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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博时代

城市最佳实践区焕发新的生命力

春色正浓的傍晚，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玫瑰园中的“女神们”已悄然绽放，散播着浪漫的气
息，结束了一天工作的上班族穿梭其间。成都活水公园的亲水平台，有市民在碧水绿茵间品着香茗，远处
的广场上，老人和孩童在漫步休闲。这一幕幕交织成实践区充满时代感的景象。

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是为数不多的得到完整保留的区域之一。个性鲜明且
具有绿色示范意义的原城市案例馆，以及旧厂房改建而来的特色建筑形成了园区现有的风格多样的建筑群，
这里既承载着市民对世博会的集体记忆，也焕发出不断面向未来的无限活力。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世博闭幕的时刻
也是实践区再生的开始

重回故地，城市最佳实践区
的一房一屋、一草一木都让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唐子来感到格外亲切。回想起
十几年前担任实践区总规划师
时的岁月，唐子来充满了自豪与
留恋。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老式
工业区，完全可以拆光重建，但
是唐子来和他的规划团队选择
了有效地保留其中部分工业建
筑，经过精心的规划，向世人塑
造出一个既能体现上海历史痕
迹和特质，又凝聚了世界各大城
区最佳实践的展品。

比如由南市发电厂改建的
当代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实践
区标志性建筑，也让人不禁联想
到泰晤士河畔，同样是由发电厂
改造的著名建筑泰特美术馆。

传承和发扬
城市最佳实践精神

“当年第一次进入现场的时
候，我就说城市最佳实践区不仅
要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城市的
最佳实践，也要成为传承和发扬
城市最佳实践精神的展品。”为
了这个目标，唐子来和规划团队
收集了世界上很多组织和专业
机构，比如国际建筑师协会、国
际规划协会的案例库进行细致
分析，最终确定了实践区“宜居
家园，可持续城市化，历史遗产
保护与利用，建成环境的科技创
新”的主要理念。

唐子来坦言，这些理念如今
依然适用，尤其是“宜居家园”的
概念。“2035年，上海要迈向卓越
的全球城市”。上海要成为全球
城市，上海首先要成为一个宜居
城市。全球城市最重要的竞争
资源是人才，高端人才往往在全
世界流动，他们最看重的是这个
地方是否宜居。想要吸引人才
到上海来生活，我们就必须展示
出宜居的特质，我想上海正在这
个进程中不断发展。”城市最佳
实践区也在不断提升宜居度，包
括环境的优化，配套设施的不断

完善，并且展现出更多面向未来
的潜力。

实践区将成为
上海最有活力的地标之一

10年前，城市最佳实践区
在世博会期间展览只有6个月
的时间，不过唐子来当初就明
确地表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
历史使命并没有因为世博闭幕
而结束。“世博会闭幕的那一
刻，就是我们城市最佳实践区
街区改造范例开始的时刻。这
里关起来就是个展区，打开来
就是个街区。”唐子来说，“当时
我们进行了一些研究，发现国
际大都市的三个主要再生地区
——城市中心、滨水地带和历
史街区，而实践区具有这三个
地区的基本属性。它承载了世
博会的历史片段，再过若干年，
这里会成为历史街区。所以实
践区在后世博时代不但整体保
留，还要继续发展，未来应该成
为城市具有活力的地方，成为
上海的另一个新天地。”

诚如唐教授所言，后世博时
代城市最佳实践区由展区向街
区的二次再生开展得非常顺利，
又演绎一个完全不同于新天地
改造模式的全国性地标。世博
会闭幕的2年后，著名的罗纳阿

尔卑斯大区案例馆对外开放，成
为城市最佳实践区内首批“复
出”的场馆，随后一个个案例馆、
展馆都以全新的气质重新展现
在上海市民面前，并成为一个以

“文化创意”为主题，集商务办
公、文化艺术、商业餐饮、休闲娱
乐、酒店、开放空间为一体的复
合功能街区。街区一直延续着
低碳环保的概念，并成为北美之
外首个获得专业机构认证的
LEED-ND铂金级绿色街区，更重
要的是城市最佳实践区把世博
会的宝贵记忆和世博精神永久
保存着。而这些也恰恰是唐子
来教授10年前的愿景。

