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上海文化新地标

正如煤仓曾经与长长的高架运煤廊道构成

了一个生产性的整体， 高架运煤廊道亦是改造

的一个重点。 如果说艺仓美术馆似乎是一个拜

访的目的地， 那么改造后的高架运煤廊道， 凭

借其高低错落的平台以及点缀其中的咖啡、 餐

饮， 则成为了一座滨江公园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艺仓美术馆的立面将煤仓原来的结构包

裹其中时， 以观景、 休憩为主的功能使得高架

运煤廊道依然能够保持原先的可见状态。 观察

现有的高架运煤廊道， 可以发现， 竖向构架和

横梁之间呈现出了清晰的搭接关系： 它们并非

被直接浇筑在一起， 而通过两个金属构件被连

接在一起。 新的步道平台的结构也与旧排架呈

现出类似的关系： 在混凝土横梁上， 一段横向

的钢结构梁首先被固定， 在其之上才继续铺设

纵向的钢结构梁和压型钢板。 被隐蔽在平台和

混凝土横梁之间的横向钢结构梁起到了如旧结

构之间的连接构件般的类似作用： 从竖向构架

到混凝土横梁再到平台步道， 它们被轻轻地搭

接在一起 ， 而在视觉上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效

果。 步道和铝板栏板之间的缝隙则更进一步地

延续了这一逻辑。

在高架运煤廊道的上下， 一系列观景平台

和玻璃盒子被布置。 在一些局部， 两片钢柱夹

住混凝土排架 ， 向上承托起一段三层观景平

台。 尽管观景平台的重量仅由钢柱承担， 但它

和排架之间的相夹关系以及它的片状形状则使

得其如同自排架 “长” 出一般。 事实上， 这一

固定方式也有助于加固旧有的结构。 可被作为

咖啡厅或是小展厅的玻璃盒子则以一种更为巧

妙的方式与排架产生着联系。 一片轻薄锋利的

工字钢梁被按照 3 米的板跨置于原距离为 6 米

混凝土排架之间。 然而与往往落于柱上的梁不

同， 这片钢梁则在两端由 V 字形拉锁固定和支

撑， 在原理上形成了一个张弦梁系统。 玻璃盒

子的顶面在四个角点被两道钢索吊挂于钢梁下

表面。 由此， 玻璃盒子的内部结构获得的极大

的自由： 形成围合的玻璃仅需由细巧的框架承

担自身的重量即可。 从工字钢梁到 V 形拉锁，

从钢结构顶面到玻璃立面， 新结构和旧结构的

关系在此被清晰、 直接地呈现。

当生产的功能褪去后， 改造后的美术馆和

高架运煤廊道共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城市滨水

公园， 而原有的煤仓与运煤通道的旧结构则构

成了这一城市公共空间的骨架 。 依托于它们 ，

新的结构和功能被加入， 并赋予了旧结构以新

的意义 ， 使得它再次发挥 “余热 ”。 新与旧 ，

在此共同依存， 而互相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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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黄浦江东岸的老白渡码头煤仓建于

1984 年。 与大多数其它煤仓一样， 它是煤炭从

运输船上岸、 储存、 装载以及分配的节点。 经由

沿江的高架运煤廊道， 煤炭被暂时存入八个储煤

仓中， 而在需要之时， 通过相连的八个巨大的煤

料斗落下， 由卡车运输到需要的场所。 这一配合

生产的操作过程， 强调经济与高效， 而这也反映

在了煤仓的原有结构上。 很难说这座普通的煤仓

建筑内在地有着某种艺术价值， 但生产性工业建

筑往往因其服从于功能性需求， 采用最为经济、

通用的框架结构， 而具有一种朴素之美。 在法国

建筑师柯布西耶的 《走向新建筑》 中， 他曾将被

视为西方建筑源头的帕提农神庙与普通的谷仓和

工业建筑的照片并置， 从而暗示出普通工业建筑

不逊于经典建筑的美学价值。 中国建筑师张永和

也曾在 《向工业建筑学习》 一文中亦从工业建筑

推导出了 “基本建筑 ” 的重要概念 。 对于他来

说， 工业建筑受益于对经济与高效的追求， 而比

大多数民用建筑更为接近建筑的本质。

2009 年， 配合世博会的召开， 老白渡码头

所在的上海港煤炭装卸公司和上海第二十七棉纺

厂进行了搬迁。 北至张杨路、 南至塘桥新路的总

面积近 8.9 万平方米的地块被规划为新的 “老白

渡滨江绿地”， 而老白渡码头煤仓则被改造为了一

座滨江观景建筑。 这次改造拆除了所有的填充围

合墙体， 仅仅保留了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结构。 完

全打开的结构， 使得原先被外墙包裹的八个煤料

斗如在 X 光视线之下， 将它们自身呈现在了公众

的面前。 在方案设计说明中， 建筑师写道， “把

建筑中巨大的储煤斗展现出来 ， 供游客参观 。”

