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新改造,保持原有城市肌里
当人们提起高线公园时，首先会默

认它指的是纽约曼哈顿高线公园。

工业时代的纽约“高线铁路”曾经是

曼哈顿城市建设中的一个“神话”。在规

划中，设计师创造性地将铁道抬高，远离

地面，直通工厂、仓库与港口，成为当年

曼哈顿西区最活跃的交通动脉。去工业

化后，“高线”仍然是一个神话。这条近

10米高的轨道天桥变成了空中花园：灵

动的线性景观，轻盈的花草点缀，为正在

奔忙中、只剩车鸣喧嚣的城市，多添了一

曲舒缓而从容的交响。

专家指出，随着存量发展时代的来

临，未来我国城市将面临更多工业遗产

更新的挑战，保护与活化利用，仍然是解

决这一挑战的主要手段。从最初废弃的

高线铁路到如今充满活力的公园，高线

作为工业遗产的更新与区域发展之间的

互哺双赢，带给我们诸多启示。

专家表示，对待工业遗产保护更新

项目，不应将其“内视”为独立的片区开

展，而应尽力“外视”，实现更新后的工业

遗产片区融入城市的整体发展。这意味

着，高线公园的更新改造并非只关注高

线本身，还要在区域内制定一系列控制

措施，如周边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区域

范围内的区划调整、周边建筑的建设控

制、土地权转让激励政策等，从而为高线

公园的更新尝试，提前创造出一个优良

的区域环境。因此，在项目开展之初就

应站在宏观视角，统筹考虑工业遗产保

护更新与城市区域发展的联动。

重塑工业符号要素，保护城市原有

肌理。工业建筑布局通常较为分散，室

外空间相对过大，有利于建筑空间的重

新整合，重塑工业符号要素。这些符号

如废旧的工业构筑物、铁路、水塔、槽罐、

高炉等，都能成为城市独特的风景线。

将之重新利用开发，可以加强城市工业

历史的可识别性。在保持原有城市肌理

的基础上，为原有的工业遗产改造提供

多种可能，增强城市居民在工业遗产更

新后的归属感，有利于情感记忆的保留。

此外，公众参与实现多方共治，鼓励

周边社区参与其中，以及通过创意竞赛

等活动，来吸引公众对于高线更新的关

注。这一公众参与为主导的方式，能更

好平衡多方利益。

城市更新，有温度的“新旧并存”
从铁路、市场，再到口袋公园，位于普

陀区曹杨新村的百禧公园，为生活在这一

区域的市民带来意外的惊喜，其化腐朽为

神奇的创意，更让人们切身感受到“城市

更新”的巨大魅力。这座2021年秋天投入

使用的公园，总长约1000米，前身是货运

铁路线，后来变身为曹杨铁路农贸市场和

综合市场，在2019年正式关停之前，曾被

称为上海“最长的菜市场”。经过一年多的

建设，2021年9月，这里变身为上海首座

高线公园。整个公园分为上、中、下三层：

上层是高线步道，中层（地面）为篮球场、

休闲驿站等服务场所，负一层可用作展

厅，它已成为涵盖历史记忆、市民花园、居

民服务体验区、全龄综合活动区、城市艺

廊、城市T台等六大功能的便民空间。

百禧公园的打造，采用集约共享、合

理布局、有机串联等系统思维、整合方法

来增空间、补要素，三层设计充分考虑了

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公共空间需求，还具备

展览展示功能，让原本狭长的空间获得立

体新生。

作为一位资深建筑设计师，刘宇扬设

计的作品很多，但百禧公园却是他所有作

品中的一个“另类”，另类到在国内没有项

目可以类比——独特的前生今世、独特的

结构设计、独特的设计语言，让这个作品

在面世之后，立刻成为城市更新的代表

作。他这样描述自己当初的设计心路：“有

别于‘一江一河’的独特场景，百禧公园所

处的环境恰恰是一个如此有烟火气，又如

此容易被忽略的典型社区场地中的非典

型剩余空间。如何能够在这些剩余空间中

找到新的潜力与能量，是我们下阶段工作

与研究的重要启示。”

