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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研究
张 颀, 于 爽 (天津大学 建筑学院, 天津 300072)

[摘 要] 以滨水地区的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为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介绍了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更新的常见类型和

改造方式, 并以城市滨水环境为依托, 重点关注滨水旧建筑外部形象的改造和环境空间的改造。第二部分, 结合我国城市滨

水地区改造更新的实际情况,介绍了当前国内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具体实践, 希望对我国的滨水地区改造实践有

一些指导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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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sear ch on the renovation and reutilization o f ex isting buildings in the low - ly ing watery ar ea are discus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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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的背景

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城市滨水地区的逐

渐衰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开

始对城市废旧的滨水地区再利用进行研究, 也展开

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滨水地区的整治和改造工程, 使

很多滨水地区由原来的码头、港口、工业区逐渐转变

为公共活动频繁、环境优美、地价不断升值的综合社

区。其中, 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是滨

水地区改造更新中的重要环节, 以伦敦的泰晤士河

改造更新为例, 在大规模的滨水改造中,许多昔日的

码头已被改为停靠着豪华游艇的休闲码头, 从前的

货仓和发电厂也已摇身一变为风格各异的酒吧、餐

厅和博物馆,成为泰晤士河沿岸新亮点。城市滨水

地区旧建筑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记载着城市发展

的历史, 是城市中特有的人文景观。改造和再利用

滨水地区旧建筑不仅是对资源的节省, 更是记录滨

水地区建筑文化, 见证滨水地区复兴历史的最佳选

择。本文讨论的重点就是在城市大规模改造和更新

的背景下,对城市滨水地区这一特殊的环境如何合

理地改造和再利用旧建筑以及原有空间形态,创造

舒适和具有特色的新城市滨水空间。

2 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的常见类型

滨水地区的旧建筑主要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与

滨水地区航运有关的工业厂房和货运仓库,包括船

仓、设备用房、发电厂、污水处理厂等;另一类是与城

市发展有关的具有特殊历史意义或纪念意义的建筑

物。前者由于滨水地区工业建筑使用功能的需要,

一般都具有大跨度和结构完整的特点, 其中许多具

有很高的再利用价值。这类建筑可采用的改造手法

灵活多样,一般结合建筑的原有特征进行改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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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特殊意义的旧建筑则可根据其保护的重要性加

以适当改建和重建:重点保护建筑以恢复原历史风

貌为主;非重点保护建筑,可以对其适当改造并根据

需要转变功能。

3 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方法

滨水地区的改造更新,既有客观性或普遍性, 也

有特殊性。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有

别于城市内部街区的改造, 濒临水体使建筑与周围

环境的关系更为紧密和重要, 同时,由于滨水地区在

城市格局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也使得此改造更加

具有挑战性。滨水地区的旧建筑改造方法随着各个

国家各个时期的具体条件而异,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受到规划师、建筑师主观意象和价值取向的作用, 但

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3. 1 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功能的转变和附加

城市滨水地区聚集着大量的仓库、厂房(发电

厂)、设备房、船坞、住宅、商店、市场等建筑物和构筑

物,针对这些建筑的不同特点,在改造和再利用的过

程中,对结构完好有再利用价值的旧建筑,可以采取

改造和附加功能的方式使他们重新发挥作用。比如

船坞、码头具有亲水的优势,适于与新的城市景观和

亲水的功能相结合加以改造; 工业厂房、货运仓库、

设备用房等旧建筑和结构一般都具有大跨度和大空

间的特点,适合改造为会展、博览、体育和娱乐等设

施(如美国谢尔曼溪州立公园内发电厂被改造为娱

乐城, 见图 1)。有些滨水住宅、商店、市场等旧建筑

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或对城市居民生活产生过重要

影响,能够唤起城市居民对滨水地区生活的记忆, 应

该根据建筑现状保留或适当改造(如 SOM 所做的

芝加哥河畔纸张分类仓库改造为河边住宅, 见图

2)。结合城市滨水地区在城市发展中的总体规划,

改造更新后的滨水旧建筑其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种转

变:

( 1)改为博览用途, 如特色博物馆、工业展览馆

等;

( 2)改为体育娱乐设施,如体育场、游乐场等;

( 3)改为商业用途,如商店、酒吧、餐厅等;

( 4)改为居住和工作用途,如滨水住宅、旅馆、艺

术家工作室等。

图 1 美国谢尔曼溪州立公园内发电厂被改造为娱乐城

图 2 SOM 提出的改造方案把芝加哥的纸品库改造为住宅

有些滨水地区的旧建筑属于城市必备的公共设

施,但是不合理的布局和单调的建筑设计严重的影

响了城市滨水景观,成为被人遗忘的地区。附加新

功能的改建方法能够使原本毫无生气的建筑变成吸

引大众的公共空间,美国纽约建筑师理查德 达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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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Dat tner)负责设计的纽约滨河公园就是这

