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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有游客投诉上海如厕不便，有关部门便制定了规划，要每隔一定的距
离建造一座厕所，以解决游客和市民的上厕所难。不久前，上海市规划部门发布了

“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优秀案例。打开案例集，曾经的难题如今早已是笑谈，功
能更加多元、服务更加周到的各种六艺亭正以不断进化的姿态进入市民生活，提升
着百姓的幸福感。 杨颖/文

让市民歇歇脚 驿站启动基础版

市民驿站市民驿站 向着更幸福进化向着更幸福进化

市民驿站是上海“15分钟社
区生活圈”行动推进的“六艺亭”
的一种，设计师张斌是最早设计
市民驿站的，做了很多不同类型
的驿站项目，对市民驿站的理解
堪称透彻。他告诉记者，最早参
与驿站设计缘于浦东滨江建设。
浦东滨江从杨浦大桥到徐浦大桥
全程22公里，需要规划出市民休
息、如厕的公共设施，当时给这个
休息站定的名字就叫“市民驿
站”。张斌接手第一个试点的东
岸驿站设计时，浦东滨江工程已
基本完成，驿站需要在45天完成
设计建造，投入使用。

为了完成这个在很多设计
师眼中“不可能”的任务，张斌和

他的团队用 3 天时间拿出了基
本方案，通过与施工方协调，确
定了整体采用高装配率的钢木
混合胶合木建造系统，提前完成
了任务。

这座张斌称作“1.0”版的驿
站被命名为“望江驿”。与当年的

“公厕规划”不同，市民驿站从一
开始就对功能的设定有规范指导
要求，它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公
共卫生间，也包括一些24小时的
服务设施，像自动售卖机、储物、
饮水之类的，另外还有一个规模
不大的公共休息空间。张斌说：

“这样的设计所考验的不是一个
建筑的夺目，或者多么独特，去秀
这样一个建筑的设计技巧。它更

多的是在考验如何用一种有温度
的、有品质的、有关怀的空间去回
应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和
参与。”从市民驿站的实际运作看
来，多功能的公共休息空间正在
发挥越来越强的市民参与、文化
现场植入的功能，也体现出市民
驿站在城市中的活力。

有了第一个示范样板，浦东
滨江每隔一公里一座的市民驿站
很快建设完成。有骑行或漫步者
在这里续水，有观景的老人在这
里小憩，甚至有附近上班的年轻
人带着饭盒在这里吃午餐。驿站
的保洁阿姨在闲暇时会换上自己
漂亮的衣裳，拍上一段视频，骄傲
地秀这座驿站。

长宁外环绿带驿站（采绿庭）外部。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望江驿

望江驿是位于上海黄浦江贯通工程东岸滨江公共空间内的

一系列服务驿站之一，为市民提供休憩停留空间和公共卫生间，

摆脱了基础设施曾经隐匿、冷峻、严肃的形象，通过与景观、地形

的多维整合，形成了日常、自主、有活力的公共空间。

每一个望江驿的设计都由两部分构成：一侧是相对封闭的公

共卫生间，另一侧则是布置有信息导览和发布、阅读书架等服务

设施的开放、通透的公共休息室。

驿站能以平易近人的氛围为市民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时更

能够强化场地自身的特性，让建筑有机会成为风景的放大器。“望

江驿”这一命名也是由此而来，凸显了驿站的双重诉求。

上海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
如何保护和保留这些历史，如何
将海纳百川的文化传承下来，是
城市规划建设的一大任务。在杨
浦滨江建设市民驿站，在便民、利
民之外，历史文化的保留和传承
就成了考验设计师的课题。

杨浦是上海的老工业区，一大
批大工业都曾在这里落户，杨浦的
码头也曾是革命先行者寻求真理
的出海口。在实地调研时，设计师
发现，杨浦滨江基本没有可供新建
市民驿站的用地指标，但是，除了
规划保留的建筑之外，还有少量在
保护之外的老厂房未拆除，在反复
勘验之后，设计团队提出了利用这

