墙身相结合，飞阁流
丹、气象万千，是复旦最大最宏丽的建筑，自
然成为学校的中心，名人荟萃、活动丰富。
说起 200 号的设计者，颇有一番来

历———他是在中国建筑史上留下重要印迹
的美国建筑大师亨利·墨菲。
民国初年，中国建筑设计领域正在进

行着由官方主导的“中国固有之形式”运
动，即在大型公共建筑设计上倡导复古主
义的民族形式风格，其最核心的阵地就在
南京、上海等长江流域城市中。同一时期，
亨利·墨菲在中国建筑实践领域声名鹊起。
亨利·墨菲毕业于耶鲁大学，和李登辉

先生是校友。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
的设计师吕彦直先生，也曾经给他做过助
手。除复旦 200 号以外，亨利·墨菲还主持
规划过清华学堂、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
长沙雅礼医学院等多所校园主要建筑。
然而，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

飞机对复旦校园狂轰滥炸。第一宿舍、体育馆被
夷为平地，200号楼的屋顶也被炸飞，内部设施
损毁严重。后来，复旦整体西迁重庆北碚，日军
和汪伪政权先后在复旦原校区创办“维新学
院”和“国立上海大学”，只以灰瓦覆盖、略事
修葺。200号楼昔日的辉煌，不复存在。
直到 1945 年，日本战败，复旦师生陆

续迁回上海。1946年，为了纪念最初的捐赠
人简照南兄弟，200 号楼改名为“照南堂”。
解放后，全校建筑统一命名改编，照南堂也
随之更名为 200号，称呼沿用至今。
而根据 1937 年日军侵略前的史料图

片显示，100 号的建筑风格与 200 号类似，
也曾飞檐翘角、古色古香，但同样毁于日军
炮火，几经简单修缮，终不复当年风采。
建国后，100 号、200 号楼成为复旦教

学科研的重要建筑，历经多个院系和单位使

用，内部也多次改造。新闻系、哲学系 86年
前在 200 号办公。1984 年开始，国家文物
局与复旦大学合作培养文博人才，后又与复
旦大学共建中国第一个文博学院，为学校提
供了专项基建经费和人才培养经费。上世纪
90 年代初，200 号正由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使用，文博系利用该项经费，对 200 号进行
了复建前的最后一次修缮。

新老建筑群有机融合

早在 2005 年百年校庆时，复旦大学就
曾有建设复旦博物苑的计划，希望改造利用
这些老建筑群建设复旦博物苑。
当年，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主任陆

建松提出，希望保留该片历史建筑区，作为历
史文物展览空间。“这里是复旦的‘根’。”他
说。学校采纳了他的意见，让他指导 700号
楼（原经济学院办公楼、现校史馆）改建，并
负责校史馆展览的筹建。同样是在2005年，
蔡冠深校董捐资对300号进行了复建。
多年后，复旦博物苑中的 100 号、200

号日益老化。正逢上海市推出轨道交通 18
号线一期工程，途径复旦，学校最终决定结合
地铁施工来一起开展地上建筑的复建事宜。
作为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陆建松回忆

称，整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上海市规划和
国土资源管理局为此专门举行两次专家论
证会进行研讨，梳理其中诸多难题。
首先，按照原先规划的地铁线路，地铁途

经相辉大草坪历史风貌保护区，会影响相辉
堂、子彬院、校史馆，而这三座建筑同为杨浦区
文物保护单位和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经过调
整方案，地铁线路绕开了以上特殊地段和保护
建筑，对复旦历史风貌的保护做到最佳。
此外，由于校园西侧有地下箱涵（原走

马塘）贯穿基地，地铁站厅建设还需避开箱
涵，因此地铁站厅与 100 号、200 号形成
并不平行的布局，工程建设难度较大。
又鉴于2018年左右，上海市为保护历史

文化建筑，规定50年以上保护较好的历史建
筑不能随意拆除，有文物保护专家提出先平移
100号、200号、再修地铁、再平移原位的方案。
“但实际上，复旦从北碚回迁上海之后，

100号、200号就已经不是最初的样子了。”
陆建松强调，经勘探，复建前的 200号楼，仅
墙基和部分墙体是墨菲时期的，屋顶和内部
早已面目全非。他向政府和专家建议，不如
借此机会复建两座老建筑，还原为 1937年

前的真正原貌，最初的建筑构件可保留再利
用，建成后，可将建筑各历史阶段照片公开
展览。最终，该方案得到一致认可并通过。
尽管由于时间跨度太大，加之战火不

断、历史变迁，100 号、200 号的建筑资料留
存较少，但实际复建过程依然遵循了最大程
度还原历史的原则。
“我们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证，利用历

史图像、文字档案、同时期同类型建筑作为参
考，从整体造型和细部处理来把握建筑风格。
专业房屋检测机构还对老建筑进行了全套正
规检测，相关报告和图纸也作为复原的部分
依据。最后究竟要复原到什么程度，都经过专
家论证。”校基建处高级工程师路坦说。

复建过程中，施工单位非常小心地对原
建筑进行卸解，把墙体、屋顶等一些大的构
件整体切割、打包并妥善存放。卸解下来的
材料则会被最大程度再利用，例如旧墙砖仍
会被用作外墙装饰，以尽量恢复历史原貌。
此外，如何让现代化的地铁功能融入古

朴的校园建筑群落，也面临不少技术性难
题。“18号线复旦大学站结构相当复杂，地
下一共四层，已经造了三四年。而地上建筑
必须在地下部分完成的情况下再动工，实现
桩位的匹配。”路坦介绍。

新建中华文明资源中心

在进行整体规划时，学校还关注到原来
该片建筑群功能、定位不清晰，既有教学、又
有后勤保障，因此特别进行了功能调整和梳
理。经过此次修复重建工程，整片区域重新
规划，将建设“中华文明资源中心”。
按照规划设计，整个中华文明资源中心

片区的建筑，将围绕两个“界面”展开：第一
界面即环绕相辉大草坪的 100 号、200 号、
300 号和相辉堂、校史馆；第二界面则由后
排新建建筑组成。这一界面的建筑将采用青
砖立面的建筑风格，低调内敛，高度经规划
和文物部门严格审定，全部隐于草坪周边历
史建筑和还建建筑之后，在新老建筑之间形
成有机的对话。
“我们不仅希望尊重历史，让老建筑恢

复原貌，也希望让它们在新的历史阶段，发
挥新的功能。”陆建松表示。“未来，我们将
有机会在这里看到各类展览、文物、档案、科
技创新成果等。预计再过一年左右，100号、
200号就能携手新伙伴与大家正式见面。”

（复旦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