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大都市上海，因水而生、依水而

兴，“一江一河”沿岸的更新设计牵动着上

海城市整体的转型发展。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近年来，上海

秉持“人民城市”的理念不断提升“一江一

河”多元复合功能，从大处着墨，从细节入

手，以大手笔的恢宏创意和绣花功夫的精

细设计，优化沿岸地区功能布局和空间形

态，打造出一条“发展绣带”“生活秀带”。

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探索滨水地带更

新设计的多种可能，无限的创新和创意让

申城河畔呈现多元共融的景象。摩登感与

烟火气并存的美景，温暖了整座国际都市。

挖掘宝藏，探索工业遗存
再造的更多可能

艺术氛围浓郁的西岸滨江再添一抹鲜

亮色彩——即将于本月对外开放的西岸穹

顶艺术中心，成为了这条国际级文化艺术

集聚带的又一个新地标。

由于前身是具有百年历史的上海水泥

厂的预均化库，建筑师在对其进行设计再

造时，特意保留了其极具特色的穹顶式建

筑构架，这使得西岸穹顶艺术中心的建筑

风格犹如烙着工业时代印记的“大皇宫”，

气势恢宏，有包罗万象之态，恰与这座城市

海纳百川的气质相契合。

西岸滨江的各种更新再造，让人们看

到了工业遗存变身高雅艺术殿堂的潜质。

原北票码头构筑物“煤漏斗”成就了独具冷

静工业感的龙美术馆；龙华机场储油罐变

身油罐艺术中心的创举，令人过目难忘。

其实，不少建筑师早已意识到，工业遗

存的焕新方式远不止于艺术场馆一种，俨

然是挖掘不尽的“宝藏”资源。

刘宇扬和他的团队接手位于杨浦滨

江南段的上海电站辅机厂东厂原址的更

新再造后，提出了“向野而生”的理念。“我

们希望既保留老锅炉厂的印记，又为市民

提供休憩活动的开放场所，在现代城市生

活中创造出江南园林移步换景式的漫游

体验。”

用设计团队的话来说，他们怀揣“保野

趣，保生鲜，保慢活，保自然”的规划愿景，

对老厂房一半拆除，一半保留加固，利用建

筑的特殊形态和几何关系，打开屋顶，引入

阳光、绿化，以及漫步、骑行等慢行系统，打

造出印记花园、野趣区、生态水池等景致。

尤其，为了保留原有建筑的“历史肌

理”，在野趣区，建筑师们不仅动用人工草

甸组合营造生态自循环生境，还以混凝土

砌块墙的手法重现原厂房空间，以此吸引

市民走入空间，沉浸式观察体验上海的四

季变化。历史与当下、自然与城市的共生

构架由此诞生。

不仅是旧厂房，老船坞凭借其特殊的

建筑构造，经过更新再造，也能找到用武

之地。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所处的“一

号船坞”正是江南造船厂旧址。由于是从

船坞改造而来，整座公园就像一个嵌入深

坑中的“秘密基地”。设计师为了保留其

独特的工业遗迹风韵，对混凝土颜色进行

了特殊的处理，高低起伏的弧形弯道和山

坡，包围在斑驳感十足的坞墙内，与坞壁

完美融合，配上滑板赛道上颜色鲜亮的涂

鸦，显得动感十足。船坞历史文化与时尚

的体育项目相结合，“工业锈带”就此逆

袭，“变身”为市民娱乐健身、休闲打卡的

好去处。

串珠成链，“金角银边”点
亮“生活秀带”

除了大体量的工业遗存，在上海的滨

水地带，还散落着不少“边角料”。“只要规

划合理，设计得当，‘边角料’地带就能变成

‘金角银边’，一样能成为上海滨水‘生活秀

带’上不可忽视的亮点。”建筑师姜江的话

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被网友称为“上海最美人行天桥”的董

家渡路花桥的落成开放，也印证了姜江他

们的观点。一端接驳南外滩金融产业集聚

带，另一端则直通江岸，董家渡路花桥的设

计之妙，在于它不仅是人行天桥，更是一座

“串珠成链”的悬空的口袋公园。桥上绿意

盎然、鲜花点缀，与一旁的无敌江景相互应

和，为滨江产业与生活空间带来新色彩。

入夜，江风吹走了一天的闷热，花桥夜灯亮

起，市民游客在此驻足、休憩乘凉，如梦似

幻的夜景中映衬着一张张舒展的脸庞。

“这里是上海的根，底蕴丰厚，我们想

尽可能保留一点传统的生活方式。”用董家

渡路花桥项目设计团队负责人谢军辉的话

来说，“回到江边”，是花桥设计的整体思

路。他们希望这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连通，

连接的还有历史与当下，能勾连起人们对

老城厢的记忆与乡愁。谢军辉透露，最初

的口袋花园是规划在地面的，“抬升”面临

不小的难度，几经专家论证，历时4年精心

打磨，最终，他们实现了“人在桥上看风景，

江岸看你是风景”的夙愿。

有慢工细活的故事，也有迅速蜕变的

例子。位于徐汇滨江的西岸活力谷，其前

身也是一处闲置草地，经过52天的升级改

造，一个充满潮流运动气息的“运动新空

间”竟然横空出世。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个下沉广场的

闲置草地，没想到现在这么漂亮。即使不

打篮球，我也会走下去买杯咖啡，逛一逛。”

在附近写字楼上班的一些白领感慨，这个

改造在他们这些设计“外行”看来，也属于

化“边角料”为“金角银边”的“神来之笔”。

原有的加装木质座椅，满足人们的社交聊

天需求；夜间灯光设置多灯位保障照明，避

免传统运动场馆大型架灯遮挡视野，不乏

人性化的设计，为周边的白领和居民提供

了便捷、舒心的文体服务。

“还江于民、还岸于民、还景于民”的例

子在申城比比皆是，上海市民的幸福生活

正在滨水两岸延伸。当工业遗存以不同形

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边角料”化身“金

角银边”，移步换景间，望得见江河、触得到

绿色、品得到历史、享得到文化，已成了每

个上海市民都可以拥有的惬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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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滨水之畔，各类工业遗存、各种老建筑，甚至是由一度“被遗忘”的闲置“边角料”改造而成的新一代公共

空间不在少数。它们风格各异、功能不同，却都凭借出色的设计创意，让市民津津乐道，引以为傲。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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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滨江电站辅机厂东厂遗留厂房打开屋顶引入阳光

——滨江更新多元共融、活力四射

▲杨浦滨江电站辅机厂东厂改造后的生态水池

▲用闲置下沉广场改造的徐汇滨江西岸活力谷

▲由老船坞改造而来的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 ▲滑板极限公园内练习滑板技巧的少年

▲董家渡路花桥与无敌江景相互应和

▲杨浦滨江电站辅机厂东厂遗址改造后的印记花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