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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此升起
“老市府大楼”2022 年回归

在经过保护性综合改造后，
位于江西中路的老市府大楼将变
身为办公场地， 成为上海高端服
务业的承载地。 建筑中央将辟出
公共广场， 让市民游客可以走进
来近距离感受老大楼的风采。

记者从项目负责方———上海
外滩老建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获
悉， 该项目前期征收腾空工作已
基本完成， 设计方案在最后的论
证中， 整个地块目前进行保护性
施工前的封闭管理（即“保护性监
护”），预计在 2022 年大楼建成百
年时与市民、游客再见面。

这是一幢怎么样的大楼？

老市府大楼， 原名工部局大楼， 始建于
1914 年、1922 年竣工，最初为上海公共租界
的最高市政机关工部局办公总部， 拥有 400
个房间。建筑外形为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带
有巴洛克风格的装饰，其设计水平、审美取向
和施工技术都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1949 年上海人民政府成立，新旧政府的
交接仪式就在这幢大楼举行，同年 10 月 2 日
在此升起了上海市第一面五星红旗， 该楼继
而成为新中国上海市政府大楼，直至 1956 年
上海市政府搬迁至外滩源汇丰银行大楼内，
原工部局大楼改名为“老市府大楼”。 此后，
市政府部分委办局仍留在此处办公。 1989
年， 原工部局大楼被列为市第一批优秀历史
建筑和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也曾是上海城市最高水平的人文艺
术殿堂。 1879年，被誉为“远东第一乐队”的
“上海公共乐队”在此诞生，比德国柏林爱乐
乐团还早三年。

1918 年，正在进行环球巡演的意大利钢
琴家梅百器来到上海。 工部局董事会邀请他
执掌上海公共乐队。 1919 年，梅百器出任上
海公共乐队指挥。 他信奉“音乐无国界”，促
使音乐会向中国观众开放。 1927年工部局乐
队首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中国第一代小提
琴手谭抒真以实习生身份加入。

1938 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威
麟四位中国年轻人正式加入乐队， 成为乐队
首批中国演奏员。 同时，许多流亡在上海的俄
罗斯籍、犹太籍音乐家加入乐队，成为骨干。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高水平的乐队，吸引许
多世界知名的音乐家把上海作为全球巡演地
之一。 成为中国著名的音乐之城。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于
1923 年 1 月 1 日莅临大楼， 在工部局大礼
堂，用德语演讲相对论。

还有许多世界名人曾来过大楼。 法国霞
飞元帅曾参加在工部局举行公宴； 著名大法
官费唐， 曾在工部局大楼总办处 341 号房间
办公两年多，《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
形报告书》在这里成稿。

抗战胜利后， 这里成为光复后的国民党
上海市政府。 9 月 12 日，钱大钧正式上任上
海市市长，对“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实行了接
收。 1946年 5月 20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新
市长吴国桢到任。

在 1947年刊印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

可以看到市政府各部门空间布局，福州路一侧
的对面，有警察局、民政处等机关单位。

许多国民党名人政要曾到访这座大楼。
1946 年 2 月 10 日， 宋美龄代表蒋介石在上
海市政府市长办公室举行授勋典礼。 2 月 11
日，蒋介石莅临上海巡视。 13 日，蒋介石、宋
美龄等在市府礼堂接见中外记者。 就在当年，
国民党发动内战， 国统区一片混乱。 这座大
楼、这座城市，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 1940 年
代的最后几年。

1949 年 5 月 24 日， 解放军攻入上海市
区， 时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市长赵祖康下
令，要求警察不要进行任何抵抗，务必保护好
市府大楼，市政府升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

5 月 26 日中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
队进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 全面接管大楼的
警卫工作。 27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陈毅任主任，粟裕任
副主任。

5 月 28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
为市长。当天下午 2时，陈毅来到位于大楼二
楼的市长办公室， 举行接管国民党上海市政
府的仪式。 随同参加的有潘汉年、宋时轮等。
赵祖康将旧市政府的两枚印章呈交陈毅。 陈
毅对赵祖康的行动表示嘉许， 并嘱咐赵祖康
及旧市政府本部全体人员，各安职守，服从命
令，办好移交，争取为人民服务，并作出贡献。

