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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开挖"项目看!城市思维"

如果谈论美国的 !胡子工
程"#就是那种超工期$超预算#

彻底失控的建设项目# 那应该
首 推 波 士 顿 ! 大 开 挖 %

!"#

$"%

&"项目' 工程自
&'(&

年开
工# 竣工却拖到了

)**+

年(工
程预算在

&(,-

年时为
)-

亿美
元 #到了

)**,

年决算 #该工程
财务成本已经达到

))*

亿美
元# 政府还清全部欠款得等到
)*.,

年#堪称美国之最) 那么
为什么一个以民主程序$ 专家
决策$审计严格的国家#还要如
此这般咬紧牙关#把这个!胡子
工程"完成掉#其价值何在*

波士顿!大开挖"工程初看
不过是一个地下通道项目 #启
动于

/((&

年
(

月#工程拆掉了
穿越波士顿中心城区的

(.

号
高速公路中把城市中心和滨海
地带相割裂的+一段长约

&.

公
里的高架路# 将交通引入十车
道的地下隧道# 并修建跨越查
尔斯河的大桥# 同时扩建高速
路# 使其通过地下隧道与机场
贯通) 据马萨诸塞州交通运输
部官方网站称# 大开挖工程于
)**+

年完工之后#波士顿南部
及西部居民# 在交通高峰时期
前往该市机场平均耗时减少了
0)1

到
201

)

早在
)3

世纪
-4

年代 #随
着产业转移以及航运的变化 #

波士顿码头的航运功能逐渐衰
退# 轿车化的趋势导致交通矛
盾凸显)

5(-(

年波士顿建设了
设计流量达

26-

万标准车
7

日的
(.

号公路#穿越中心城区的是
段新造的高架路# 虽然阻隔了
码头区和老城# 但想想反正那
个码头区已经破败没用了 #能
解决交通矛盾也很不错)但是#

建成后没多久# 市民们就开始
意识到这种阻隔对城市的影响
是破坏性的# 它使得波士顿丧
失了滨水城市的特征)于是#有
人开始呼吁# 对于这种城市与
海滨的空间割裂$ 滨水区和商
业区的商业割裂# 以及城市文
化活动之间的历史割裂# 需要
反省和改变)

因此 #

/(24

年代伊始 #波
士顿就有规划师提出!大开挖"

计划#建议将
(.

号高速公路的
高架部分全部拆除# 把交通引
入地下# 建设长达

-6+

公里的
隧道) 后来又进一步提出要修
复地面城市肌理# 缝合波士顿
城市近半个世纪的 !城市伤
口"#将滨水区和市中心的金融
区联系起来# 恢复的用地重新
开发并增加公共空间和绿地)

这样#!大开挖" 计划的设
想# 就从最初的对原来道路建

设的修补性措施# 演变为对城
市综合改造的系统工程) 这个
转变是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
程# 正如波士顿市长后来感慨
的#!一个城市的未来# 是它的
过去合乎逻辑的延伸")这种逻
辑在哈佛大学则被称为 !城市
思维"# 而在这个转变过程中#

哈佛大学前规划系系主任$!大
开挖"计划的城市设计负责人#

亚 力 克 斯,克 里 格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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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扮演了重要角色)

根据克里格的规划#!大开
挖" 计划释放出的土地将建设
壮观的绿色走廊#内容包括-文
化艺术中心 $园艺中心 $公园 $

社会住宅及零售商业及行政建
筑) 在城市功能上提倡多种融
合# 在环境设计上提倡与周边
街区肌理融合# 同时还把建设
项目中

5-1

.

-41

的面积用来
建设面向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住
宅# 在社会价值上提倡公平与
族群融合) 虽然这个项目在预
算和工期上成了 !胡子工程"#

但它得到了波士顿市民和学界
的广泛认同#享誉国际)

)45+

年 # 克里格编著的
/城市设计0中译本由同济大学
出版社出版# 书中不仅提出了
什么是城市设计# 更深入探讨
了城市思维的相关议题) 克里
格在书中谈到#在

5(-+

年哈佛
大学主办的那场著名的城市设
计会议#为

5(-+

年之后的城市
知识探索历程打开了新视角 #

那些与会并参与本书文献编写

的专家们居然也被同样的问题
所折磨)人们问道-你们连城市
设计本质目的这样一个基本问
题都不能取得共识# 聚在这里
讨论有什么意义* 但克里格却
总结为- 正是由于这样的不确
定性+ 不一刀切+ 甚至有些含
糊# 恰是城市设计的可取之处
并更具魅力) 我想这也正是城
市思维所具有的包容性)

