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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更新工程慢工细活制造
华丽转身

历届世博会的历史证明，世博会的后续
效应远远大于其筹办、举办期间的直接效应，
把握世博后续效应对城市发展转型和社会经
济、科技文化内涵的提升都具有重要意义。上
海世博会开始时，专家们就在考虑后世博了。
“后世博”时代如何放大世博会这个创意大秀
场的光芒和效应？大家共同的认识是：不着
急，想好了再干。

!"#!年 $%月 $日，中国馆变身中华艺术
宫，重新面向观众开放；“大烟囱”所在的南市
发电厂在完成世博会之城市未来馆使命后，
也在 !"$! 年 $" 月 $ 日变身当代艺术博物
馆；!"$&年世博轴商业中心全面开业，标志着
“一轴四馆”五座永久建筑整体完成后续开
发；!%$'年，包括 !(栋大楼的央企总部集聚
区全面建成；!%#)年，*万余平方米的世博会
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全
面展示历届世博会的世博专题博物馆。“后世
博”这 (年，慢工出精品，世博会会展旧址正
发生令人欣喜的变化：这些地方正“变身”成
为市民公共活动区、央企总部集聚区、上海文
化艺术新地标，有的还在酝酿破蛹化蝶。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提出，

上海世博地区今后将定位建设全球城市中央
活动区，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中央活动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这一规划，原世博会后滩
地区近两平方公里将建设成为市民共享的开
放式大绿地———“世博文化公园”。已建成 !(

公顷滨江湿地公园向市民开放，春赏油菜花、
秋观芦荻花、下水捉鱼虾已经成为不少市民
的赏心乐事。接下来的公园绿地设计，将综合
考虑规划中的大歌剧院、世博会后保留的部
分外国国家馆，结合原克虏伯工业遗存，新建
一座高水平的温室花园。

基地重建文化创意引领
有机更新

纵观世界上老工业基地的更新，一个普
遍的做法就是以创意产业为引领，巴黎左岸、
伦敦泰晤士河两岸、德国鲁尔地区、纽约苏荷

（./0/）等等，走的都是这条路。
上海世博会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改造和

利用工业建筑遗产的世博会。工业建筑具有
大跨空间特征，比较适合改造为展馆。作为展
馆有效地保存了地区的历史脉络和集体记
忆，既减少了建筑垃圾，符合绿色环保的发展
理念，也为地区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底蕴和风
貌特色。

作为“双遗产”的发电厂再生是由同济大
学的章明团队完成的。采用历史叙事的方式，
将辉煌工业时代的遗存变成 !"$"年上海世
博会城市未来馆，继而蜕变为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设计的历程见证了一个昔日能源输
出的庞大机器如何转变为推动文化与艺术发
展的强大引擎。团队采取的是有限干预原则，
最大限度地让厂房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空间的
原有秩序和工业遗迹特征得以体现，同时又
刻意保持了时空跨度上的明显痕迹，体现新
旧共存的特有建筑特征；以空间的延展性释
放建筑的开放性与日常性，让其以积极的姿
态融于城市公共文化生活；以漫游的方式打
开了以往展览建筑封闭路径的壁垒，开拓出
充满变数的弥漫性的探索氛围。经过六年的
打磨，现在它成了一个公平分享艺术感受的
精神家园，更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公
共生活平台。即将于 $$月 $"日开幕的双年
展主题是“禹步———面向历史矛盾性的艺
术”，可以想见又将是艺术圈的一桩盛事。

徐汇滨江 !上海西岸"助
力亚洲演艺之都建设

!"")年，随着上海世博会紧锣密鼓地推
进，徐汇区即委托同济大学张松课题组展开
滨江工业建筑调查，张松等对包括飞机场等
在内的工业建筑、厂区实地踏勘，筛选出 -&

处保留建筑。针对这些建、构筑物制定“拆、
留、改、迁”分类保护保留措施，土地收储精细
化，原样保留码头 &万平方米，保留历史建
筑、构筑物 ,,处，系缆桩近 $""个，铁轨 !1-

