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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付出数十倍人力物力，完
成两次整体平移

天津路近代建筑群一共有5栋历
史建筑，其中2栋为“贺衡夫怡庐”；1
栋为“天津路近代建筑”，曾为安利英
洋行使用；另外2栋为历史风貌建筑。

汉口历史风貌区是武汉城市文化
根脉所在，涉及历史建筑多，始建于20
世纪30年代的贺衡夫怡庐主楼就位
于该区域内。

被誉为“桐油大王”的贺衡夫是20
世纪武汉家喻户晓的工商业巨子。贺
衡夫怡庐又名“竹庄”，是贺衡夫为寓
意兄弟和睦，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
整栋建筑为三层砖混结构，青砖外墙，
灰瓦屋面。该建筑沿东西方向中线呈
对称布置，方正大气，无论是结构、装
潢造型，还是工程质量，在当时的汉口
都堪称一流。

1931年，武汉遭遇了洪水灾害，
作为汉口红十字会会长，贺衡夫义不
容辞地参与了救援，将自己居住的怡
庐提供给灾民居住。新中国成立后，
他又响应国家号召，毅然从香港返汉，
投入新中国建设，为武汉近代民族工
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遗憾的是，由于周边交通建设以
及长期空置状态下的年久失修，贺衡
夫怡庐渐渐成为与周边环境脱离的一
座孤岛，且其位置正在长江隧道振动
影响的范围内，本体的稳固性也面临
威胁。

2021年，作为汉口历史风貌保护
区的全新起笔，这栋近百岁的老建筑
先后进行了两次平移保护。

“对历史建筑而言，平移的审慎程
度远大于一般的修缮保护。”参与当年
平移保护的工程师孙新宇说，从建筑
长久安全的角度考虑，整体平移有利
于保障历史建筑本体长久安全稳固，

同时更有利于改善其与周边既有历史
建筑防火间距不够的问题。

最终，贺衡夫怡庐主楼向中山大
道方向平移约10米后又向胜利街方
向移动了约30米，实现了整体搬迁。
相关负责人表示，虽然平移及修缮一
座历史建筑比建造一个同等规模的楼
房要多付出数十倍的人力物力，但保
留这个建筑原有的历史特征，通过功
能再造呈现完整的历史风貌，是有历
史意义的，“我们肩负着这样的时代重
任”。

发现灰色清水砖的小秘密，
外墙老砖得以保留

走进贺衡夫怡庐建筑内部，历史
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明亮的光线透过
窗棂洒下，映照出地面上的泛白花
纹。粗大的立柱支撑着一楼的空间。
抬头望去，天花板上有精致的天花藻
井花饰，带来庄严、肃静之感。

武汉市民用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民用院”）高级
工程师董川介绍，早在2020年，他们
就已对天津路近代建筑群展开前期现
场勘察。那时，在岁月的侵蚀下，建筑
墙壁斑驳脱落，部分屋顶塌陷，院落杂
草丛生，荒凉而破败。

不过特别惊喜的是发现了大量汉
阳机制砖瓦厂制作的红色板瓦等，建

筑采用的钢框玻璃窗，也对研究汉口
近代建筑的建筑构造、施工工艺有重
要的科学价值。

2022年 10月，集中修缮正式启
动。

董川说，贺衡夫怡庐共有2栋6个
单元，其建筑均用青砖砌筑。

两栋中式建筑的内空高近5米，
大尺寸外窗，窗外还装有活动的百叶
窗遮挡阳光，使得室内空气流通、光线
充足，起到冬暖夏凉的效果。

怡庐外立面的灰色清水砖还藏着
一个小秘密。市民用院现场勘察过程
中，发现了印有“YTK”字样的汉口铁
厂耐火砖以及带有“阜城”字样的清水
砖墙。“这次修缮充分保留了这些外墙
老砖。”

除了建筑外立面，此次修缮还对
室内水磨石地面、顶棚花式线条、壁炉
造型、楼梯、天井及钢门窗等部位进行
了修复。在以“最小干预”原则进行恢
复的同时，保留了建筑室内大空间，满
足建筑后期功能置入的需求。

让历史建筑融入现代生活，
与时代共鸣

记者在贺衡夫怡庐看到，后门处
安装一个崭新色调和楼房搭配的电
梯；在贺衡夫五哥的住宅楼外挑阳台
下面，也都是新加固的钢架结构——

这就是可识别的“现代构件”。
市民用院项目设计负责人王一介

绍，天津路近代建筑群的修缮，本着
“修旧如旧”的原则，在建筑构造、材质
材料、花式样式原状留存的基础上，新
增了部分具备“可逆性”和“可识别性”
的现代性建筑构件和功能空间，如室
内外钢楼梯、天井采光窗、室外电梯
等。

“这样既可以让历史痕迹最大程
度地留存下来，也有利于历史建筑在
后期使用中焕发新的生命。”王一说。

在天津路近代建筑群的整体规划
中，一定量的现代性建筑构造和建筑
体量与历史建筑形成了“冲突”但不

“突兀”的空间感受，打造成更适合现
代人生活使用的公共空间。

市民用院副总经理丁凇介绍说，
历史建筑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身处现代城市的人们寻找历史
记忆的真实纽带。

他认为，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不
是创造故事，而是挖掘故事，带动、提
升周边街道、片区的文化底蕴和经济
价值，以市场为导向，丰富周边业态和
整体功能的提档升级，实现历史建筑
的价值最大化，“要通过一个点带动一
个片区”。

今后，天津路近代建筑群将吸引
文创等丰富业态入驻，由此吸引大批
游客，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

“以前保护就是为了保护而保护，
但现在随着对城市历史的深入研究，
我们认识到，每一栋房屋都是一个生
命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历史价
值、建筑艺术价值以及社会价值。”董
川说，从单一保护到现在活化利用，修
缮者也在不断地成长学习，也会被建
筑本身的故事打动。他说，贺衡夫积
极回馈社会、报效国家，为人方正质
朴、守信重义、济困扶危、慷慨好施，他
的事迹值得被铭记，他的精神值得被
传承。

完成此次修缮，董川认真整理了
修缮笔记。他说如何让历史建筑从不
同维度活起来，最大化展现出自身的
文化价值与时代共鸣，还需要去认真
思考和努力。

记者汪文汉 通讯员严聪慧 孙轶

深挖“实业报国”的文化基因

天津路近代建筑群焕新亮相
武汉 6 月的早晨，阳光毫不

吝啬地铺满天津路整洁干净的街

道。就在天津路与胜利街的转角

处，矗立着5栋古朴典雅、错落有

致的历史建筑。从上空俯瞰，灰

瓦屋顶、红瓦坡面与高高翘起的

飞檐交相辉映。

这就是刚刚完成修缮的天津

路近代建筑群。其中见证爱国实

业家贺衡夫传奇一生的贺衡夫怡

庐焕新亮相。

修缮后的贺衡夫怡庐。

修缮前（左图）与修缮后（右图）的贺衡
夫怡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