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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共享”成为公共建筑的维度

在上海的城市更新项目

中，建筑师和设计师正有意识

地利用空间让渡、叠加与融合

等设计手法，让更多民众从公

共空间中受益。共享理念不仅

为建筑形式，也为建筑的使用

提供了更多新的可能。作为国

际设计之都，上海的开放公共

建筑与日俱增。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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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了眼神，是如恩的作品，建成之

后还没去看过演出，但给人提供了临时停

驻之便，疫情期间还增加了核酸检测的功

能，这样的开放式公共建筑，正是这个城市

需要的。”在路过上海大戏院时，一位对设

计颇为熟稔的网友拍照打卡，在朋友圈发

出的感慨引来不少共鸣。

这位网友所言非虚，如恩设计团队打

造上海大戏院时，确有创造能遮风挡雨的

半开放空间的意图。为此，他们让入口向

内退了一步。而这一“退”，恰好连通了室

内外，模糊了两种空间的界限。用他们的

话来说，无论有没有买票，任何人都可以在

此驻足，感受建筑散发的艺术气质。

事实上，不只是上海大戏院，上海的开

放公共建筑正与日俱增。上海展览中心拆

除围栏，以花园新貌向市民开放；苏州河华

政段，原本分隔的校园与河滨步道重新融

为一体；近期宣布将“破墙”的上海音乐学

院，作为“能翻阅上海音乐历史的沉浸式地

图”融入了“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

振宇将这类具有开放性的建筑称为“共享

建筑”。“这意味着，建筑或空间的拥有者、

管理者主动创造机会和条件，让渡权利，让

他人可以进入空间，共享这个空间所包含

的某些资源。”他表示，这是“共享建筑”方

兴未艾的时代。

“共享”理念孕育创新手法

“绿之丘”被称为杨浦滨江边最美的观

景台，从外观来看，整个建筑被垂直绿化所

覆盖，建筑内部，俨然是充满乐趣的城市公

园——供人休憩的咖啡馆、儿童活动空间、

可以聆听讲座的会客厅，乃至服务老百姓

的滨江驿站，滨江管理团队办公地被纳入

不同的“盒子”；拾级而上，到达空中游廊，

江景尽收眼底；低头再看，一条车行道路穿

越了建筑……

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综合多重功能，人

人都能与之亲密接触的“绿之丘”，其前身

是一个旧仓库。“杨浦滨江公共空间贯通

后，沿线需要一些服务型空间。”为了将公

园绿地、公共服务、商业休闲、基础设施等

各种功能融合到改造后的建筑中，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原作设

计工作室主持建筑师、教授章明，动用了令

人意想不到的设计“魔法”。

他们大刀阔斧地“削”掉了旧仓库一半

的体量——旧仓库面向滨江的一侧被斜向

切削，造就了台地式景观平台；旧仓库背向

滨江的一侧经过切削，成为引导城市空间

向滨水的延伸；切削一个角，建一座山丘，

再把商务楼嵌入立体公园。改造团队的手

法出其不意，让人拍案叫绝。

实际上，在上海，和“绿之丘”有着异曲

同工之妙的“魔幻”建筑越来越多。由法国

建筑大师让 ·努维尔操刀的恒基 ·旭辉天

地凭借半开半合的全景天幕玻璃屋顶、

2000多个悬空花钵以及50个观景露台，为

城市中心商业空间的构造树立了标杆。鬼

才设计师托马斯 ·赫斯维克则借鉴中国各

地山脉的艺术性，在苏州河畔勾勒出巨型

山形建筑奇观，绿植与钢筋水泥的融合，模

糊了建筑、花园和河滨景观之间的界限，

“天安千树”打破人们对建筑的想象。

“共享建筑”设计理念孕育出的创新设

计手法层出不穷，也在全球范围掀起了浪

潮。据说，不用买票，人们就能享受德国斯

图加特国立美术馆的坡道、台阶、庭院和屋

顶；挪威奥斯陆歌剧院在设计上也做了类

似的处理——建筑顶部的斜坡连接起了城

市和峡湾景观，游客在屋顶斜面徜徉，可以

看到演职人员排练的身影。

让民众受益才是好设计

不过，无论是拆除围栏，还是用设计手

段模糊建筑和城市的边界，抑或是为公众

创造一条来去自由的“通途”，都只是在建

筑形式上的创新。李振宇表示：“城市的建

筑政策应该鼓励公益性的共享，让公共建

筑成为‘共享建筑’的表率。”公共建筑不应

只追求“高大上”，应具备更多的服务功能。

非常建筑团队出品的吉首美术馆，和

“绿之丘”一样实现了市政与民用建筑的高

度混合。这个位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州府万溶江上的美术馆，也是一座横跨江

面的步行桥。当人们穿城而过，在上班、上

学或者购物的途中就能与艺术来一场“邂

逅”，被视为公共建筑服务当地人的日常艺

术生活的典范之作。

李振宇在课堂上也会举反面例子。比

如，某艺术中心看着“高大上”，但除了作为

演出场所的基本功能，和周边的社区、街

道、行人之间几乎没有互动，空间孤立封

闭，只供少数人享用，从共享维度来考量，

这样的设计无疑是“冷冰冰”的。

其实，公共建筑的共享设计并不一定

需要“大手笔”，真正的目的是让更多民众

能在空间的使用和体验过程中有获得感。

沪东新村的“暖亭”就堪称“小而美”的社区

“共享建筑”的典型。

为了把原先的公厕打造成社区居民的

共享客厅，给社区增添一些绿意，设计师孙

轶家刻意让建筑“退后”，让渡出了室外的

空间，形成一个迷你院落，种上了一棵树。

为了尽可能做到开放，他在一楼入口设置

了一长排能打开的落地玻璃，配上长木椅，

供居民随意坐下聊天。建筑内部，孙轶家

采用“无梁楼板+短肢剪力墙”结构，尽可

能让空间显得宽敞，而墙壁和顶部则动用

大片玻璃，使得阳光自然柔和地照入空间，

良好的采光让人看着顿生亲切感。一位沪

东新村的租客表示，“暖亭”开放后，他们有

了一个能看书、免费上网、可以与亲朋好友

视频连线的地方，“视频里的背景显得特别

高端，特有面子。”

小小的共享空间击中了社区居民的痛

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刚需”。有趣的是，

在一场公共文化空间创新大赛中，同为上

海赛区的某个网红热门空间最终没能入选

全国百佳案例，低调小巧的“暖亭”却高票

入选，进入20强名单。

毫无疑问，共享的建筑理念，不仅带来

了共享、包容的设计策略，引领新的建筑思

潮，也为上海带来了城市治理的新思路。

换个思路，换个角度，建筑无论大小，都可

能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给“人民城市为

人民”写下注脚。

 琳 恩

▲“天安千树”内景

▲

奥
斯
陆
歌
剧
院
顶
部
斜
坡
连
接
城
市
和
峡
湾
景
观

▲“绿之丘”内部是小盒子造型的空间

让更多民众从公共空间中受益——

▲沪东新村的“暖亭”

▲横跨万溶江的吉首美术馆

▲ 法国建筑大师让 ·努维尔操刀的恒基 ·旭辉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