公里，枕木 #!%%根，石材 #(%%平方米，吊车 &

台，这些元素构筑起了西岸开放空间内宝贵
的城市成长脉络，也让这儿成了最有故事、最
有看头的“穿越取景点”。

龙腾大道现在已经成为江滩改造的成功
范例。漫步在滨江宽阔的景观带上，老机库变
成了余德耀博物馆，北票码头的煤炭传送带
成为观景长廊，老码头上装卸塔吊那红红的
长臂，朝霞中昔阳里成为摄影发烧友的最爱；
南浦货运站，蒸汽火车等老物件都在，码头成
了亲水平台。

经过多年的琢磨、比较，最后《徐汇区滨
江地区发展规划》明确了西岸“与巴黎左岸、
伦敦泰晤士河南岸遥相呼应，将成为国际高
端创意文化艺术产业聚集区”。余德耀美术
馆、龙美术馆、上海梦中心，还有飞机库变身
而来的西岸艺术中心222222 龙腾大道已经成为
艺术大道、文化大道。徐汇滨江“剧院群落带”
让徐汇区高端艺术院团纷纷前来，目前，“上
海梦中心”的业态组合已经明晰，即文化、演
艺、娱乐和商业组成超大型综合体。

杨浦滨江工业遗存从
!锈"到!秀"

黄浦江沿岸的杨浦老工业区，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仅存的最大滨江
工业带”，它见证了上海工业的百年发展历程，
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老工业区更新，仅
杨浦滨江南段，规划保护3保留的历史建筑总
计 !& 处，共 '' 幢，总建筑面积达 !'2! 万平
方米。除此之外还保存了一批极具特色的工

业遗存，例如，中国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
厂房（怡和纱厂废纺车间锯齿屋顶，$*$$年）、
中国最早的钢结构多层厂房（江边电站 $号锅
炉间，$*$,年）、近代最高的钢结构厂房。这些
遗存都是中国近代工业史留下的重要遗产。

工业遗产的“锈带”如何变身“绣带”进入
新时代？姜富明介绍，在世博会等建设阶段，
同济大学莫天伟教授在 !%%&年就针对上钢
三厂、江南造船厂等工业老厂房，向市政府提
出保留工业历史文脉的建议，被政府采纳。由
此在世博园区规划中保护了 !-平方米工业
老厂房，这是世博会历史上破天荒的创举，也
是人类旧城改造史上的一次创举。莫教授提
出“要让工业老厂房从‘锈———绣———秀’生
辉，让未来拥有记忆”。杨浦滨江作为中央活
动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把封闭的生产型
岸线转变为开放共享的生活岸线，努力打造
成为百年工业文明展示基地、后工业科普教
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杨树浦一带滨江环境如何焕新？章明团
队提出了“三带、九章、十八强音”的构想。“三
带”是指 -2-公里连续不间断的工业遗存博览
带，漫步道、慢跑道和骑行道“三道”交织活力
带，以原生植物和原有地貌为特征的原生景
观体验带。“九章”就是对于整个杨浦南段滨
江的区段划分，团队在场地遗存的特色厂区
基础上进行了不同空间处理、情绪体验、功能
倾向的规划设计，从而形成各具特色的九个
章节。在充分调研场地工业遗存的基础上，他
们提炼出“十八强音”的工业遗存改造新亮
点，诸如船坞秀场、钢雕公园、等失重煤仓，设
计这些景观，目的是要体现节点设计的趣味
性、开放性和互动性。

现在，从丹东路、安浦路口的转角进入杨
浦滨江段的栈道，你首先看到的就是曾经的
全国第一———上海鱼市场，旧时的黑白影像
印刻于规整的透水混凝土步道之上，形成一
套独特的鱼市相册。

姜富明说，世博会的经验表明，城市的发
展不是推翻重建，而应当像底片叠加，色彩越
来越丰富。每一届世博会，无论规模大小，都
使人类文明迈上一个新台阶，而综合类世博
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将会影响几十年。上海
世博后的老城、老建筑更新还在进行中，还是
要想好了再做，用绣花的功夫慢慢来。

进博会成功举办，又一次证明了上海在举办国家级重要会议、活动方面的综合
能力。如何处理大型会展留下的建、构筑物，需要发挥城市规划者的智慧。

八年，上海世博会周边5平方公里的世博区现在怎么样了？专家们为此发明了
一个新词：“双遗产（工业遗产、世博遗产）”。如何整合世博资源，发挥好后续效应？原
上海市世博科技促进中心副主任、同济大学上海世博会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姜富明
说，我们要用绣花功夫慢慢来。

会展旧址怎么办
城市更新用绣花功夫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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