位于北侧的斜向运煤通道被改建成为了一座钢结

构天桥， 直接通向煤仓顶部， 使得人们得以 “登

高揽胜”， 一饱浦江两岸的景致。 位于黄浦江起

势转弯之前的关键位置， 老白渡码头及其滨江确

实有着独一无二的城市景观。 对岸， 是十六铺码

头以及外滩历史建筑群 ； 向

南 ， 可 以 远 眺 徐 浦 大 桥 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

向北， 则是陆家嘴鳞次栉比的

高层建筑。 可以说， 在不同的

方向上， 它展示着上海城市历

史的不同阶段。

2012 年 ， 这片绿地和观

景平台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

然而由于缺乏具有吸引力的功

能以及滨江配套设施的尚不成

熟， 老白渡滨江绿地在改造后

“一直鲜有人问津， 参观市民

寥寥无几”。 于是， 这一片区

在策划定位上被转向为一个

“集艺术文化、 时尚休闲为一

体的翡翠滨江艺术区”。 在新

的计划中， 翡翠画廊 （Halcyon

Gallery） 将落户这里， 作为观景平台使用的煤仓

计划将被拆除， 并在原地新建一座画廊。 所幸的

是， 在煤仓的人字形屋顶以及三角钢屋架被拆除

后， 它的命运又发生了改变。 2015 年， 老白渡码

头煤仓最终被确认保留， 并计划将被改造为一座

美术馆。 在此之前， 它首先被用作了 2015上海城

市公共空间艺术季 “上海优秀工业建筑改造案例

展” 展场， 展出了包括老白渡码头煤仓改造在内

的八个近年来的上海工业建筑改造案例。

在短短三十几年间， 老白渡码头煤仓经历了

多舛的变化： 从服务于明确、 直接的功能到功能

的消失， 从完整的建筑结构到局部拆除、 甚至险

些被完全拆除。 对于其的态度和策略的改变， 既

反映出城市发展所带来的结构性改变， 亦折射出

人们对于工业建筑的认知变迁。 如果说它曾经忠

实地服务于工厂和生产， 那么在今天， 它的美学

价值也逐步开始被认可。

在经历数次变动之后， 老白渡码头煤仓的原

非结构墙体和屋顶均被拆除， 一个高 5 层、 长向

7 个开间、 纵向 2 个开间的钢筋混凝土柱网和 8

个被柱网结构支起的煤料斗被完全地暴露出来，

顶层则仅剩下两排残损的柱子， 指向天空。 几次

短暂的改造也在煤仓的结构中留下了痕迹： 运输

煤炭的传送带被改建为了一座直达煤仓顶层的钢

结构人行天桥。 这便是大舍建筑的主持建筑师柳

亦春在接手改造之时所面临的状态。 当时， 他这

样记录道： “现状的煤仓就是因废弃而只剩下一

副骨架， 当我数次进入这个废墟， 就像进入一种

自然， 没有了遮蔽的结构骨架的表面粉刷迅速风

化， 内里的混凝土透了出来。 ”

