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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公园今天的生机与十几

年前的破败景象对比中，感受到杜

伊斯堡公园的魅力。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更新和

改造的动态过程，在这种新陈代谢

的过程中，如何对待现存的旧工业

建筑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发达国家20 世纪60～70 年代

起，从工业时代走向后工业时代，城

市功能改变，产业结构布局调整，第

三产业逐渐发展并取代了第二产业

居于主导地位。传统工业逐渐衰落，

其厂房、仓库等建筑设施失去原有

的功能而被大量闲置。很多工业企

业被改造为高科技产业, 而集中在城

内的大片旧工业区相继被改造为高

新产业区、居住区和公共活动区：一

些旧厂房及其老环境被改造成住宅、

商店、新型企业会馆和各种公共建

筑。

    1980年代后期真正掀起了以功

能置换等灵活方式再利用旧工业建

筑的热潮，改造的对象多为工业革

命时大量兴建的轻工业厂房及少量

的重工业厂房，诸如酿酒厂、水力面

粉厂、制造厂、谷仓、发电站等，种

类繁多。改造后的类型也多种多样，

如办公楼、公寓、商店、美术馆、工

作室、博物馆、体育馆、剧院等。改

造的实践活动也由单一的单体建筑

的改造扩展到整个街区的更新和改

造。如德国鲁尔工业区鲁尔贝特IBA

开发计划，柏林的Oberbeaum 城改

造。本文所介绍的杜伊斯堡钢铁厂

的改造就是德国鲁尔工业区鲁尔贝

特IBA开发计划的一个成功案例，以

期为国内类似的废旧工厂找到理想

的开发模式。

建设背景

    杜伊斯堡公园所在的埃舍姆地

区是德国鲁尔工业区最落后的地方。

鲁尔工业区是德国最重要的城市密

集地区,也是世界最重要的工业区之

一，位于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

西部，介于莱茵河及其支流鲁尔河、

利伯河之间。其人口大约535万，面

积4430km2，是欧洲最大的劳动力市

场，仅次于欧洲的文化密集区巴黎。

    鲁尔工业区从19世纪中叶开始

发端，其显著特点一直是以采煤、钢

铁、化学、机械制造等重工业为核

心，也是德国的能源基地、钢铁基地

和重型机械制造基地。这三大部门

的产值曾一度占全区总产值的60%。

由于煤炭、钢铁以及后来兴起的化

学工业，德国鲁尔区的埃森、多特蒙

德、波鸿、盖尔森和杜伊斯堡等主要

城市得到迅速的发展。直到二战结

束，鲁尔区一直是德国的工业中心

和军事装备中心。1960年代，鲁尔地

区的发展达到高峰，随后因工业衰

退，人口减少了大约10%。

    埃舍姆地区包括从杜伊斯堡到

贝卡门之间广阔的区域，面积为803

km2，有17个城市，居住人口超过200

万。它是德国的重工业基地，也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经济腾飞的

发动机。1950年代，埃舍姆地区地区

人均国民总产值位居西德之首，但

是，今天却沦为德国西部问题最多、

失业率最高地区。平均失业率高达

12%。

    目前，埃舍姆地区的矿山工业

趋于萎缩，留下大量的失业工人，废

弃的工矿企业和巨大的空置的工业

建筑，以及被铁路、河流所分割的居

住区。随着矿区的关闭，原以矿区为

中心建立起来的居民点也逐渐失去

了活力。可以说，矿山工业的危机是

一种单一文化的危机。

    在逆工业化的过程中，鲁尔区

开始对自身积淀的区域资源进行开

它是一个受到工业崩溃威胁的地区，直到不久前，这里的人口和就业还在不断地减少；

它是一个被废弃物污染的地区，部分地区甚至被严重污染；

它是一个正工业崩溃后饱受社会问题困扰的地区，正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

它是一个没有城市的城市化地区，是一个缺乏特色的、被割裂的居民点的大杂烩。

                                                                   ——吴唯佳

——德国鲁尔杜伊斯堡 A.G.Tyssen 钢铁厂改造项目的启示

■ 张艳锋

从废墟到乐园

杜伊斯堡公园总平面图
（1、大水渠2、铁路与环境3、路堤式步道4、地被

5、灌丛6、密林、7、主题公园8、现有公园9、运动区

10、运动区11 观景区12 主要景色园13、工业博物馆

14、文化建筑15、商业建筑16、步道）
用作攀登和 望的旧鼓风炉和其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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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的思考，尤其重视对工业遗

