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水可餐”

带来满满幸福感获得感

“工业锈带”变成了“生活秀带”，“一
江一河”的贯通将使市民有更多幸福感

和获得感。看水、听水、闻水，水不仅可以
被看到，更可以感受到。

伦敦规划顾问与资深评论家彼得·

默里曾说，滨水地区若要有延续性发展，

就需要注重保护历史文化，这涉及到对

原有建筑物的更新改造。泰晤士河边的
旧区正是通过改造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和

公共空间。“泰晤士沿岸，规划将原废弃
建筑和空间‘摇身一变’成为崭新的文化

空间。1916年投入使用的布特勒码头已
成众多设计师进驻的文化设计空间和博

物馆，建筑之间用步行道和自行车道连
接，浓厚的艺术气息吸引众多游客到访。

码头周边还建造了外观别致的民用住
宅，使它融入滨江两岸景观中。”默里说。

不同于黄浦滨江，苏州河周边复杂。
众多历史建筑、厂房、居住区、校区，合围

起苏州河狭小的腹地空间。章明团队目
前正积极参与苏州河黄浦区段水岸更新

项目的设计工作。章明透露，以往苏州河
更类似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功能，苏州河

畔的空间公共性相对较弱，在苏州河岸
线更新中，首先是着眼苏州河畔城市机

能的转换，以公共空间视角，加强公共

性、开放性和亲水性，强调视线通透和路

径可达。尤其亲水性是苏州河与黄浦江
的区别之一，由于防汛闸口的设置，沿河

防汛墙高度得以下降，局部有条件的地
方可在防汛墙外打造亲水平台，加强公

共性向水边的渗透。
其次，由于苏州河平均宽度不足百

米，周边城市建设与河岸关系紧密，在设

计中将更关注滨河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共
生”，加强苏州河两岸联动，加强滨河空间

和腹地空间的整合设计甚至一体化设计，
让滨水空间更融入到城市空间中，也让滨

水生活方式更自然融入城市生活中。
第三，苏州河流经城市的中心区，沿

河有着很多历史遗迹和遗留，这些是源

远流长的苏州河历史的见证，更是海派
文化的生动呈现，如何盘活这些文化节

点，在保留的基础上将其景观化和艺术
化，是设计的另一个重点，在材质、细部

设计中，将更加关注包括与历史遗存关
系在内的公共空间的文化气质呈现和文

化元素的演绎表达。比如在黄浦区段提
出“上海辰光，风情长卷”的设计理念，打

造精致苏州河，以马赛克文化为源头形
成墙地一体的像素化铺装线索就是其中

一个尝试的案例。
“呈现一个更加公共开放的、两岸联

动与水岸城市关联更紧密的、细节的设
计，与把控更具文化特征的滨水公共空

间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章明如此表达了
对于建成后滨水空间的期待。

苏州河的空间特色是“亲民”，而非
“高端”。市政协委员、上海橙娱文化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越今年提交了
《关于苏州河沿岸规划建设的几点意

见》。他觉得，相比黄浦江沿岸已发生的
变化，目前苏州河沿岸的规划建设还有

不少可提高的地方。
对苏州河滨水区的规划，吴越建议，

由于黄浦江和苏州河都是上海母亲河，

可以建立一座与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历
史文化有关的展示馆，向市民和中外游

客展现上海因水而生、依水而兴的历史。
“苏州河沿岸的景点也需有亮点，体现出

海派文化苏州河的独特风貌。”吴越说。
他同时建议，上海市一江一河办应

协调苏州河沿岸各区对苏州河滨水景观
的建设和改造，相关行政区不要各做各

的，只有避免“切香肠”式的规划建设，才
能建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

和生态之城”的终极目标。“禁止向苏州
河投放污水、垃圾，禁止钓鱼已经实施，

要文明举办滨水公共活动等，加强苏州
河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吴越说。

吴越觉得，继黄浦江后，未来苏州河
一定会被打造成上海又一个魅力水岸空

间，它延续着上海千年的历史文脉，也留
下了上海百年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遗

产，它既是上海城市发展的缩影，也是上
海工业由兴起、发展到转型的见证。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历史文化
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

质、特色的重要标志。在苏州河的贯通工
程中，更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

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

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让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更加安逸幸福。