5(-+

年#在哈佛大学设计
研究生院院长何塞,路易斯,塞
特 %

?@A> BC"A D>=E

& 教授主持
下# 哈佛大学召开了一个国际
会议# 目的在于创建一门新的
学科来遏制设计和规划之间的
分裂) !形成一个建筑师+景观
设计师+ 规划师共同参与的合
作的基础平台# 使城市设计的
范畴比这三个专业方向更广"#

培养具有 !城市思维 "的人才 )

这次会议被普遍认为是对城市
设计更广泛的探索提供了原动
力# 并最终促成哈佛大学首开
先河地开设了 !城市设计 "课
程# 这都体现出一所一流的大
学所具有的学术敏感和肩负的
社会责任)

克里格的/城市设计0一书
以这次会议为基础# 进一步整
合了当代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思
想# 这些思想有时还是互相矛
盾和碰撞的#集大成而就)全书
表述了克里格所倡导的 !城市
思维"就是要-

具有城市思想# 意味着向
拉斯维加斯+ 威尼斯和上海学

习# 但不能将它们混淆成一个
未来城市化的通用方式# 尤其
要重视城市设计的社会议题 )

具有城市思想# 需要关注环境
可持续和城市活力# 是要寻找
这种活力中的灵感# 而不是将
其提炼为少数几种模式# 需要
在传统和未来中探索第三条道
路)具有城市思想#需要培养通
才#具有综合的知识结构#要建
构全球化的视野以应对当下的
社会与空间矛盾)

其实# 克里格的 !城市思
维 " 早在他这本书的英文版
F44'

年问世之前#就已经漂洋
过海传播到了上海)

F44G

年#

克里格和他的事务所参加了
!上海外滩综合改造工程"的国
际方案征集#一举夺魁#这无疑
得益于他的!城市思维")

从
5(H4

年代至今#外滩经
历了两次大型改造) 上世纪

(4

年代初# 外滩改造注重交通和
防汛功能# 打造了千年一遇防
洪标准的箱体防汛墙# 将中山
东一路拓宽成双向十车道) 虽
说改造后外滩景观更加壮阔 #

但也因此变成了车辆环绕的孤
岛)

F442

年的综合改造工程#

立足于把外滩打造为具有国际
水准的一流滨水空间# 建成环
境友好的城市漫步客厅# 既可
欣赏 !万国建筑 "#又能领略陆
家嘴的繁华璀璨) 克里格的设
计方案# 利用外滩内弯曲线增
加空间深度# 有利于景观的逐
次展开( 通过塑造高品质的公

共空间景观价值# 提升城市形
象(结合滨水区城市

IJK

#立足
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发展愿
景# 把一项交通与景观改造工
程#转化为 !城市思维 "逻辑的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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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L

月#上海启动外
滩地区的综合改造工程# 改造
滨水区+修复外白渡桥+新建外
滩隧道以及公交枢纽和开发地
下空间等)改造工程中#外滩隧
道的!大开挖 "是改造的核心 #

新建的隧道为双向六车道 #将
外滩

241

的过境交通分流引入
地下#地面仅保留双向四车道#

所释放出的空间成为步行者的
乐园#真正转变为以人为本)这
些措施扩大了城市公共活动空
间# 增加了

L41

的场地面积和
541

的绿地面积# 扩建出新外
滩的四大广场-黄浦公园+陈毅
广场+外滩金融广场+天文台广
场# 尤其是增加了多种活动服
务设施# 激发了外滩滨水地区
公共空间的活力)

外滩综合改造工程的 !大
开挖"#无疑与波士顿!大开挖"

计划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自
然被认为是克里格教授倡导的
!城市思维"在上海的延伸) 但
是#让克里格惊讶的是#上海的
外滩改造从开工到竣工# 不仅
严格控制预算# 整个施工周期
仅有

MM

个月#仅凭这一点就足
够让克里格教授羡慕了1 !作者

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教授"

!

#大开挖$项目实施前!左"%后的波士顿&

上海外滩隧道建立前!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