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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透过窄小的窗户获取微弱

的光线，室内因为潮湿而散发着霉

变的气味。在韩国电影《寄生虫》

中，贫困家庭的地下室生活让人唏

嘘不已。

电影故事是虚构的，但成千上

万生活在地下室的韩国家庭却真实

存在于首尔。最近，一场百年一遇

的暴雨，又一次让韩国地下室家庭

的窘境进入人们的视野。

当居住在首尔某地下室的一家

三口因暴雨不幸溺亡的悲剧传来，

韩国社会陷入了反思——极端天气

不期而至，历经岁月的城市基础设

施该如何应对？

而在气候异常现象频繁出现的

当下，这样的难题并非只有韩国在

面对。

地下室生活窘境凸显
湍急的雨水灌入地铁站，汽车

被淹没了大半个车身。近日，韩国

首尔首都圈遭遇115年来最大暴

雨。截至目前，暴雨已造成14人死

亡、6人失踪、26人受伤。

死亡名单上就有居住在首尔冠

岳区一个半地下室的一家三人。据

韩媒报道，死者包括一名48岁的残

疾女性、她的妹妹以及妹妹年仅13

岁的女儿。当时，由于水势过大，她

们无法外逃，等消防员赶到，三人已

经溺亡。

这并非孤例。在首尔铜雀区上

道洞的一个地下室，一名50多岁的

女子暴雨期间也因类似原因溺亡。

目睹一连串惨剧，首尔市政府

宣布，将与中央政府协商修改相关

法律，禁止将地下室或半地下室用

作居住空间，以期避免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不可否认，这场罕见暴雨又一

次让韩国社会关注到居住在首尔地

下室的庞大群体。韩媒报道，截至

2020年，仅首尔就有约20万套住宅

属于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公寓。韩国

统计厅数据显示，2020年韩国共有

32.732万户居民居住在地下室或半

地下室，按照平均每户1.9人计算，

相当于有62万余人居住。

在韩语里，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住宅被称为“班吉哈”，它的历史可

以追溯至数十年前。

20世纪70年代，由于担心发生

战争等紧急情况，韩国政府更新了

建筑法规，要求所有新建底层公寓

楼都必须有地下室，以便作为掩体。

20世纪80年代，韩国首都圈出

现住房危机，在居住空间不足的情

况下，这些地下空间出租被合法化。

对于35岁以下的韩国民众来

说，每月房租约占收入的一半左

右。因此，地下室住宅凭借低廉的

租金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无奈选择。

但只图经济实惠，往往需要付

出更多代价。地下室居住者们不得

不忍受逼仄的空间、极少的阳光、难

耐的潮湿、诸多安全隐患，以及被贴

上穷人的标签。

当24岁的韩国青年沈珉跟随

男朋友住进地下室时，她说：“它看

起来很不安全，让我想起了城市的

阴暗面。”50岁的河仁植看着暴雨

淹没了自己的家，坦言没有什么比

现在更绝望。

基建不适应气候变化
某种程度上，这场暴雨也暴露

出韩国城市建筑潜在的安全风险。

地下室住宅在极端暴雨面前所呈现

的窘态，或许也正是全球部分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没能够快速适应气候

变化的缩影和警醒。

欧洲多国夏季气温突破历史极

值，美国日本等国出现极端降雨，格

陵兰岛冰川加速融化……放眼全

球，这段时间，多地频繁出现极端天

气事件。

气候变化的后果，正在威胁着

这个地球上的许多城市。一些人开

始担心，气候变化的速度比城市采

取措施去适应它的速度要快得多。

一项对全球520个主要城市进

行的研究预测，到2050年地球上的

气候带将向北移动数百公里，这或

将导致研究对象中约77%的城市气

候发生重大变化。比如说，到本世

纪中叶，伦敦的气候将与纬度更低

的巴塞罗那目前的气候相似，西雅

图的气候则与目前的旧金山接近。

这意味着，在不到30年的时间

里，世界上约四分之三的主要城市

可能拥有与当初设计城市形态和基

础设施时完全不同的气候。

这样的变化，不仅给城市居住

者的生存环境造成影响，也给城市

的适应能力带来了挑战。

一般而言，城市要应对气候变

化，主要从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气

体排放，以及采取措施适应变化这

两方面入手。

这些年，全球许多城市都在探

索各种各样的减排措施，例如公共

交通电气化、引入绿色和低碳建筑