6 月 1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该楼召开
第一次政务会议， 陈毅向全世界宣告上海已
变为人民的城市， 中国共产党接管上海就是
要建立人民的政权。明确指出，“改造旧上海，
建设新上海”，就是人民政府的宗旨。

这座大楼也是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
的地方。 1949年 10月 2日，新中国成立后第
二天，五星红旗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大楼升起。

在上海解放一周年之际， 陈毅题字：“上
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设人民的新上海”。

为了使大楼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上海市
人民政府于 1950年，将曾经作为修车棚的市
府礼堂改建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大礼堂”，以
开会为主，兼文艺演出、放映电影。 礼堂成为
上海市接待国际文化交流演出的重要场地。
据统计，有印度、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朝鲜
等十几个国家的艺术团体在这里演出舞蹈、
歌舞剧和芭蕾舞， 国内各省市艺术院团及上
海市院团也常在此演出，年均演出百余场，最
多一年达 250场左右。

1956年 5月 1日，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有
关单位，从江西中路 215号迁至外滩中山东一
路 10～12号原汇丰银行大楼内办公。 整整六

年， 这幢大楼作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
见证了共和国初期这座城市属性的深刻变革，
上海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上海”。

自市人委机关搬迁后， 老市府大楼成为
上海市民政局、园林管理局等单位办公地，继
续为城市管理发挥作用。 2007 年，上海市历
史博物馆曾借用大楼作为临时办公场所。

1994 年， 世界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与
以色列爱乐乐团，来沪也在市府礼堂演出。作
为上海重要文化地标的市府礼堂， 逐步落后
于时代的要求。 1995年，宣布停业。 2003年
3 月 7 日晨 5 时许， 空置中的市府礼堂毁于
一场大火。

项目团队揭秘“会这样保护她”

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排摸，项目团队发现，
工部局大楼原初的设计是围合型平面， 由于
西南角的公共租界巡捕房直至 1936 年才拆
除， 公共租界工部局一直未能完成工部局大
楼的整街坊合围的初始设计， 这成为这一建
筑的一大遗憾。

整个项目通过国际方案征集， 由富有历
史建筑改造经验的国际建筑大师戴卫·奇普
菲尔德领衔设计，华建集团、章明建筑设计事
务所联合设计。基于前期严谨的资料排摸，戴
卫·奇普菲尔德等在设计方案中提出，保护性
改造将对西南角长期空缺的部分进行弥补，
以实现整个街坊历史性的合围， 完善城市空
间界面。

为更好地留存下这幢老建筑的历史资
料，项目团队还采用了业内最先进的“三维激
光扫描”，对老建筑从外到内、一砖一瓦进行
了三维“复刻”，留存了珍贵的三维扫描和影
像留存，并建立三维电子模型，作为项目全过
程 BIM 技术运用的基础，精细化程度可比拟
巴黎圣母院的激光数据采集。

老建筑的历史韵味， 也体现在那些精致
的内部构件上， 项目团队对其进行了精心保
护。章明建筑设计事务所建筑师林沄介绍，在
征得文保局等相关部门同意后， 项目团队对
历史建筑中所有门窗五金件进行了统一清

点、整理，将部分容易在后续施工过程中被碰
坏的构件小心卸下、编号成册、装箱保护，待
后续复原后，这些“宝贝”将被重新装回。

城市空间是一个有机体，应不断更新，以
延长生命。 历经沧桑的老市府大楼也亟需进
行保护。为“加强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风
貌区保护， 加快推进核心区域城市更新工
作”，使外滩区域历史建筑“重现风貌、重塑
功能”，变“古旧”为“经典”。 2014 年，黄浦
区人民政府、上海地产集团联手，成立上海外
滩老建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推进工部局大
楼的保护性综合改造。

2015 年 5 月 28 日， 上海市文物局出具
了《<关于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公共租界
工部局大楼开展保护修缮工作的申请 > 的批
复》，对“外滩老建筑公司”负责原工部局大
楼的保护修缮工作进行了确认。

2018年 12月 30日，黄浦区 160街坊保
护性改造项目试桩开工仪式举行， 大楼的保
护修缮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期待 2022 年， 一睹这幢外滩老楼的风
采！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