如今城市最佳实践区不仅
人气越来越旺，也在紧随着时代
的步伐不断发展，北区全新的高
档办公楼已经准备对外招商。
唐子来也坚信城市最佳实践区
会在上海新一轮发展中找到新
的角色。“世博会是临时的，但是
我们的街区改造不是为了这6
个月的展览，而是为了6年、16
年，甚至60年。第一次从工业
厂房向展区转型是为了世博会，
但第二次从展区向街区转型，这
才是真正的城市再生。我是很
有耐心的，十年磨一剑，甚至更
长，相信实践区未来会展现出新
的活力。”

在城市最佳实践区中，汉堡
之家是一栋非常著名的建筑，不
仅参照汉堡港口新城建筑设计而
成的外形非常醒目，而且馆内所
有的电能、水源都不依靠外部，而
是来自房屋自身，且一直保持25
摄氏度恒温，因而获名“被动
房”。汉堡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潘
桦在10年前世博会期间就在实践
区的汉堡馆工作，当世博会结束
的那一夜，潘桦漫步在安静的实
践区街道上百感交集，对世博会
和实践区充满了留恋。

一栋建筑
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

实践区不但没有因为世博会
的闭幕而结束历史使命，3年后汉
堡驻中国联络处更是搬迁进入了
实践区的汉堡之家。重返实践区
的潘桦表示：“我非常喜欢在这里
办公的场景，而且我们的客人，无
论是德国政府、汉堡市政府官员，
还是国内外的访客，到访这里后都
非常喜欢这个地方。”2015年，时
任汉堡市长到访上海，当时就带了
80多人代表团队一起参观实践区
的汉堡之家，对实践区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

汉堡之家“被动屋”的特色很

好地体现了环保、高科技和城市未
来发展的前景，也融合了汉堡这个
城市的诸多特色和城市精神，而各
具特色的案例馆也布满了整个实
践区。在潘桦看来，实践区将扮演
一个城市客厅的角色。“早上你会
看到很多阿姨、妈妈带着小孩在这
里休闲，然后到了上班时间他们就
回去了，把这个时间交给这里的上
班族，傍晚休闲的市民又来了，大
家在实践区和谐共生，我觉得这个
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非常具体
的体现。”潘桦说，“上海也需要一
个城市客厅来吸引更多的海内外
客人。作为汉堡之家的主人，我们
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城市客
厅了解上海，也了解汉堡，促进中
外交流。”

中西方文化
在此汇聚交融

汉堡之家的另一个特色是每
到下午时分就会弥漫出迷人的奶
香，因为就在汉堡之家的一楼有
一家乐逢法国厨艺学院，这里的
各式烹饪课程在上海非常著名。
有意思的是，学院的两位创始人
刘喜民和王雅娟不仅都在10年
前的世博会工作过，而且也因为
那段时光结下了良缘。更有缘的
是，在世博会后实践区重新开放
初期，刘喜民又来到园区，在罗阿
案例馆上海保罗博古斯学院餐厅
担任甜点主厨，两人的婚礼就是
在实践区举办的。

去年他们也将自己的学院地
址选在了实践区的汉堡之家。“选择
这里的一个原因是我开门就能看到
当年婚礼的现场，天天能回忆起这
份浪漫。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实践
区的园区充满着文明和浪漫的气
息，有着很多人追求的生活环境。”
王雅娟说，“环保、科技和宜居在实
践区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同样中
西方文化也在这里融合。”比如乐逢
学院推出的虽然是正宗的法式西
点，但也经常在作品中加入中国元
素，王雅娟表示，城市最佳实践区有
着强大的包容性，希望这里也是中
西方文化交流的汇集地。

扮演城市客厅 迎接四方来客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唐子来专访

汉堡驻中国联络处首席代表 潘桦
乐逢法国厨艺学院校长 王雅娟、创始人 刘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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