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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位于虹口区“上海音乐谷”西
北角的四平路新嘉路路口，原本是
个被人遗忘的都市角落，如今，因
为小小的改造计划付诸实践，它成
了业内关注的焦点。

这里挺立着一棵百年古树，街
角有一个小广场。不过，由于入口
与外界的联系被车水马龙的四平
路切断，再加上一家汽车维修店的
“闯入”，这里逐渐沦为音乐谷最为
隐蔽和周边环境极不协调的入口。
相关管理部门一直希望在此引入
一个既醒目又符合音乐谷背景的
标志性设计，使这个不起眼的街角
焕发生机。
事实上，这一诉求和在音乐谷

中工作的建筑设计师们的想法不
谋而合。由建筑师俞挺、童凌峰，
及资深媒体人戴春发起的“城市
微空间复兴计划”正是致力于以
针灸和缝补式的设计改造，再造
都市之中被人忽视的公共空间的
“边角料”。

如今，人们看到的路口，是由
俞挺、童凌峰以轻巧的现代木结构
建造的黄色“路亭”。两位建筑师希
望以此“重口味”的设计来缓和同
样“重口味”的维修店，同时弥合被
花坛分开的人行道和街角的公共
广场，还预留出可由车辆通过的
“洞口”。现在，当人们走出海伦路
地铁站 ! 号口，远远就能望见“路
亭”的醒目身影。
“路亭”虽小，其再造意义却不

容小觑。它既起到音乐谷入口标志
性的提升和空间导视的作用，也能
够激发将周边居民对此类公共空
间的自发使用热情。同时，它的诞
生也印证了，设计可以作为一种协

调和博弈的手段，来化解代表公众
利益的政府城市管理部门和音乐谷
园区管理部门，与代表私人利益的
小区物业以及铺面产权业主及租赁
商铺之间的矛盾，为解决城市公共
空间的类似问题提供了崭新思路。

实际上，“城市微空间复兴计
划”脱胎于 "#$% 年底的 &'(’) (*+,

学术论坛。在 "-.!年，他们又联合
其他志同道合的同行，发起了“城
市微空间复兴计划”，号召设计师
们为身边的城市空间做些什么，让
&'(’) (*+,变身为 &'(’) /01,，让创
意和构想付诸实践。本届活动周，
“着眼现实———城市微空间复兴计
划”系列展以“设计新应用，创造新
需求”为主题，于本月 "2日至 "3

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作为设计
周展览重要的组成部分，“城市微
空间复兴计划”向观众们展示了众
多让城市“边角料”变身公共会客
厅的绝妙创意。

!缝补式"微空间改造

什么是微空间？按照戴春的解
释，就是身边 !-- 米范围内，我们
最熟悉的生活空间。微空间不仅涉
及个人生活空间，也触及一系列与
公共生活相关的空间，比如，像人

行道、街头公园、街旁绿地、小区游
园和居住区广场等都属于微空间
的范畴。
如今，随着城市建设的日益饱

和，全世界都在探索如何把公众带
入公共空间，城市对于市民来说不
单单带来生活功能，更重要的是人
文体验。和四平路新嘉路路口原先
境遇相仿的还有中国台湾的宜兰火
车站。火车站的路边，不起眼的空地
任凭野草疯长。建筑师发挥想象力，
将南侧的铁路局旧宿舍区改建成了
微型广场，结合客运转运中心的建
设目标，明亮开放的游憩场所拔地
而起，还将观光、交通、环保、古迹保
存等复合功能容纳其中。破旧的火
车站由此摇身一变，成为令当地人
骄傲的新地标。
其实，在虹口区音乐谷之中，还

有一个微空间改造项目正在悄悄推
进。哈尔滨路附近，汇集了俞泾浦和
沙泾港两条穿越虹口区的河道，水
面宽约 "-米，是典型的江南小河道
的尺度。早期，河浜两岸曾经形成颇
有申城特色的滨水社区，只可惜在
城市大规模改造和现代化进程中，
这份景观消失殆尽。“你站在桥上看
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桥上看你。”设
计师范蓓蕾想造一座“花桥”。范蓓
蕾对此桥的姿态有其特殊的设定，

“这座桥其实是一个‘柔软’的花园，
它就像是被人轻轻地放置在防洪堤
上，因为人们看不到它的支撑点，像
是搭在堤上一样。”从河岸的效果
图来看，“花桥”边缘很薄，像是浅浅
的托盘，盛着各种鲜花，此种唯美画
面，令人不禁希望立刻找回近在身
边却远离消失的水岸景色。据悉，该
方案正在深化之中，不久之后，它就
将从图纸变成现实，哈尔滨路的水
岸不会寂寞太久。
在展览上，你还能看到，$4"平

房米伸缩卫生间、隐匿在密集居住
区的水塔之家、一个人的美术馆等
设计项目。这些创意都在用事实告
诉人们，只要找到与之匹配的设计
再造方案，被人遗忘的都市“灰色空
间”，一样能重新焕发生机。

从日常中创造奇迹

“我们不想只停留在憧憬的阶
段，我想通过具体的人，以极细微
的方式来慢慢改变这个城市。”作
为“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的发起
人，建筑师俞挺始终怀着这样一个
梦想。他认为，每个生活在这个城
市里的人，都被各种功能与无序捆
绑着。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周围的环
境不再愿意凑合，这便是城市改造

的契机，是一股无法抵挡的推动的
力量。
“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在短

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上海虹口
音乐谷地区为实验基地，对这个历
史悠久、城市肌理和人文资源都非
常丰富的地区，对入口、驳岸与水
系、步行系统进行了专题研究。“路
亭”和“花桥”仅是小试牛刀。如今，
整个计划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俞珽
和戴春的团队开始与国内、国际建
筑院系合作，开展步道设计、店铺
改造、城市家具和里弄入口等创意
方案征集与推动其实现的工作，以
此改善街区生活空间，激发街区活
力，丰富街区市民的出行体验。
建设与改造，都是城市发展的

必要手段。这批有想法的设计师们
先行先试，施展着“腐朽变艺术”的
神奇魔力，为这个城市的生活者的
存在与尊严做着自己的努力。他们
怀着“非常微小的面对人，非常宏观
的面对城市”的信念，为刷去这个城
市的面具，以微小的尺度，在身边微
小的空间里植入不易忘怀的记忆和
生活需要的温存。
毫无疑问，对于上海这座城市

来说，“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也只
是一个开始。"-.!年公布的上海城
市更新规划实施办法中，已经提出
利用好城市空间的“边角料”、“夹心
地”、“插花地”，体现了从狭义的“城
市建设管理”向广义的“公共艺术管
理”的转型。未来，更多城市街角、建
筑侧墙等这些极易被人遗忘的“灰
色空间”，都有望通过建筑师的微行
动，经过针灸和缝补式的改造，重新
回归人们的视野，成为供市民休闲、
活动、交流的公共“城市客厅”。

2016上海设计之都活动周关注城市化话题

“微行动”让城市“边角料”
变身公共会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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