样一个典范。他把一座污水处理厂改造成占地达

28英亩的公园, 建造在污水处理厂的屋顶上, 沿哈

得逊河岸线长达半英里, 把一个空闲的、又必须具备

的公共设施转化成了一个被人们频繁光顾的社区活

动场所,获得了很好的效果(见图 3)。

图 3 滨河公园污水处理厂的屋顶改造为体育场

3. 2 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的空间转换

当城市滨水空间不能满足人们的使用需要的时

候,对于滨水旧建筑的改造可以采用空间转换的手

法,把原来无用的建筑内部空间转化成供人使用的

开放空间;而原来的室外空间也可以通过与旧建筑

改造变为可以遮风避雨的室内空间。

在法国斯德尔岛西南部的码头区的斯德尔大学

的扩建中,建筑工作室的设计师采用了一种灵活和

自由的方式来调整码头上新旧建筑的关系(图 4、图

5、图 6)。他们主张延续滨水地段的历史文脉,在保

留旧建筑的同时, 在新旧结合之中创造新的空间体

验。为了满足学校扩张的需要, 新建的主体建筑铺

满了整个地块, 而一座旧烟草仓库被包含在其中。

除了屋顶和墙面做了必要的修缮之外, 其内部木制

构件和墙面, 采用剥离原有墙面并重施以恰当装修

的办法,使原来的仓库空间被转换为室内活动场,既

保留了地方特色, 又弥补了学校公共活动场地的匮

乏。

图 4 斯德尔大学室内广场 图 5 斯德尔大学扩建后外观

图 6 斯德尔大学扩建剖面图

在瑞典松兹瓦尔市( Sundsvall) ,一组木结构仓

库的改造也包容了原有的室外空间, 改建为市民

博物馆和图书馆。建筑试用一个玻璃屋顶覆盖四

个仓库之间的十字形的街道, 提供了入口大厅和

公共交流空间。这种改造方式既保持了街道空间

的特征, 又适应了新功能的需要, 保证人们即使在

寒冷的冬季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活动和交流 (如图

7、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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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松兹瓦尔市民博物馆和图书馆外观 图 8 图书馆的公共空间

3. 3 旧建筑元素和符号的再利用

滨水旧建筑的体量、尺度、比例、空间、功能、造

型、材质和色彩等都对原有空间环境产生过重要影

响。而广义的建筑还包括桥梁、水塔、护堤、塔吊和

烟囱等构筑物。这些建筑形态的组合共同构成的滨

水建筑群和建筑界面,直接影响着人 们对滨水空间

的认知和对环境的感受。旧建筑改造中保留这些旧

的元素和符号将有助于创造特色鲜明的滨水地区。

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港口地区改造中, 一座原

来用于贮煤的七层仓库被改建为博物馆, 除了保留

仓库造型,建筑师还保留了大量能够体现原有建筑

性质的工业构件和符号烘托场景的气氛。保留的塔

吊、运输设备以及高大的烟囱令人想起过去港口运

输的繁忙景象;而以煤做成的主题雕塑,体现了工业

美和现代美的融合(如图 9、图 10)。

图 9 原有塔吊和运输设备被完整保留 图 10 位于博物馆前广场的主题雕塑

现代工业美感的建筑构图也能使旧建筑成为

具特色的地景标志。位于伦敦的中心地带泰晤士河

南岸的英国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由一座壮观的废弃

电厂改建而成。原有的电厂具有对称的构图和巨大

体量, 99m 高的烟囱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改造

后屋顶上加建的两层高的长条矩形 光梁 在水平方

向伸展, 从构图上平衡了原发电厂中央高大烟囱的

垂直感,并使该建筑的屋顶在夜晚也熠熠发光(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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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伦敦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外观

3. 4 滨水旧建筑的亲水化处理

对于滨水建筑来说, 其外部形象对于整个地区

甚至城市都十分重要, 尤其是建筑的滨水立面尤为

重要。然而许多工业建筑立面和造型单调、死板, 缺

乏吸引力,严重影响了滨水建筑的立面景观, 经过立

面的亲水化处理,可以使滨水景观更加人性化、多样

化,也更加适用于建筑物的新通途。

英国原西印度码头上的一座临水的石灰房(图

12)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原建筑是一个大型的三层

框架结构的仓库, 改造后将用作电视台的办公楼。

为了打破原有建筑的单调感和巨大的体量给人的心

理造成的压力,建筑师在原有旧建筑的临水立面做

了一次加法, 把六个方形的玻璃体像搭积木一样叠

加起来与原有建筑结合,形成一个新的统一体, 丰富

了建筑立面(图 13) , 并化解了原来建筑的巨大体

量。层层退台的建筑体量,有效缓解了建筑物与河

岸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原本呆板的工业建筑变得活

泼起来(如图 14)。

图 12 改造前的石灰房立面

图 13 建筑师的立面设计草图 图 14 石灰房改造后的临水立面

3. 5 滨水街区建筑的改造

在过去的改造更新中, 许多项目往往为了在周

遭不利的环境下突出自己, 倾向于强调新的时代感

和自身的特性,采用夸张的造型或颜色,而忽视原有

景观的延续性。滨水地区是城市中特殊的边界资

源,呈现一种线性的视觉感受,滨水地区的旧建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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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应该充分考虑整体效果和景观的连续性, 不能片