在 2015 年的展场改造中， 简单的嵌入和叠

加便使得老白渡码头煤仓满足了展览空间的需

求。 然而， 当一座工业建筑需要成为一座美术

馆之时， 展览空间和面积的需求一下子使得改

造难度陡然增加， 特别是考虑到煤料斗的结构

和场地的特殊性之后。 通常的扩建往往会直接

在原有结构的外围加建， 将原有结构包裹其中，

并进行必要的加固处理。 然而， 煤仓位于滨江

高桩码头上， 地理条件的复杂注定了项目改造

需要尽可能的避免基础施工， 从而减小改造对

现有码头及船只通行的影响。 所幸的是， 煤仓

原有结构依然有着较好的结构性能， 那么是否

可以发挥它的 “余热”， 来承托新增的楼板面积

呢？ 在经过与结构师张准的多次讨论后， 建筑

与结构团队决定以一种 “戴斗笠” 的方式来满

足新的空间需求。 设计将为屋顶旧有的两排柱

子 “戴” 上一个四边外挑的钢结构桁架， 而楼

下各层新增楼板则通过垂直钢拉杆层层下挂 。

这一巧妙的做法既避免了新增基础作业， 又依

托了原有结构的存在。 新的结构， 既生长于老

结构之上， 又在材料和结构形式上与之保持了

分离的姿态。

进入到美术馆内部， 原来的混凝土框架结

构和煤料斗仍然占据着主导。 它们既是空间的

结构， 也构成了展呈的界面。 只有当观众来到

五层展厅， 暴露的灰色钢桁架结才透露出了新

结构的端倪。 灰色的方形钢结构构件既是旧有

的破损的混凝土柱子的收头， 也承托起了新增

的钢桁架。 其上的钢桁架和墙体之间的交接却

暗示着桁架并未在此结束， 而是向着两端继续

延伸。 来到五层的室外平台， 谜底才开始揭晓：

那些在下层看似如立面构件一般的、 斜向交叉

的纤细的白色杆件原来也是新结构的一部分 。

如果说旧结构的自明性是不言而喻的， 那么在

改造后， 结构是如何被建造的便成为了建筑师

与结构师共同安排的一个反向的谜面： 混凝土

框架结构自大地颓然伫立， 反抗着重力， 而新

结构则自上挂下， 被混凝土框架所支承。 谜面

的解答则隐藏在结构的细节之中。

改造后的艺仓美术馆与一侧的高架运煤廊

道构成了一段连续的水岸景观体验。 从浦江对

岸远观， 美术馆的滨江立面和长廊均以光洁的

铝板勾勒出一段段横向的线条， 形成了沿江界

面的整体性与连续性。 至北向南， 旧有的混凝

土排架被局部增设二层步道， 步道之下的一系

列通透的玻璃盒子则可被用作咖啡厅、 商店或

小展厅等； 一些新结构从排架之上 “长出”， 支

撑起几段冒出于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上的三层观

景台； 在一段 “之” 字型曲桥后， 艺仓美术馆

的水平错动的体量构成了滨江景观步道的终点。

然而与其说是一座美术馆， 它却更像是景观步

道的延续与盘旋而上， 美术馆则被步道与景观

平台包裹在内。 即便观众从浦东市区接近艺仓

美术馆， 也可被一条坡道缓缓地引向面江一侧，

进而到达美术馆位于二层平台转角处的入口 。

一段通往上层平台的台阶则使得进入美术馆这

一行为在此时变得并非唯一。 事实上， 即便在

美术馆闭馆布展之时， 开放的步道和平台仍邀

请着观众在此驻足， 眺望江景。

近年来， 伴随着黄浦江两岸从生产性水岸向城市公共空间的转型， 大量被废

弃的工业建筑面临着命运的变迁： 是被拆除， 抑或能够发挥 “余热”？ 从龙美术

馆到油罐艺术中心再到杨浦滨江， 越来越多的工业建筑得以在建筑师的 “妙手回

春” 下， 重获新生， 而曾经的上海老白渡码头煤仓、 现在的上海艺仓美术馆也不

例外。

从煤仓到“艺仓”

城市更新中一座工业建筑的再生

一座工业建筑

一座公园

一座美术馆

▲建筑与结构团队为屋顶旧有的

两排柱子 “戴 ” 上一个四边外挑的钢

结构桁架， 而楼下各层新增楼板则通

过垂直钢拉杆层层下挂 。 这一巧妙的

做法既避免了新增基础作业 ， 又依托

了原有结构的存在。

荩位于北侧的斜向运煤通道被改

建成为了一座钢结构天桥 ， 直接通向

煤仓顶部 ， 使得人们得以 “登高揽

胜”， 一饱浦江两岸的景致。

茛至北向南 ， 旧有的混凝土排架

被局部增设二层步道 ， 步道之下的一

系列通透的玻璃盒子则可被用做咖啡

厅、 商店或小展厅等 ； 一些新结构从

排架之上 “长出”， 支撑起几段冒出于

郁郁葱葱的树木之上的三层观景台 ；

在一段 “之” 字型曲桥后 ， 艺仓美术

馆的水平错动的体量构成了滨江景观

步道的终点。

（本版图片摄影： 田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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