产旅游资源的再开发。借鉴英国、瑞

典等一些国家的经验，鲁尔区从

1989年提出“IBA计划”，运用国际

博览会形式，通过工业旅游开发，达

到区域复兴。经过长达10多年的摸

索，走过了一条从零星景点的独立

开发到区域性统一开发的模式。工

业旅游已成为鲁尔区的新时尚。

    从景点开发模式来看，大致有

四种具体模式: 第一、博物馆开发模

式。最典型的是将一个建于1854年

的老钢铁厂改建为一个露天博物馆。

其特色是设计了可供儿童开展各种

活动的游戏故事，导游由原工厂志

愿者担任，活化了旅游区的真实感

和历史感。第二、休闲、景观公园开

发模式。蒂森公司将1985年停产的

一家企业改造为以煤、钢铁工业景

观为背景的大型景观公园。该公园

占地2.3 km2，内容丰富多样，既有

青少年活动场所，又可进行各种文

艺演出活动。第三、购物旅游相结合

的开发模式。即在工厂原址兴建大

型购物中心，旁边仍保存原有工业

设施的博物馆，还配套建有美食文

化街、体育中心、游乐园、影视设施，

吸引大量旅游和购物的人流。第四、

传统的工业区转换成现代科学园区、

工商发展园区、服务产业园区等。

1998年，鲁尔区域规划机构制定了

一条连接全区旅游景点的区域性旅

游路线，这条被称为“工业遗产之

路”连接了19个工业旅游景点、6个

国家级博物馆和12个典型工业城镇

等，并规划了25条旅游线路，几乎

覆盖整个鲁尔区。工业旅游的开发

在改善区域功能和形象上发挥了独

特的效应。

杜伊斯堡公园的规划设计

    杜伊斯堡风景公园位于德国杜

伊斯堡市北部，面积约200hm2。这

里曾经是有百年历史的A.G.Tyssen

钢铁厂。这座钢铁厂尽管在历史上

辉煌一时，但却无法抗拒产业的衰

落，于1985年关闭了。众多的工业

厂房和构筑物很快淹没在野草之中。

    1989年，该城政府决定将工厂

改造成为供当地人和旅游者休憩参

观的工业景观公园，成为埃姆舍公

园的一部分。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

教授、景观设计师比德·拉茨（Peter

Latz 1939—）的事务所承担设计任

务。1994年，公园建成开放，成为埃

姆舍公园中最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

之一。

    设计理念  设计师比德·拉茨

等面临的最关键的和棘手的问题是

如何处理工厂各种遗留物，像庞大

的建筑和货棚、矿渣堆、烟囱、鼓风

机、铁路、桥梁、沉淀池、水渠、起

重机等能否成为公园改造的基础？

设计中是将这些构筑物视为包袱或

者垃圾，花费大量金钱去处理，还是

将其视为一种可利用的元素，有效

应用？

    拉茨的设计方案选择了后者。

他突破了传统美学的设计理念，不

是将“丑陋”的东西藏起来，而是用

生态的手段处理这片破碎地段上的

工业遗迹。生锈的高炉，废弃的老工

业建筑、设备、机械不再是丑陋、肮

脏、消极的，相反，这些人类历史遗

留的文化景观，是人类工业文明的

见证。这些遗迹作为一种工业活动

的结果，饱含着技术之美。工程技术

建造所应用的材料，所造就的场地

肌理，所塑造的结构形式，与如画的

风景一样能够打动人。

    理性而清晰的设计思想为杜伊

斯堡公园带来了颇具震撼力的景观:

在绿树成荫和原有钢铁厂设备的背

景中，摇滚乐队在炉渣堆成的露天

剧场中高歌，游客在高炉上眺望，登

山爱好者在混凝土墙体上攀登，市

民在庞大的煤气罐改造成的游泳馆

内锻炼，儿童在铁架与墙体间游戏。

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将巨大的工

业设备照得如同节日的游乐场。我

们从公园今天的生机与十几年前的

破败景象对比中，感受到杜伊斯堡

公园的魅力。

    工业遗迹的改造与利用  与德

国国内类似公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设计师从未试图去掩饰或篡改历史，

建筑及构筑物作为工业时代的纪念

物保留下来或被有效地再利用，而

未被任意地改造或歪曲。当然，这并

不是工业废弃地改造的惟一方式。

在这个理性的框架体系中，拉茨将

原有的混凝土构筑物成为当地攀援俱乐部

的训练场所

生态化的处理设施 使用区以及铁路线结合高架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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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伊斯堡分为四个景观层: ①以水渠

和水池构成的水系; ②散步道系统;

③空中高架步道系统。这些景观层

自成系统，各自独立而连续的存在，

只在某些特点上用了一些要素如坡

道、台阶、平台和花园将它们连接起

来，获得视觉、功能、象征上的联系。

    杜伊斯堡公园的工业景观是指

废弃的工业建筑、构筑物、机械设备

和与工业生产相关的运输仓储等设

施，被整体保留，将钢铁厂以前的原

状，包括工业建筑、构筑物和设备设

施及工厂的道路系统和功能分区，

全部承袭下来，使人能感知到原工

业生产的操作流程。部分构件赋予

新的使用功能。处理方法不是努力

掩饰这些破碎的景观，而是寻求对

这些旧有景观结构和要素的重新解

释。设计也从未掩饰历史，任何地方

都让人们去看，去感受历史。它们不

再是丑陋难堪的废墟，而如同风景

区中的景点，供人们欣赏。

    由于原有工厂设施复杂而庞大，

为方便游人使用与游览，公园用不

同的色彩为不同区域作了明确的标

志：红色代表土地，灰色和锈色区域

表示禁止进入的区域，蓝色代表开

放区。

    原有的高架铁路是联系工厂生

产节点的线性系

统，被改造为公园

中的游步道和步

行体系的组成部

分，而水渠成为人

们垂钓和划船的

好去处。水渠两岸

的各种花草自由

自在地生长。人为

的设计只是几个

伸向水面的木制

平台。

    留下来的废

弃工业建筑、构筑

物或设施，处理成

场地上的雕塑,强

调视觉上的标志

性效果，并不赋予

其使用功能。但大

多数情况下，废弃

的工厂设施，经过维修改造后重新

再利用,主要有以下途径：将工业符

号作为艺术创作运用的主题语言，

大胆应用鲜明的色彩来强调工业景

观，使其突出醒目，将破败的工业场

地变成了绚丽多彩的世界；一些工

业构件通过扭曲变形、碰撞、突变、

隆起、塌陷、断裂、历史场景再现等

戏剧性的处理带来了新奇幽默的效

果。

    公园中原有的材料仓库揭去顶

盖，改造成不同主题的小花园和儿

童游乐场。材料仓库上是步行道，与

远处的风车一起，构成了一道独特

的风景。工厂中储煤仓遗留下很多

高大的混凝土墙体，如不善加利用，

势必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来清除，同

时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现在这些

高墙已经成为儿童活动和登山爱好

者的攀岩训练场。

    综合其他活动内容，设计师充

分利用和挖掘原有条件，以大量不

同的方式提供娱乐、体育和文化设

施，充分利用场地特征，产生意想不

到的效果。

    废料污染物的处理与利用  拉

茨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工厂的历史信

息，利用原有的“废料”塑造公园的

景观，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新

材料的需求，减少了对生产材料所

需能源的需求。

    工厂的植被均得以保留，荒草

也任其自由生长。厂区堆积的焦炭、

矿渣可成为一些植物生长的介质、

地面面层的材料。工厂遗留的大型

铁板成为广场的铺装材料。砖被收

集起来用作红色混凝土的骨料。这

种对材料的重复利用的构想，设计

师拉茨夫妇曾经示范性地应用于位

于萨尔布吕肯港口岛公园的建造中。

    废水的再利用。被称为老埃舍

姆的污水渠流经该公园，因而有必

要清洁水体。这是由原来净水厂的

风力设备来处理的。从凹入 1 0 ～

50cm的植被覆盖层到2.5m 深的沉

降沙石堤坝，水都可以循环利用，污

水被处理、雨水被收集，引至工厂中

原有的冷却槽和沉淀池，经澄清过

滤后，流入埃姆舍河。

对我国老工业基地改造的启示

    杜伊斯堡A.G.Tyssen 钢铁厂

成功的改造为公园的案例对国内的

老工业区的更新改造具有极大的借

鉴意义，但是单纯地进行理论阐述

和设计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涉及的

层面很多，远远的超出了建筑学专

业的范畴，需要各个专业不同部门

的紧密配合。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

转型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大

片的工业区走向衰落，大量的旧工

细部处理

自由架空的铁路改造成的空中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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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筑在开发中惨遭破坏。要达到