一江一河
打造世界一流卓越水岸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打
造世界一流的卓越水岸。世界各国

城市，在 21世纪对城市滨水区发
展有一些共同的追求，这就是越来

越关注滨水空间和自然生态的关
系，水是自然中最基本的因素。打

造更好的公共空间，不仅要美观，
还要更加亲近人、让人与人的交流

更加便利。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撒迪·帕沃曾经说过，纽约市在城
市规划中强调人文精神和城市开

放空间的重要性。优秀的规划中，
公共空间一定是最优先考虑的对

象，人行道则是规划的切入点。人
们在步行时会有怎样的感觉，决定

了我们怎么样规划城市。好的城市
设计一定是开放的，容易让人们触

及。城市空间不是一小部分人的特
权，而是赋予每个人使用美好空间

的权利。
今年是上海黄浦江两岸 45公

里公共空间贯通开放的第三年，苏
州河中心城区 42公里也将基本贯

通开放。奔流不息的黄浦江、苏州
河见证着上海成长发展的历史进

程，也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建设发展
水平。

作为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与
苏州河为城市留下来许多历史建

筑和工业遗存。数据显示，仅苏州
河中心城区段就分布着 100 多处

优秀历史建筑、5 处被列入文物保

护点的桥梁。随着“一江一河”贯通
开放，有越来越多的老建筑和船

厂、粮仓重新焕发生命力。特别是
《苏 州 河 沿 岸 地 区 建 设 规 划

（2018—2035 年）》《黄浦江沿岸地
区建设规划（2018—2035 年）》提

出，在黄浦江深度挖掘历史资源，
多元方式活化利用；在苏州河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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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边
遇见城市情怀

首席记者 方翔
已经春暖花开，在家宅了

那么久，终于可以来到户外透
透气。在上海，滨江公共空间
是此时此刻的放松地。日前在
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
建筑节（World Architec-
tural Festival，简称WAF）
颁奖典礼上，同济大学章明教
授主持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示 范 段 入 围 决 赛（WAF
Shortlist），获得城市景观类
别奖 （Landscape Urban
Category Winner），并最终
获得年度景观大奖（Land-
scape of the Year）。杨浦
滨江公共空间示范段改变了
曾经“临江不见江”的城市空
间结构，实现了“还江于民”，
这不仅是 45 公里黄浦江两
岸贯通工程的一个缩影，更是
为“一江一河”两岸贯通工程
做很好的示范。

杨浦滨江
有时间厚度的公共空间

“有些建筑是为了成为网红而
制造噱头，这种关注不会持久。建筑

师的脑海中首先要有人。”章明教授
表示，对于老建筑而言，它可能已经

老了，但是并不是说生命已经结束，
它还能继续生长，经过建筑师的介

入之后，使之“Regeneration”（再

生）。
杨浦滨江位于黄浦江岸线东

端，被称为上海滨水“东大门”，全长
15.5公里，其滨江岸线是黄浦江沿

岸 5个区中最长的。杨浦滨江岸线
主要分为南、中、北三段，南段从秦

皇岛路到定海路，中段从定海路至
翔殷路，北段从翔殷路至闸北电厂。

杨浦滨江见证了上海工业的百
年发展历程，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

祥地。1869年，公共租界当局在原
黄浦江江堤上修筑杨树浦路，拉开

了杨浦百年工业文明的序幕。随后
的岁月里，杨树浦工业区在发展历

程中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众多之
最。至 1937年，区域内已有 57家外

商工厂，民族工业已发展到 301家，
成为中国近代重要的工业基地。据

统计，中国近代工业上海约占其中
的 70%，而杨浦约占上海企业比重

的 1/3。绵延 15.5公里的滨江地带
由一系列曾经享誉沪上的工业遗存

组成，包括建于 1913年的杨树浦电
厂、1883年的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水