面强调局部效果。在英国伯明翰运河区(图 15)的

滨水改造中,显示了整体设计对于延续滨水地区原

有历史感和文化感的重要性。虽然许多建筑被改造

和再利用, 但是改造并没有破坏建筑物和场景之间

的内在联系,仍然保持了统一的地方特色(图 16)。

图 15 改造前的伯明翰运河区

图 16 改造后的伯明翰运河区滨水景观连续,

反映出浓重的地方特色

4 我国城市滨水地区旧建筑改造和再利用

的实践

城市滨水地区的更新和发展与城市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密切相关。国内已有许多城市抓住这一发展

契机,采用时尚与传统并重的方式,结合城市居民生

活方式和审美情趣的转变, 对滨水地区建筑展开了

新的改造和再利用。

宁波的 外滩 ,位于姚江和甬江之间的三角地带,

曾是宁波历史上的码头商业区,也是近代多层建筑的

集中区域(图 17)。其改造设计由马达斯班建筑事务所

完成,改造对象包括了滨水旧街区、旧建筑以及滨水环

境景观,旨在打造新旧结合的精致河滨商务区。其中

旧街区和旧建筑的改造在引入时尚建筑元素的同时,

也认真保留了当地城市建筑原有特色,改造后新旧建

筑通过色彩、材质和形式对比明显区分,令老房子的改

建手法变化丰富、不拘一格(图 18、19)。

图 17 宁波甬江口改造规划中对旧建筑的改造

图 18 码头地区景观改造

同时,旧建筑的改造也考虑与滨水环境的融合,

原来的渡口、栈桥、船坞等码头形象都被融入了富有

现代感的设计,别有一番情趣。

滨水地区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必须与城市经

济发展紧密结合, 才能获得成功。 水岸经济 的大

力发展, 将为滨水地区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提供

更多的机会, 并且为今后滨水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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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活力和后劲。

图 19 对比中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特色

在上海造船厂的改造中,庞大的吊车、船台和构架

将被布置成大型购物、娱乐和博物馆的综合场所,并与

国际客运中心的建设相结合,在满足现代人休闲娱乐

和游览的需要的同时, 给人独特的城市感受,为该地区

成为上海最具游览性的地点提供了机会(图20)。

图 20 美国 COX公司所做的上海船厂改造规划效果图

根据滨水地区在城市分布的网络形态特征以及

城市居民的需要,大规模的滨水地区改造更新应该考

虑利用旧建筑的改造和更新,突出滨水地区分段的特

征以及建立标志性的核心区域,满足城市多样化的发

展需要。在目前上海和天津的滨水地区改造实际工

程中,都可以看到滨水地区整体规划中充分融合了分

区地段的特征设计,以大规模的更新规划串起了具有

不同特色的滨水旧建筑的改造和再利用。

5 结 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结构进一步的调

整和完善,许多滨水城市已经把改造复兴滨水地区的

计划列入未来城市发展,重塑城市形象的日程上。从

目前城市发展的现状来看,一方面,部分经济发达的沿

海大城市已经基本和国际接轨,这些城市对滨水地区

的改造更新也基本上沿用了国际上常用的方式,取得

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不少城市的滨

水地区属于改造更新条件尚不成熟,滨水地区仍然被

制造业占用,或滨水地区环境质量或基础设施尚未达

到足以吸引开发商的程度,盲目开发和不合理开发城

市滨水地区将给城市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我国的滨

水地区改造更新的研究和实践还处于探索阶段,在具

体实践中,我们还应该认真分析本地实际情况,努力改

善滨水开发条件,避免出现一哄而上、盲目启动滨水开

发改造和开发新项目的情况。

城市滨水地区的复杂多样性, 令其旧建筑的改

造需要同时兼顾多方面的因素, 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最适宜的改造是建筑师追求的最终目标。查尔斯.

摩尔曾说过 滨水地区是一个城市非常珍贵的资源,

也是对城市发展富有挑战性的一个机会, 它是人们

逃离拥挤的、压力锅式的城市生活的机会,也是人们

在城市生活中获得呼吸新鲜空气的疆界的机会。但

愿通过合理的改造, 城市滨水地区能够发挥它真正

的作用,不再被城市居民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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