些老厂房改建市民驿站，将闲置或
者废弃的城市空间进行公共性活
化，改造再利用、可循环，保留杨浦
滨江历史脉络。张斌告诉记者，这
些厂房虽然没有保护身份，但是它
们与黄浦江和未来规划的贯通道
有一定的关系，或者它在建设空间
当中比较有特点，设计团队就建议
把它留下来，打开墙和窗户，同时
掀开顶盖设计成三个共生花园。
在实施好的两个棚架中，重新植入
驿站，其中一个植入了小型的驿
站。另一个棚架非常高大，而且有
100年的历史，是在上世纪20年代
的一个龙门吊车架的基础上扩建
而来。设计师就在这样一个棚架

当中植入了三层共800平方米面
积的杨浦滨江党建驿站的旗舰驿
站。一层提供市民服务，二层是主
题展示，三层是党群活动空间，整
个项目表现出非常好的活力。张
斌团队做的这个旗舰驿站正好在
江边，一面能够望江，另一面则和
杨浦工业基地之间的历史进行回
望。

从1.0做到2.0，张斌对市民驿
站的设计建设很有感触，他说：多
数设计师习惯从物质思考，不大习
惯想象建筑和社会和人的关系，做
市民驿站使设计师有机会从与社
会互动的角度思考，也给设计师如
何做有人文关怀的设计以启发。

上海是一个寸土寸金的城
市，近年来，桥下空间日益受到设
计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关注，已经
出现了一些利用桥下空间的城市
建设项目。武宁路桥算是苏州河
上的一座大桥，桥上交通繁忙，桥
下空间非常可观。在普陀区人民
政府的支持下，张斌团队对利用
武宁路桥下空间建设市民驿站进
行了调研，也做出了方案。在方
案评审会上，有人提出：桥下空间
本来就比较受流浪人员的关注，
这里做成市民驿站，方案中还有
很多开放的空间，会不会未来成
为流浪人员的聚集地？经过反复
讨论，最后，大家达成了这么一个
共识：如果着眼于上海人民城市
的建设，包括卓越城市的建设，应
该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够感受到城
市建设的善意和温度，这个“所有

人”当中，也应该包含可能的流浪
人员，当然，这也是在考验我们的
城市管理能力。

由于武宁路桥很宽，因此，贴
着一面桥基设计的驿站开面很
宽。除了常规的厕所、饮水和休
息区，设计师特地设计了很开阔
的开放空间，整个开放空间呈台
阶式，张斌喜欢把它看成“城市剧
场”。桥下驿站的设计中规中矩，
但是，建成后这里的热闹程度出
人意料。驿站小小的咖啡馆半公
益性质，引来了很多咖啡爱好者，
包括附近公寓的老外；附近居民
喜欢坐在木质的台阶上聊天，因
为在室外，不会打扰别人；有户外
活动的机构联系在这儿举办骑友
或跑友聚会；甚至有非洲鼓爱好
者在这里举行小型品鉴会；一些
喜欢乐器的居民也常常自发在这

里吹奏练习。张斌说，有一位朋
友晚上开车路过武宁路桥下，听
见有人在吹奏萨克斯，音乐悠扬，
灯光微黄，突然有了很温暖的感
觉，便拍下来发了朋友圈。

这时，这个公共空间更像城
市看台，原来昏暗的桥下空间
转变为一个温暖的空间、一个
非常舒适的界面。这样一个空
间，见证了不同社群的参与，实
现 了 社 区 人 群 的 多 元 共 创 共
建，建筑推动了城市参与者的
参与和表达。

3.0版的市民驿站，通过位置
的选择和空间的打造，从单向地
为市民提供街区出行的需求，自
然地过渡到了居民自发参与、共
建的社区公共空间，形成了驿站
与市民之间极为良好的互动和依
存关系。

随着“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
动在全市推进，中心城区的市民
驿站见缝插针，已经大致能满足
需求，此时，张斌团队接到了长宁
区绿化与市容管理部门的新任
务：在将外环绿地林带改造成市
民可进入的绿地公园的同时，设
置一批驿站设施。

当时，约6公里长的长宁外环
生态公园已经是上海很著名的“跑
者天堂”“骑行天堂”“亲子天堂”，
非常受市民欢迎。同时，因为缺乏
服务型公共设施，人们的很多需求
无法解决。但是，作为林地，外环
公园并没有可以用作建设的土
地。在考察当中，设计师发现了被
闲置的资源：1995年外环林带征
地的时候，留下来4栋农民房，后
来作为道班房和防汛库房，但是利