“改造性再利用”，我们必须对与此

相关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吸取发

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找出老工业

基地的症结所在，使其在改造的过

程中少走弯路，实现老工业建筑经

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重转移。

    政府部门提高认识  随着后工

业时代的到来，自由的市场经济向

制度经济转变，国家政府开始更多

地干预经济发展。而旧城改造和经

济的快速发展也越来越需要政府的

宏观调控和干预作用。没有稳定的

政策，这些衰败的老工业区的改造

就难以进行。作为宏观政策的决策

者——政府，不仅是政策的制定者、

推动者，还是监督者，不仅要充分认

识旧工业建筑的改造的资源经济意

义、历史文化意义、生态意义等，同

时还应认识到，对这类地区所进行

的再开发必须建立在对其历史背景、

时代背景、内在属性的正确认识的

基础之上。旧工业建筑的改造是从

城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城市规划、

文物保护、建筑设计等多方面的统

筹考虑，采取综合措施，把保护与建

设协调起来的系统化的工作。

    借鉴国外先进的旧建筑改造经

验教训  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也经

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由单纯的推

倒重建，到改造性再利用，在不断的

总结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成熟完善。

在中国，近20年来有一种明显的趋

向：急于大规模的更新改造，工业建

筑的保护与改造的形势不容乐观。

随着国际历史保护观念的不断进步，

我们增进与

国际有关的

工业建筑的

改造方面的

交流，不断吸

取新的思想

与实践经验，

提高决策者

与全体国民

的认识水平。

    建立完

善的法律制

度  目前的房

地产开发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

投资方式，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其

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短

暂性、盲目性、片面性的特点。因此，

需要制定一套完善并切实可行的机

制和法规作为指导。鉴于旧工业建

筑的改造在规划、开发和操作程序

方面都有别于新建筑的建设，建议

将改造旧建筑的管理从原来的城市

建设管理部门单列出来，成立专门

的管理开发机构，针对其特殊性制

定相应的运作方式及管理手段，包

括对旧工业建筑的综合评价、划分

再利用的区域，制定实施计划书、报

批相关图纸及监控与验收机制等，

将其纳入到城市发展策略和各项计

划之中，使城市管理和开发工作向

体系化和层次化的方向发展。

    社会监督，公众参与  政府、开

发商、建筑师和使用者由于各自的

出发点不同，对再开发的看法也不

尽相同。事实上，无论政府（或其职

能部门）、建筑师或房地产开发商，

对于再开发只是部分主体，而使用

者则通过使用直接感受到再开发所

带来的综合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

因而他们有不同于政府、建筑师与

开发商的另一种价值观。在再开发

过程中，要从使用者的切身利益出

发，建立广泛的公众参与体系与有

效的社会公众监督机制，维护城市

发展的人性化、合理性和有效性。

    建筑院校开设有关旧建筑改造

的课程设计  对旧工业建筑的再利

用并非只是对其简单的修复。现在，

已有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一点。同济

大学在国内建筑院系中首创“历史

建筑保护工程”本科专业。该专业以

建筑学的基本理论及技能为基础，

要求系统掌握历史建筑及历史环境

保护与利用的理论方法与技术。沈

阳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也结合

铁西工业区改造的实际情况，结合

不同年级的课程设计进行旧工业建

筑改造的若干专题研究，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

    城市是发展的,变化是永恒的。

“变化是文化和社会的驱动力,所有

的东西都会过时，然而它并不需要

总是剧变的或是破坏性的。”对工业

区的改造就是延续城市发展的连续

性，延续工业区所特有的工业文化

氛围，使人们充分认识、利用其潜在

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生态价值,

并注入新的现代的社会标准，维护

我们良好的生存环境，使我们的城

市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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