百禧公园的成功改造，不仅让一处老

旧空间获得新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

是城市实现人文复苏的体现之一。当我们

的家园从追求经济增速的“快改造”，转向

符合城市发展规律的“慢更新”，上海更多

的老建筑、街区与公共空间，开始得到温

柔而有智慧的对待。

与被居民区包围的百禧公园不同，上

海另一座网红高线公园——星空高线公

园位于宝山交运智慧湾，地处蕰藻浜南

岸，其前身是始建于上世纪的上海市装卸

储运总公司码头。前些年，随着产业结构

调整，老码头闲置、老仓库关闭，但7个高

达15米的巨大龙门塔吊被保留下来。这些

充满年代感的工业遗存，在述说昔日辉煌

的同时，它的落寞与沉寂，也让人深深扼

腕叹息。

好在随着“南北转型”的步伐加速，宝

山区开始探索一条产城共融、共生之路。作

为重点转型区域，近几年蕰藻浜沿岸一个

个老仓库、老码头、老堆场陆续转型变身为

科创园区，与之相接的沿岸空间则接续更

新，并以点及面“串珠成链”，湾区两岸正成

为城市生产、生活、生态功能集聚，集园区、

校区、社区、展区、商业区、运动休闲区等多

元融合的24小时活力区和城市发展新空

间，7座龙门塔吊也迎来了新的生机。

在星空高线公园的规划设计中，设计

师的看法是：现场7座巨大龙门塔吊分布

位置恰好与北斗七星形状一致，可以为游

人提供驻足观赏河岸风光的新景观，经改

造后将构成星空高线公园的主体。大提琴

观景台、古琴湖、3D打印折叠桥、音乐喷泉

广场等景观错落融于其中，挑空高架廊桥

将塔吊及各景点巧妙连接。观景台地面由

水荧石铺就，月色下更显迷人，会发出星

星点点的光芒——这便是“星空”之名的

由来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变身为高线公

园之前，百禧、星空等网红打卡点所在的

区域并无整体的规则，或是许多狭长连续

的带状空间，或是点状分布，缺乏修缮使

得它们不能继续提供更好的服务，也很容

易藏污纳垢。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依靠简

单翻新，而是反映着一种有温度的新旧并

存，蕴含着轻与重的和谐——外表是公

园，给人舒缓而放松；内里则是历久弥坚

的城市印记，在现代化设计语言的解构

中，凸显文脉的意义。

园쿟릫풰
“袱쪷냼뢤”变“笔뺦횮뇊”

■本报记者 史博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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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百禧、星空是上海本地高线公园建
设的“开山之作”，那么，规划中的西岸传媒港
“第二地面”项目，则可以被视为上海高线公园
规划建设的“2.0版”。

与单纯以休闲为目的的高线公园略有不
同，西岸传媒港“第二地面”从云锦路开始，跨
越龙腾大道直达江边，总跨度约400米，总面
积约4.6万平方米，将西岸的“梦幻九宫格”
连为一体。和百禧公园、星空高线公园相比，它
不是由城市更新改造而来，而是全新设计悬浮
空中的滨水城中花园。这处公共空间展示了哪
些城市规划设计的新理念？为后续沪版“高线
公园”建设带来哪些启示？记者采访了参与其
中的设计师、来自华建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
院的总建筑师李定

记者：多层次、立体化的慢行交通系统，不仅将
西岸传媒港“九宫格”内的建筑连接起来，同时纵向

连接地上与地下空间，如此庞大的全联通商业街

区，是如何考虑的？

答：简单来说，这一构想的立足点，是城市立体
化视角的区域整体开发。城市立体化是城市发展要

求下的城市形态演变，也是解决城市土地资源累缺

与城市集约化发展的需求所在，即在垂直方向上开

拓新的城市空间的发展策略，在土地利用率上更加

强调空间的多基面开发与渗透。

根据规划，西岸传媒港区域各单体楼宇共同集

成在一个从地下三层到二层平台的巨大容器中，各

类动线联系、有效方向引导，创造地上、地下一体

化，从地铁站到黄浦江连续的开放城市空间。

记者：该项目还没有正式开放，能否透露一下
景观亮点？

答：为构建通畅怡人的步行网络及开放性空
间，充分利用景观资源，“第二地面”将大量种植乔

木，绿树环绕。平台层同时也会设置4个路心广场，

并在北、中、南三轴上，引入“悬浮树磁环”，提供林

间休憩的舒适感，让穿行充满乐趣性、舒适性和安

全性。

记者：西岸传媒港的“第二地面”项目体现了哪
些创新理念？

答：西岸传媒港在区域整体开发上的理念创
新，主要是在保持街道网络的同时，通过丰富的公

共空间，跨地块开发红线的整体系统设计，实现一

体化开发的目标，它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首先是城市化特征，区域整体开发将具有功能

