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公厕也是温暖的城市空间

因为电影《爱情神话》，衡复历史文化风

貌区再度引人热议。位于乌鲁木齐中路五原

路交叉口的乌中公厕，“意外”地成为了人们

瞩目的对象。

从细微之处入手，用“针灸”方式让城市

公共空间焕然一新，以绣花针的功夫和贴心服

务贯彻“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再接再厉打造

“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上海的创意工作者正

用专业智慧，完成一件件“微小”的作品。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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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方戟“消失的建筑”

▼零陵路682号环卫公厕

▲柳亦春“嵌套盒体”

以往，公共厕所作为无差别服务城市

各类人群的“无名英雄”，总是被有意无意

地忽视。然而，这次，乌中公厕的走红，不

只是因为沾了《爱情神话》“老白”的光，更

是因为在近期经过改造之后，乌中公厕凭

借高颜值和高品质的设计，变身“最美街角

花园”，一改人们对于公共厕所气味难闻、

杂乱无序的固有印象，着实令人惊艳。

在细碎的日常中，上海的创意工作者

们正用各种精彩的创意触发人们对于美好

的感知，提升着这座城市的软实力。

在小小公厕遇见“花草馨香”

“乌鲁木齐路是我经常去的地方，沿线

有趣的店铺、饭店不少，和淮海路这样的大

商业街不一样，跟安福路、武康路的小资味

道也不一样。我喜欢它，因为它特别混

杂。”负责乌中公厕改造设计的是热气建筑

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张子岳，对于“老白”家

这一带，他熟门熟路，哪家餐厅有什么好吃

的特色菜他都门清。也正是因为这份熟稔

和热爱，他和团队在原乌中公厕微更新项

目方案征集中一举夺魁。

城市公共“小空间”连接起的是“大

民生”。项目体量不大，张子岳他们的行

动却始终充满热忱。“我们希望市民能在

此遇到一个花草馨香的城市公共空间，

五原路街角转进去可以看到种植的花

草。”找不到建筑原始模型图纸，张子岳

他们就上上下下走了个遍，自己测绘建

模；为了让公厕设计与周边环境相谐调，

他们用相机在“老白的生活圈”拍了无数

的照片，最终，敲定了“270度转角花园”

的构想。

“从专业眼光来看，原来的公厕设计问

题很多，一楼兼有垃圾转运站功能，不雅

观，气味也大；男厕基本直接对外，私密性

不够；给特殊群体使用的第三卫生间在院

子左侧，位于视角盲区，设施也不满足规

范，使用率很低；二楼给环卫工人休息的倒

班房，像是东拼西凑起来的。”按照张子岳

的想法，“270度转角花园”的设计，成了解

决问题的关键。

张子岳团队在主入口和一楼兼做垃圾

回收的地方，打造了270度的转角花园，密

密匝匝的蔷薇花、风车茉莉在室外形成花

墙，耐阴的玉簪和白掌被安排在水池边，天

井中种的是香气芬芳的桂花。自然的妍艳

从室外的花墙延伸到水池旁线性的绿植

槽，形成连续的景观，顺着视觉动线，男女

卫生间在这里分流，不仅方便管理，也让美

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抬眼可见，触手可及。

这一次的“微更新”，张子岳团队可谓

大刀阔斧，把洗手台移到了公共区，增加女

厕厕位，对老残、妇幼使用的卫生间进行升

级，梳妆台、冲刷洗手、无障碍设施等一应

俱全；在二楼的倒班房，他们增设了面向街

道的小阳台、可动的遮阳隔声板，添置了长

沙发椅、会议桌和收纳柜，提高休息空间的

品质；不仅如此，他们还重新设计了标识系

统，在二楼休息室的墙面开了大“洞口”，以

此让建筑本身来与街道、行人发生更多联

系，虽然没有“公共厕所”四个大字，但很多

人一眼就知道这里是厕所；这里甚至还能

找到可降解袋，为附近铲屎官们量身定制

的宠物粪便收集箱。

“我们把能想到的都盘进去了，让公厕

尽可能服务好更多人。”张子岳坦言，建筑

师的工作，就是创造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让

美好的故事在其中发生，即便是一个小小

公厕，也不例外。

在细碎日常中感受城市美好

让“方便”更方便，让公厕也成为城市

的一道风景，事实上，乌中公厕的华丽升

级，只是上海营造开放包容的城市公共空

间的缩影。从2018年开始，上海推选“最

美公厕”活动，每一年都带给市民不一样的

惊喜。商场、公共场馆、公园中，处处都有

“网红”公厕的身影。

比如，位于漕泾郊野公园长堰路北面

的树林间的“树屋”公厕，就凭借梦幻的造

型，在“最美公厕”活动中斩获最佳创意设

计奖。建筑师别出心裁，将厕所“架空”，四

面以绿植环抱，与周围景色融为一体，俨然

是一座童话中的森林“树屋”。

而另一座位于零陵路682号的“最美

厕所”环卫公厕，则相当“应景”，不仅拥有

形似泳池水浪的外立面，内部还有“冰墩

墩”“雪容融”等满满的冬奥元素。建筑自

带的智能控制系统和空调新风系统，实时

显示卫生间温度、可用厕位数量、空气质

量，配合夜间的流光溢彩，暖心的细节让人

们如厕体验颇为温馨。

厕所虽小，社会效应却不容小视。日

本建筑师藤本壮介来上海进行演讲时，每

次的开场白，都是他的得意之作——“透明

公厕”。整个厕所秉承着藤本壮介一贯的

极简风格，犹如周边花园的“特别隔间”，自

落成后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推动了

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在上海，不少知名建筑师、设计师也意

识到了公厕空间设计的意义，进行了大量

探索和实践。柳亦春率领大舍建筑团队，

捉刀青浦区淀山湖大道绿地公共厕所时，

在面积和预算都比较紧张的前提下，选择

了更为紧凑的盒体形态设计。他们用空间

“嵌套”的做法把男厕、女厕、第三空间和管

理间分别独立出来，再用一个大的“盒体”

罩住，让一部分的自然风和雨水通过盒体

“洞口”进入室内，使盒体建筑与空旷的绿

地形成了内外交融的流动性和空间张力。

而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王方戟，在公厕建筑设计上追求的是通透，

他希望公厕能给人一种轻灵的感觉，视线

可以看得出去，但维护好基本的私密性；使

用过程中，人们感觉建筑好像不存在，不让

建筑对人形成压迫感。因此，他把作品嘉

定新城远香湖公园桂香小筑公厕称为“消

失的建筑”，用他的话来说，“等到建筑周边

的树都茂盛地长起来，绿色的表面就会跟

那些树形成一个整体。”

不仅如此，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随意走

一走，细心的人不难发现包括奥运主题、科

技主题、农耕主题、太空主题的各类新建

公厕。这些公厕以人性化、高颜值、高品

质设计，对各种人群恰到好处体现关怀，

释放暖意。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在打

造公厕的创意之中，也在细碎日常的美好

体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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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梓湾公厕

——从“老白”家隔壁的“转角花园”说起

▲长兴岛郊野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厕所

▲乌中公厕

▲政悦路篮球场公厕

▲ 上海方塔
园北大门厕所

▲“树屋”公厕 ▲藤本壮介“透明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