用率并不高。这些农宅样式普通，
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市郊的
样貌。于是，设计师将这些农民房
加以改造利用，保留并加固一层砖
混结构，拆除二层楼板以上部分，
替换为新的胶合木结构，并在保留
道班房功能的同时植入驿站功能，
成为一个新老结合的城市更新语
境下的升级驿站。

四个驿站各不相同，和整个
外环公园场地有比较好的融合方
式：有的有庭院，甚至可以看到跑
道上飞机的降落；有的在桥头，桥
头跟驿站之间有比较好的连接关
系；有的提供了和公园的立体连
接，可以作为市民休息空间；在最
南端非常好的一个河道转弯地
区，是一栋最大的老房子，被改造
成了长宁外环旗舰驿站，在二层

提供了比较大的公共活动空间，
区政府也引入了各种有意思的主
题活动。这四个外环驿站也成为
2023年城市空间艺术季长宁分展
场的场地。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驿站
见证了原本处于上海城乡接合部
的西郊如何融入中心城市发展的
一段历史，恰好成为上海外环内
外、中心城区和新兴城市化地区
之间连接的纽带；从建筑特点上
看，它又是上海农村历史建筑的
延续和提炼，人们可以依稀看见
某个年代的上海村庄。

如果说，市民的参与可以看
成市民驿站建设的 3.0 版本，那
么，这种连接城市和乡村、过去和
未来的驿站，就应该是市民驿站
的4.0版本了。

市民驿站 从1.0到4.0

武宁路桥下驿站

与寻常灰暗的空间不同，武宁路桥下别有洞天。在两侧两三

米深、二三十米长的桥洞内，两间木质的驿站填补了原先逼仄阴

暗的空间。除了公共卫生间、自动贩卖机等“标配”功能，该驿站

还引入了“城市看台”与“迷你展厅”，分别嵌入在桥洞两侧。展厅

的外界面可开可合，既能在合上时提供休憩者与来往车辆隔离的

隐蔽空间，又能在打开时与马路对面阶梯式的看台一起成为桥下

剧场，实现有趣互动。驿站“城市看台”的两端还留有两间十几平

方米的小屋，目前已被打造成为鲜花店、咖啡茶饮店。

杨浦滨江党群服务中心

历史的记忆在驿站的设计中被保留，并注入新功能进行活

化。驿站在电站辅机厂原址兴建，外表保留了昔日大工业时代留

下的龙门桁架，涂装成深灰、工业蓝、银灰三色。深灰色是1921

年慎昌洋行龙门架的颜色。工业蓝代表1950年至1970年上海锅

炉厂时代，那时工厂的外墙表面是蓝色的。银灰色代表未来的美

好生活。

行走在驿站中，可以在电子屏上读到上海电站辅机厂的前世

今生，也可以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匆匆一瞥杨浦滨江的第一家水

厂、第一家棉纺厂的简史，如同一条“时光隧道”，回望工业历史。

长宁外环绿带驿站

藏于外环城市森林中的这四座驿站保留并加固了一层砖混

结构的原有用房，用新的胶合木结构替换原养护用房的二层空

间，并用木屋顶延续原建筑的坡顶屋面，营造出通透、开放、亲

切、自然的氛围。4座驿站均设置了公共休息室、连廊、檐廊等空

间，每个驿站还有至少一处公共卫生间和自动售货机，方便往来

市民游客休憩。

4座驿站的主题各有不同，名称则都来自《诗经》。如，位于外

环西河东岸的1号驿站“采绿庭”，语出《诗经·小雅·采绿》中的

“终朝采绿，不盈一匊”；3号驿站鱼丽阁语出《诗经·小雅·鱼丽》，

取“万物盛多、宾主尽欢”之义；4号驿站振鹭轩取自《诗经·周颂·

振鹭》，是隐于林中的林带管理用房，楼前则设计了可供市民避

雨、遮阳的宽大檐廊；5号驿站有年堂，语出《诗经·小雅·甫田》中

的“自古有年，今适南亩”，取“丰年大仓，仓廪殷实”之义，驿站的

外形也犹如一座饱满的农庄谷仓。内部大厅宽广敞亮，适合举办

各类文化时尚活动，承载了长宁环城公园带“起居室”的功能，彰

显了长宁社群生活丰富、市民互助互爱的城区氛围。

差异化空间再造 融合城市记忆的高阶版驿站

多元共创共建 3.0驿站演绎城市温度

建筑可循环利用 2.0驿站的历史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