厂———杨树浦水厂、建于 1934年的

杨树浦煤气厂、建于 1921年的第十
七棉纺厂等，这里被称为“中国近代

工业文明长廊”，也曾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称为“世界上仅存的最大滨

江工业带”。
以 2002年 1月市委、市政府宣

布黄浦江两岸综合开发启动为标

志，黄浦江两岸地区开发正式上升
为全市重大战略。杨浦滨江综合开

发工作紧紧围绕杨浦知识创新区建
设的发展主线，从前期基础调研入

手，逐步转入机制探索、规划深化和
项目启动阶段。2013年，市政府正

式批复了杨浦滨江南段控制性详细
规划，确立了“历史感、智慧型、生态

性、生活化”的规划设计理念，形成
了“一带、四心、四轴”的空间架构。

据章明教授介绍，设计团队将
杨浦南段滨江的开发建设视为杨浦

转型发展过程中奏响的一部交响
乐，提出了“后工业、新百年———百

年工业博览带、杨浦滨江进行曲”的
愿景，并提出了“三带、九章、十八强

音”的构想。
“三带”是指 5.5公里连续不间

断的工业遗存博览带，漫步道、慢跑
道和骑行道“三道”交织活力带，以

原生植物和原有地貌为特征的原生
景观体验带。

“九章”就是对于整个杨浦南段
滨江的区段划分，在场地遗存的特

色厂区基础上进行不同空间形态、

情绪体验、功能倾向的规划设计，从
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九个章节。

“十八强音”是对滨江

南段的工业遗存改造亮点
的提炼，分别是船坞秀场、

钢雕公园、编制仓库、工业
博览、焊花艺园、创智之帆、
舟桥竞渡、浮岛迷宫、芦池杉

径、沙滩码头、渔港唱晚、生态
栈桥、钢之羽翼、塔吊浮吧、绿

丘临眺、深坑攀岩、知识工厂、失

重煤仓。设计这些景观，目的是要
体现节点设计的趣味性、开放性和

互动性。
“杨浦滨江最大的特点就是开

放，就是还江于民、通畅可达，打通
腹地和滨江的联动和联系。”章明教

授说：“建筑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

剥离出时间的剖断面。所以当时的
目标是打造有时间厚度的杨浦滨江

的公共空间，而不是一个全新的杨
浦滨江的公共空间。”

在章明教授看来，还江于民，改
变了老百姓临江不见江的城市结

构，同时也让工业文化遗产真正融
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他特

别提到了一个细节，“公园里的椅子
一般来讲都不太舒服，椅子当中都

有很多竖条，我开始还不理解，为什
么要做竖条，他们说防止人躺在上

面。我觉得不需要，他要躺下来，一
定有躺下来的理由。我们要与人为

善。”章明说，他们做了长条的座椅，
且这个角度是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大家如果去杨浦滨江坐椅子，后面
虽然是钢板，但是坐下去会发现这

个角度是很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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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滨江
独一无二的“城市会客厅”

曾经有建筑评论家这样看待上海滨
江中的工业遗存，它代表了这个城市对于

市民的宠溺。事实上，对于许多上了年纪
的上海人来说，黄浦江的印象最早就是坐

轮渡。曾经，黄浦江有 17条轮渡线、34个
轮渡站，老百姓可以坐轮渡、摆渡船看滨

江。但是老百姓真正忘却了自己身边有这

么好、这么丰沛的滨水资源。虽然当年也
曾有过像“情人墙”这样的标志性亲水平

台，但人们的视线也仅限于此。

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滨

江区域聚集了大量工厂，沿江边形成了宽
窄不一的条带状的专属用地与特殊的城

市肌理。这些工业厂区就仿佛一堵围墙，
几乎阻隔了所有到达滨江江岸的可能，以

至于大多数当地人都已经忘却了这片资

源丰沛的滨江岸线。像今天已经成为“网
红”打卡点的徐汇滨江曾是中国近代民族

工业的摇篮之一，沿江分布着铁路南浦
站、北票煤码头、上海飞机制造厂、龙华机

场、中航油、上海水泥厂、白猫集团、上粮
六库等重要的物流仓储和生产加工企业。

把握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办的契机推动
地区城市更新，徐汇滨江建成 3.6公里景

观大道、改造亲水岸线 3.6公里、建成 30

万平方米滨江开放空间，获得 2015年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成为公众心目中首屈