等。但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

院教授约翰 ·雷尼 ·肖特认为，想要

看到这些措施取得效果，通常需要

漫长的时间。

而短期内能快速改进城市适应

气候变化能力的措施，眼下还并不

多见。究其原因，资金成本和时间

成本是两大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方面，及时升级城市落后基

础设施的资金投入可能会非常昂

贵。例如，为应对2005年“卡特里

娜”飓风所造成的新奥尔良堤坝崩

溃，美国政府斥资超过140亿美元

为该市建造了改进版的防洪系统。

另一方面，即便是城市有决心

及时改造落后设施，但改造步伐很

难跟上气候变化的速度。在欧洲，

有高达75%的建筑是非节能建筑。

欧盟2020年一份报告预计，大约需

要50年时间才能使这些建筑更具

可持续性，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

气候条件。

报告显示，那些依托于以往气

候状况而建造的城市基础设施可能

只能以每年约3%的速度改变。即

便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也至少

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使城市更具有

弹性和可持续性。

城市智慧将接受考验
虽有诸多挑战，但也并不意味

着城市在适应气候变化时完全无计

可施。目前，全球一些城市也正在

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寻找着

解题的路径。

在希腊雅典，建筑和路面覆盖

了约80%城市表面。当城市暴露在

烈日之下，沥青和混凝土便吸收了

热量。正因如此，雅典市中心的温

度约比郊区高出10℃。而当城市处

于暴雨期间，沥青和混凝土又会妨

碍雨水渗入地下，从而引发局部区

域洪水。

为了着手解决这些因气候变化

而加剧的城市问题，雅典发起了四

项基于自然的气候适应项目。其中

包括在利卡贝托斯山附近打造一座

城市森林，通过水资源和植被管理，

以保证土壤和生物多样性的稳定；

在利卡贝托斯山和斯特雷菲山之间

修建绿色走廊；在柏拉图学院附近

进行绿化和步行道建设；在兰布里

尼广场附近打造绿化带，在连接城

市不同区域的同时降低密集街区的

温度，改善空气质量。

而所有这些项目都将通过有益

于当地现有物种的方式来促进生物

多样性。参与者斯蒂芬妮 ·林登伯

格表示，这一项目旨在为雅典增加

增加至少25%的绿地，并引入多种

气候适应措施，包括种植树木、搭建

鸟舍等。

在美国伯灵顿，2021年8月的

平均温度比往年高出了近7℃。为

给城市降温，伯灵顿市政府计划采

取将空置的停车场和大片沥青和混

凝土地改造成“袖珍绿地公园”，建

造多个对涵养地下水十分友好的雨

水花园、使基础设施更加现代化等

相关措施。

伯灵顿市议员斯特隆伯格坦

言，伯灵顿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都

是以前在尚未考虑能效和降温的情

况下建造的。她认为，为了适应气

候变化，人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既可

以保护老旧建筑又能对其进行更新

的方法。例如对老旧建筑进行防风

防雨改造，改善隔热系统、封闭窗户

以及建造反光屋顶，都有利于给城

市降温。

在美国芝加哥，政府部门也正

在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其中

包括用可渗透的材料重新铺设街

道，使雨水能够过滤至路面下的土

壤；种植植被以吸收空气污染物，控

制雨水径流；为在办公楼顶安装绿

色屋顶作为冷却设施的企业提供税

收优惠等。

以上类似的计划正在世界各地

的城市推进。“以足够快的速度进行

城市更新，以应对更多极端天气事

件，需要对新的想法、实践、技术进

行投资。”在约翰 ·雷尼 ·肖特看来，

这样的挑战既是危机也是机遇，这

或许是让城市在今后变得更加安全

的机会。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难

题，考验的将是每一座城市的智慧。

韩国暴雨悲剧揭开基础设施陈旧一面

城市更新如何“跑赢”气候变化？
文 /本报记者 王若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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