相似性、但关系复杂的各单体聚集在一起，将类似

城市功能在相对比较集中的城市区域联合，使其在

城市空间中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和附加价值得到更

加充分的释放。其次是网络立体化特征，城市慢行

系统从地下向空中有序引导，将地铁站、商业、娱乐

等空间有机连接，形成强辐射力的立体化活力空间——

这是该项目最大特征，也将成为同类型区域开放项

目可以借鉴的重要要素。

从高线公园
到“第二地面”

近年来，上海持续推进“千园工程”，在新建公园120座
的同时，创新探索海派公园城市的新范式……当整个城市
的绿意逐渐由浅入深，人们对能在家门口邂逅的公园，又有
哪些期待？“高线公园”或许会是一个答案。

在小红书、大众点评、抖音上，上海版高线公园的出镜
率和浏览量都相当可观。多维立体高颜值的普陀百禧公
园、仙气十足的宝山星空高线公园……高线公园，是城市空
中的线性公园，通常基于被弃用的铁路、轻轨、高架桥等改
造而成，也是经由城市更新而被人熟悉并风靡的公园新形

态，它们在城市的“第二地面”上演绎着更高质量、更好品质
的美景。这一切皆在表明，单一的景观功能已不能满足市
民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复合型公共空间，正在一场场城市更
新中借绿新生。

如果说高线公园可以成为城市IP的最佳呈现，那么，
从视觉开放到功能开放，再到全民共享的舒适营造……当
有趣的设计注入身边的日常景致，曾经的历史包袱意外成
为重塑城区魅力的点睛之笔，这让人们对城市空间再造的
各种可能性充满想象

■本报记者 史博臻

链接

城市上空的绿色交响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在世界各地，在不同城市语境下，
高线公园内蕴藏着各异的人文性格和
历史基因，却都和当地的人与自然结合
得极为巧妙，各有特色

纽约曼哈顿高线公园 1980年，纽约曼哈

顿中城一条运行50年的老铁路功成身退。在

非营利组织“高线之友”的不懈推动下，2009年，

这条废弃铁路化身为独具特色的空中花园走

廊。在这座长度为2.4公里的空中线性公园内，

纵横交错的铁轨与繁花野草交融，行人一路可

欣赏繁华城市景观和哈德逊河美景，其独特的

景观资源和前卫的设计理念，让它不但成为纽

约市的全新知名地标，也被视为城市高线公园

建设改造的经典之作。

植物景观是曼哈顿高线公园最具特色的设

计亮点之一。改造工程中，设计团队充分利用高

线场地的线性形状和原有景观，保留了枕木、碎

石、路基、铁轨等元素。铺装步道则使用条状混

凝土板，留出锥状或细长的开放式接口，灌木丛、

藤蔓、苔藓、花卉等野生植被便能从这些间隙中

生长出来，与硬质景观融合渗透，从而形成软硬

有致的“犁田式”地面肌理。而针对不同规格的

混凝土板，又根据其使用功能，灵活运用拼接方

式，不仅可以串联水池、空地、休息座椅，还能控

制拼装弧度，营造立体空间，如下沉广场、桥梁、

山丘、斜面等。故而，当人们走在高线公园内，可

见身侧偶有碎石、铁轨从步道的空隙中“生长”出

来……各式元素、色彩自然而流畅地融为一体，

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首尔7017 诞生于1970年的首尔高架路曾

是韩国经济起飞的象征之一，但随着时间推移，

这座地标性建筑因设施老化等安全问题而逐步

退出历史舞台。为了让它的价值延续下去，2017

年，就在这处高架路废弃两年之后，一座全新的

高线公园进入大众视野。

从名字上看，“70”意为这座桥的诞生年代，

“17”则意为改造后的高架桥将联通17条人行

道。穿梭相连的17条步行街上，可以看到首尔

站、南大门市场、万里洞等首尔地标；在功能上，

首尔7017设置了咖啡厅、图书馆、室外舞台、花

店等数个便利设施和休息空间。此外，沿着首尔

站、崇礼门、中林洞、青波洞4个方向，设置17米

高的瞭望台，行人可以一览城市美景。

成都金牛区“丝路云锦” 一条空中绿道，像

丝带一样飘逸洒脱，串联起周边公园、绿道、慢行

系统……全长1.62公里的高线公园是四川成都

金牛区公园城市建设的最新实践，它有机连接城

北最有“颜值”的两大生态组团——天府艺术公

园和新金牛公园。

置身“丝路云锦”，人们可以看到桥身大部分

悬于空中，离地约4米，游人刚好从树梢间穿过，

更贴近大自然。桥面步道采用蓝色，无论是从桥

上走过，还是从空中的视角看，整个桥身像一条

飘逸的蓝色丝带，既美观又梦幻。

把城市慢行系统由地面引向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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