一指的路跑圣地。
“让历史文化遗存不止是被擦净擦

亮，更能进入国际视野，焕发光芒。我们通

过国际设计方案征集，优选‘上海 COR－

NICHE’方案理念，分级设置防汛墙、抬高
路面标高，打造可以驱车看江景的景观大

道，促进水、绿、人、文、城融为一体。”上海
西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综合办公室主任叶可央说：“我们保留铁
轨打造谷地花溪、码头改建亲水平台构成

主要故事线索，融合南浦站站台、塔吊广
场、海事塔、油罐艺术公园等突出保留元

素的景观节点，利用煤炭传送带改造的高

架步道、沿岸系缆桩美化等细节强化主
题，节点周边形成适宜市民活动的各类广

场。”徐汇滨江成为沪上首屈一指的活动
圣地，最重要的原因，是借鉴了国际知名

滨水城市的开发理念，利用历史遗存，打

造了黄浦江边最“透气”的岸线。
CORNICHE原指法国戛纳到尼斯沿

山崖而建的滨海大道。“上海 COR－

NICHE”就是要打造一段最“透气”的浦江

岸线，并由岸线向腹地延伸拓展，从北向
南依次建设活力示范区、文化核心区、自

然体验区和生态休闲区。

事实上，早在 2008年，徐汇滨江就以
世博会启动为契机，着手城区形态和公共

空间的更新再造，也就是早期贯通的 3.6

公里段。其中像龙美术馆（西岸馆）位于原

北票码头，这里是中国第一个水陆联运码
头。码头上，上世纪 50年代建造的长约

110米、宽约 10米、高约 9米的煤漏斗卸
载桥矗立着，与美术馆主体“伞拱”结构建

筑形成视觉上的呼应。老码头改造的亲水
平台，保留了船舶靠岸时扎缆绳用的铁墩

头、旧橡皮圈、塔吊等工业遗存。
2012年，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纷

纷选择落户徐汇、落户西岸，为如今西岸

的文化属性定调：集聚的文化设施和高品
质的文化内容。同年，第一届西岸音乐节诞

生，随后几年，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西
岸食尚节、西岸艺场等西岸品牌文化活动

也相继推出。以其为亮点，以“来西岸、去发
现”为主题，每年春夏、秋冬两季整合区域

场馆资源，推出城区文化活动品牌———西

岸文化艺术季，这也让西岸成为许多文化
大咖、艺术大家举办活动的首选地。

“未来，徐汇滨江在贯通基础上将对
2公里核心段进一步提升形象和功能，从

余德耀美术馆沿江到跑道公园，腹地对应
的是西岸智慧谷和西岸传媒港。”叶可央

说：“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岸线功能的提升
希望进一步增强活动内容的体验，结合保

留的历史元素和文化场馆，比如沿岸保留
的船坞、一系列的老码头等，增加活动功

能，让大家在岸线处处可以停留，处处有
内容。而这次的规划在原来全线贯通的基

础上进一步激活了整个岸线的活力，从功
能上把沿江的各个场馆全部串联起来。从

结构上看，通过滨水区和腹地的联系，使

入驻企业和附近工作的白领拥有独一无
二的‘城市会客厅’。”

聚焦保护对象，重点加强对于里

弄建筑和工业遗产的保护利用。
在建设卓越水岸的过程中，

也使用了许多的测绘技术。“一江
一河”贯通中，上海市测绘院对

于该区域每年进行三维模型变
化更新工作，并对部分重点区域

进行了模型数据精细化修改。截

至 2019年底，在近三年的时间
内共完成了三维模型变化更新

400余处，同时完成了北外滩区
域建筑模型精细化修改近百幢，

并制作北外滩区域约 5 平方公

里的精细地面模型。
传统的规划设计方案审批需

要提供设计图纸和设计方案的效
果图，而这些效果图为了展示美

观往往调整了周边环境以此突出
设计方案的效果，容易误导审批

人员。而三维基础地理数据中包

含真实的三维场景，其中有建筑
模型、重点地区场景模型、数字化

地表模型（DEM）以及数字正射影
像（DOM）。这些数据带有准确的

地理位置信息，内容丰富，能客观
地反映现场实际情况。在逼真的

三维场景中进行规划设计审批，
可以足不出户对规划设计方案进

行准确评定，而通过航测遥感技
术，还可以展现岸线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