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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版高线公园探索城市更新高度
2022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于9月15日至18日在沪召开，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设计无界，相融共生”。

作为设计之都，上海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令人赞叹的创意、佳作迭出。如今多个沪版高线公园又闪亮登
场，这些因铁路、轻轨、高架桥等线性建筑挑高顺势而生，综合了公园和休闲步道特性的空间，体现了上海
城市建设进程中化劣势为优 势的“立体思维”和设计智慧。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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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大创智绿轴”的设计方案示意图▲宝山区蕰藻浜南岸的“星空高线公园”

▲百禧公园北段篮球场活动空间与艺术墙

▲百禧公园粉色顶棚的社区艺术长廊

▲ 百禧公园南段的沙田月台▲百禧公园分为上中下三层

▲百禧公园一角的夜景

用“立体思维”激活老旧建筑——

在国际设计之都上海，高线公园的设
计概念和城市更新理念发生了神奇的化学
反应。承载市井烟火气的铁路菜场，变身
多层级、复合型步行体验式社区公园，缝合
了原本割裂的社区空间；矗立在老码头上
闲置多年的龙门吊和高架桥，营造出“引星
河入人间”的浪漫；绵延1300米的雨污合

流线，串联起了不同人群在同一城市高度
的流动共享空间……
城市更新没有固定的方式，沪版高线

公园背后的“立体思维”，在上海探索适合
本地更新模式的过程中，还将创造更多空
间“逆袭”的范例，值得人们期待。

“历史包袱”变公园

“百禧公园的设计和纽约高线公园的
最大不同在于建造方式和设计手法。前者
是轻量化建造的三层空间，面向社区和居
民，周边没有太多商业建筑。”作为上海首
座艺术高线公园——百禧公园的主设计
师，刘宇扬还记得第一次走进这里的场景。
串联起中山北路与曹杨路南北两端的

百禧公园，其前身和纽约高线公园相似，最
初是真如货运铁路支线，铁路废弃后，这里
又成了上海最长的综合市场。然而，彼时
红火的市场已无法满足如今人们的生活需
求。2019年市场被关停，长800多米、宽约

15米的空间被网友戏称为“历史包袱”。
在改造过程中，有人提出还原火车头

和铁轨，但刘宇扬团队在一番考量后放弃
了这个想法。与其做“假古董”，不如通过
设计再现人们记忆中的铁路，他们把部分
遮阳棚做成绿皮火车的拱形车顶形状，部
分参照小火车站候车棚的设计，漫步于此，
很容易让人想起火车入站的情景……

刘宇扬他们做得最“辛苦”的部分莫过
于公园的墙和墙上的门。由于这片线性空
间的两边分布着曹杨地区的11个小区，刘
宇扬把公园的功能聚焦于“缝合社区”。通
过收集居民意愿，设计团队制作了几类围
墙——石饰面实墙、钢构围墙、门禁可通行
的墙、半通透无门禁的墙……让刘宇扬团
队欣喜的是，开放运维至今，接纳这个新型
公园的居民越来越多，甚至还有邻近社区
主动要求在半封闭的围栏上开一道门。

当人们漫步在这个融合文化、休闲、运
动、生活多元一体，以上中下三层打造的多
维立体空间中，不知不觉间和熙熙攘攘的
车流共同组成了公园场景的一部分。

和百禧公园构筑的生活烟火气的点睛
之笔不同，共和新路、蕰藻浜南岸的交运智
慧湾“星空高线公园”则是一派“星河入人
间”的景象。“星空高线公园”的前身是上海
市装卸储运总公司码头，随着产业结构调
整，老码头闲置、老仓库关闭，七个高达15
米的巨大龙门吊依然静静矗立。

经过设计团队的一番改造，龙门吊和
蜿蜒的挑空高架桥变成了“星空高线公园”
的主体。从空中俯瞰，七个龙门吊分布位
置酷似北斗七星。3D打印折叠桥、音乐喷
泉广场、大提琴观景台、古琴湖等景观散布
其中，通过龙门吊和高架桥连为一体。以
点及面“串珠成链”的设计，配合夜幕下唯
美的灯光、喷泉，沉寂多年的工业遗存，蜕
变成年轻人心中浪漫告白的打卡地。

用好“高度”做文章

除了利用铁路遗迹、工业遗存的“高
度”做锦绣文章，污水干管也能以高线公
园、城市会客厅的面貌获得新生。

一头连着五角场大学路，一头连着建

设中的新江湾钻石连廊的大创智绿轴，原
本是一段绵延1300米的雨水污水合流干
管。项目设计师张易文坦言：“污水管线上
方区域不可建建筑物，对于沿线的开发主
体而言，这里原本属于没有开发价值的边
缘地带。”然而，沿途经过的都是杨浦区大
创智生态圈的重要节点，改造势在必行。
为了制定改造方案，张易文所在msp

设计团队现场调研了一个月，向沿线生活
和工作的人发出了500多份问卷。社区居
民希望增加停车空间和地面文娱设施，上
班族则需要更多社交空间。为了尽可能满
足各种人群的诉求，msp设计团队制定了
生态共享的“线性森林”方案。
“绿轴沿线串联了多种业态，包括大型

居住区、商务楼、学校、咖啡馆、餐馆等。建
成后，绿轴将贯穿整个尚浦领世项目，打破
原来各区域‘各自为政’的格局。来自不同
社群、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将成为这个空间
的使用者。”用张易文的话来说，其实，绿轴
公园真正的“缔造者”正是沿线的居民、大
学师生、企业和开发商。未来，他们中的很
多人还会成为绿轴运营管理的参与者。
“高线公园的核心价值不只是‘高’这

种形态，公众的参与更重要。”同济大学景
观系教授刘悦来认为，线性空间就像城市
里的“胶带”，它比腹地较大的区域更具有
连接周边人群的黏性。而沪版高线公园之
所以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关注，正是因
为它们在人们心里有了“高度”和黏性。
事实上，上海在城市更新的“高度”上

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从“第五立面”的楼
顶花园，到桥下空间的艺术设计、开发利
用，让周边更多居民、上班族享受空间带来
的乐趣和美感，收获参与感、幸福感，设计
师们的“立体思维”发挥得可圈可点。
未来，沪版高线公园还会再现“新物

种”。据悉，嘉定区正依托远香湖“会客厅”
及“一环三路”的打造，以及嘉定新城核心
区的实际情况，研究景观高架步道在新城
实施的可行性。
不只是沪版高线公园，那些围绕上海

城市“高度”展开的创意和实践，将不断拓
宽这座城市更新改造的维度，构筑起未来
上海公共空间的立体化新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