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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于悦

温州日报记者 缪小霞

实习生 包青玄

如何在工业遗存上，让象征生态与

融合的榕树“亭亭如盖”？上海设计师

给出的答案，就藏在将于20262026年44月至
77月绽放温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
博览会里。本届园博会以“诗画山海·共

享绿色生活”为主题，目前园区建设如火

如荼，3434个城市展园已落地生根，包括
1212个省市城市展园、1111个国际展园和1111
个浙山浙水展园。其中，建在水泥搅拌

场旧址的“上海园”尤为亮眼—它以

温州市树大榕树为设计原点，以茶咖、

山海等意象串联起两座滨海城市在文

化、生态、精神上的共鸣与差异，让上

海精神与温州山水在一座展园里编织

交融。

海纳百川去
山自温州来

山榕交错 万物共融
走进上海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形似榕树的大型

结构体——共生穹顶。在这里，巨大的树冠形成展园的共
生穹顶，为山林藤蔓和昆虫提供一处生态廊道，也为展园
游客撑起一片绿意盎然的华盖。
“第一次实地考察时，我们就注意到了山脚两棵枝繁

叶茂、气根缠绕的百年榕树，扑面而来的生命张力成为我
们设计‘上海园’的起点。”负责这一项目的上海现代建筑
装饰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助理兰晖告诉记者。
上海园所在的位置，曾是一个有着3米断崖的水泥搅

拌场旧址。面对山体破碎等不利因素，设计团队没有刻意
回避，而是让榕树结构成为缝合这片破损地貌的“生态织
补线”：根系延展成为通达全园的动线，树干则转译为信息
交互与智慧服务节点。
榕树是温州的市树，千百年来与这座城市相伴相生。

它向上枝叶延展，向下扎根深壤，与温州人务实坚韧、开拓
进取的精神不谋而合。“温州人行走四方，上海人汇聚八

方，都是某种意义上的
‘海纳百川’，我们希望借
‘榕’喻‘融’，将两座城市
的气质串联在一棵树上。”兰
晖解释道。兰晖所在的设计
研究院，既成功打造过温州城市
新地标——“城市阳台”，又操刀
过上海西岸梦中心沿江景观岸线提升，
对沪温两地的深入了解，让团队在建设“上海园”上颇有
心得。

结构之内，文化也悄然铺陈。共生穹顶下，“绒编
奇境”“互动茧房”等空间将温州泰顺的“编梁桥”技艺
与上海马陆的篾竹编，以及绒线编织的柔性纹理叠加
演绎。两地的传统技艺被“植入”园林之中，以非遗工
艺为骨，以现代技术为筋，实现“手工感”与“算法感”的
并置。

茶咖交融 快慢生活
如果说，榕树是结构语言的起点，茶与咖啡的交汇则

让园林拥有了日常生活的温度。上海园暗藏一条以“茶
咖”为主题的空间游线，描绘了两座城市在生活节奏与感
知方式上的差异——慢泡的传统茶讲究余韵绵长，快饮的
都市咖啡强调提神高效。两种饮食文化背后，藏着两座城
市与时间相处的方式。
展园中，“茶咖驿站”节点被有意安排在动线转折处，让

人从绿意中短暂抽身，在香气与味觉中完成节奏转换。驿
站建筑采用3D打印技术建构，外立面与崖壁融为一体，内
部则配置互动屏幕，游客可扫码领取限定茶咖混搭饮品。
这个设计意在让人停下来，为快节奏中的“慢”留下空间。
上海咖啡馆数量领跑全球，每天产生的咖啡渣可达十

余吨。如何将这些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材料，是城市更新
与绿色设计共同面对的现实议题。上海园“升咖花园”
中的展架、种植容器与户外家具，大多使用咖啡渣回收
再制的新型材料。新型回收材料的使用，完成了从感官
体验到可持续理念的延伸，也让“咖”从饮品跃升为一种
材料语言。

在另一端，文成高山茶、永嘉乌牛早等
温州本地品类，也将搭配本土植物配置
与茶艺共同展示。通过材料、味觉、
空间体验等细节勾勒，上海园用一杯
混搭饮品完成了对两种城市气质
的隐喻回应。

山海织境 双城和鸣
温州是一座写在山海之上的城市，蜿蜒的丘陵、密布的

水系赋予了这座城市生态骨架。上海则是平原铺展、结构
紧密，由人工推动的秩序与逻辑构筑起现代都市的轮廓。
地理上的反差，赋予了两座城市截然不同的生命节奏。
兰晖对温州的山海印象颇为深刻，此前在创作温州

“城市阳台”时，每每站在瓯江边，远眺对岸秀美的山体，山
水相依的诗意画面留给他无尽的设计念想。如今在上海
园，这份灵感有了输出的机会。设计以“山海意象”起笔：
一条水上步道连接引导游客从入口步入自然山体上的观
景云台。水面上的行进，是一次象征性的过渡——从温州
的山地自然，进入上海的现代建构。四大核心空间“水之
庭”“森之庭”“云之庭”“境之庭”围绕生态、水文、气候与精
神四个维度展开，分别模拟海、山、风与意的共生状态。
展园还将构建多层级的生境网络：上层是藤本植物与

立体绿化系统，串联起“共生云顶”；中层为花木与路径结
构，组织动线与节点；下层则嵌入湿地净化系统、
水循环廊道与无土栽培技术，实现“自调节”的生
态机制。城市治理思维贯穿其中，上海近
年来提出的“千园工程”“口袋公园”“一江
一河”计划，在这里被以设计语言转译：小
尺度碳汇点、互动型节能地砖、智能灌溉与
空气监测系统一一嵌入展园。
温州人自古择水而居，上海河网交错，

两地居民都依水而栖。园中“鱼影水
道”“阴生部落”“山岩王国”等场

景通过植物肌理与空间曲线，唤起人
们对水与生存的集体记忆。双城文
化脉络通过湿地记忆与沿水生活巧
妙传承。

如今，呼之欲出的上海园，将突破
传统园林的静态概念。园中将
没有固定的叙述者，只有漫步
其中的行人，山为起笔，海是
韵律，云作留白，树与风
潜藏其间。榕树之下，
一杯茶咖，行走山海
间，上海园将着笔
写下一段双
城和鸣的当
代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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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园”效果图
制图 邵晓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