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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建筑受制于它们特定的用途!而综合体建筑却没有这

样的桎梏!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的功能!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

"

现代的城市枢纽将通过其渗透性# 多重功能和多层公共空

间来连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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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连接体的新趋势：生活—工作集合体

直至我们退休! 大多数人
每日上下班花费的时间! 加起
来总共约三年"如果时光倒流!

你会用这些时间做些什么# 我
们当然不可能追回已浪费于通
勤的时间! 但是可以反思当代
全球城市的发展模式"

最近有多种颇为有趣的解
决方案对此进行回应" 住宅$服
务式公寓$ 小型办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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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购物
中心和公司办公室如今可以汇
聚于同一综合发展项目中"它们
的确在朝着生活

)

工作集合体这
一新生活方式的方向发展"

作为城市居民! 我们的生
活在不断加快节奏且愈发便
捷'我们住在紧凑的公寓里!在
健身房而不是公园里锻炼 !拥
有丰富多样的娱乐和消遣方
式" 社交媒体让我们能够快速
便捷地会面和出行"与此同时!

我们生活的城市! 也面临着如
何适应其居民对于灵活性 $多
样性和便捷性的需求增长所带
来的困难"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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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中国有
,

亿
人经历了城市化进程"目前中国
已有超过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
市"而近

-./

的西方世界业已完
成城市化进程"此时我们应问问
自己!城市生活究竟如何吸引着
我们" 对很多人来说!城市生活
意味着广泛的选择'交友$娱乐
方式$饮食$工作$居住和社区群
体"这些选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了许多意外的惊喜"

许多都市白领选择住在毗
邻中央商务区的小公寓里 !或
者住在郊区稍大的公寓或房子
里"要么降低生活质量!要么在
上下班的路上浪费时间! 似乎
无法两全其美" 难道我们非得
住得离工作场所那么远吗# 年
轻人大多希望居住在充满活
力$ 拥有良好文化和社交活动
的城市中心! 离办公室较近而
富于灵活性! 能够步行上下班
而无需乘坐长途地铁或开车 "

有孩子的人则希望居住在郊
区!靠近好学校"很多空巢老人
在退休后则选择回归城市中
心! 因为那里居住空间小而便
于管理!且交通便利!如此考虑
是由于行动不便将是晚年生活
的一个重要问题" 负责养家的
父母或子女会将空间作为选择
住所的首要考虑因素" 单身人
士和年轻夫妇则最看重便捷
性" 但是为何城市的功能会呈
现出如此僵硬化的区块划分#

在如今的上海! 居住区和

商业区在很大程度上是截然分
开的" 尽管上海拥有良好的地
铁系统! 人们每日在上班路上
还是要浪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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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时间"

换言之! 假设每个人的平均工
作年限为

62

年!则有
372

年的
时间浪费于通勤"

既然如此!未来的城市将如
何提供一个现代$便捷$通达且
可持续的环境#居住在城市中心
的人希望享受城市的活力生活
和便利连接!全然不同于居住在
郊区拥有宽敞居所的人群需求"

内城居民所需要的是将小型公
寓与办公楼$商业零售和娱乐设
施相结合的综合体"

为了更好地规划城市 !我
们需要对城市枢纽的定位进行
预测和推动" 城市枢纽需要设
立在主要铁路与公路交汇的交
通枢纽" 这些交通设施能方便
人们从枢纽中进出! 前往其他
城市" 上海已经在朝此方向发
展!这是情理之中的顺势而为"

在地铁枢纽及其与高速公
路网的交汇处周边! 有一些大
规模综合开发项目" 这些项目

论证了城市枢纽作为未来发展
方向的合理性" 和城市枢纽一
样! 这些大规模综合开发项目
建于地铁干线和道路交叉点 "

由于这些地块拥有极高的土地
价值和连通性! 因此具有高密
度的属性"

高密度的城市节点需要开
放空间$ 公园以及水道来分散
人群$建筑和热量的集中"已有
的城市节点可能已经坐落于公
园和水体的周边! 因而可以更
高效地基于这些节点! 进行高
密度开发"

凭借丰富的功能业态和高
度连通性! 我们可以创造活力
四射$ 高度密集且可持续发展
的城市枢纽"同样!综合性城市
枢纽中的高密集化建筑将有利
于发展多重地面层!使景观$光
线和空气相互渗透贯通"

现代化的城市枢纽将通过
其多孔隙性$ 多功能性和多层
公共空间!灌溉并连接城市!在
城市中心为人们提供根据环境
量身打造的$ 富有活力且多样
化的公共空间" 城市综合体和
高密度开发项目! 能够将独特

而富于魅力的建筑群依次转化
为密集而生机勃勃的城市" 通
过精心规划的公共空间! 可以
起到连接和粘合作用! 从而将
综合体建筑在交通枢纽上方进
行完美结合"

在一栋高密度建筑中 !可
以将多种互补型的业态共置于
同一环保绿色的公共空间内 "

当代设计已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 传统的高密度建筑是封闭
的! 首层无法提供任何连通孔
隙( 而现代高密度建筑是多孔
隙的! 可以将首层拆分为多个
公共平台"

现代高密度建筑激活了地
下室层$一层以及更高的楼层!

使公共区域得以增强和延伸 "

高密度建筑整体的高度和平面
布局! 将为有力而积极的公众
参与提供支持"

综合体建筑的每一个楼层
都得到了充分利用! 并在多个
层面与其它建筑相连接! 方便
各种活动并提高生活质量" 综
合体建筑的不同业态组合 !形
成动态多变的建筑形式"

传统现代建筑受制于单一

特定用途! 而综合体建筑却没
有这样的桎梏! 可以容纳许多
不同的功能! 更具灵活性和适
应性"

许多亚洲新城的规划和设
计经验! 为应对日益紧迫的城
市密集化的现实问题提供了实
践基础! 也就现有城市基础设
施改造能力不足的问题给予我
们警示"只有通过周详规划!使
高密集化开发与已有的活跃枢
纽相结合! 才能让开发价值发
挥到极致" 城市高密度化是一
种复杂的开发形式! 需要依托
城市的整体规划$ 周密分析以
及各方支持"

开启高连接性的城市中心
生活并非难事" 中央商务区已
经建立并存在多年! 随着越来
越多的人需要在工作和居住区
拥有小而便捷的公寓! 会有越
来越多这样的公寓被建造出
来!城市枢纽也会随之形成"这
些新的城市枢纽也将随之而变
化!成为人们生活的理想归属!

并为新的城市属性提供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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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尝试加强和提高现有城市中心的密度和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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