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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周边热门社交地标

2021 年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
奖典礼于近日落下帷幕，来自中国
的 3 个项目摘得金奖。 其中，低调
穿插在上海街头的“永嘉路口袋广
场”， 获得了社会与文化建筑类金
奖第一名以及社会责任奖特别奖。

这一奖项是亚洲地区建筑界的
最高建筑设计大奖，与普利兹克奖、
金块奖、国际建筑奖等并列为面向
国际的世界级大奖。 无数人好奇，
为什么会是它？

永嘉路 309 弄， 一段宽约 18
米、纵深约 40 米的空地，夹在密密
匝匝的建筑当中，正是口袋广场的
所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者张澜
的故居与之毗邻，广场四面敞廊合
围，形似庭院。 因此，一个上口又诗
意的名字便落在了这里———嘉澜
庭。 它三面环绕历史建筑， 一面临
街，如同长方形的口袋嵌入建筑群
中，小巧简约，故而又被称为“口袋
广场”。

推着婴儿车的奶爸、欢笑跃动
的小女孩、喝咖啡聊天的老外、靠在
矮椅上休息的爷叔和雪白活泼的贵
宾犬……似乎所有在这里的人和动
物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惬意”。

“天气好的时候更加热闹，夏
天遇到喷泉开开， 小毛头老开心
额。 ”檐下坐着的阿姨说。

“约在嘉澜庭吧。”这里已然成
了一处“地标”，不止是住在附近的

居民会约着散步、遛狗、谈天，在附
近工作的艺术家们， 也时常与好友
相会于此，谈公事聊私事。

得知家门口这方天地得了世界
级建筑大奖， 正在遛娃的老人觉得
有些意外，转而，又连连称赞起“评
得好”：“从前沿着街边散步， 没想
到这里么也能修出一个广场， 小归
小但是足够了，实用。 ”

广场尽头处， 一间小小的咖啡
馆里， 老板在窗前和来往顾客熟络
地聊着天就把咖啡做好了，她说，光
顾小店的 80%都是熟客。 两个金发
碧眼的女生坐在陷进窗边的椅子
里， 吹着秋风喝着手里冒热气的饮
料。

这里时刻传递着一种自在，进
进出出的人也许并不知道， 自己正
是这份大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诸多玄机指向服务人民

一块四四方方约 700 平米的
街边小广场，一圈矮矮的木制敞廊，
一间迷你咖啡店……它凭着什么打
动了建筑大奖评委？

置身其中， 跟随着感官的伸展
松弛，你会在温暖的阳光下、廊间的
微风中、邻里的絮语里，得到答案。

“这个场所，是我迄今为止设
计的建筑中， 被使用的最好的一
个。”庄慎如是评价嘉澜庭。庄慎是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 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客座教
授、 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始
合伙人，嘉澜庭正是由其主持设计。

徐汇区请来庄教授任设计师，
就是为了让这块空间更好地发挥服
务人民的作用。 在设计前，团队对
周边进行了细致调研，有了基于对
上海的市民需求、城市特色的了解，
也才有了后来与永嘉路市井生活浑
然天成的休闲广场。

入口处，它便民的设计就已然
呈现，由极缓坡道构成的通道，即使
是推行婴儿车的、上了年纪的居民，
也可以毫不费力漫步抵达广场。

审美上，和原汁原味老上海的
融合， 长廊的廊下高度压低至
2.1-2.7 米， 与周边建筑在高度上
形成合适的比例，抬眼望去，漂亮
的山墙不会被廊檐遮挡。 东面山墙
按原样重新粉刷，西面则在重新粉
刷之余还特地保留了一段既有的
老墙肌理，在敞廊后的竹丛若隐若
现。

中央广场区域，几孔旱喷，根据
不同时段可选择开启或关闭，小长
假期间、暑伏天的傍晚，时而开放的
喷泉为大家消暑，常常引得孩子们
一片欢笑。

嘉澜庭，就是这样一个在简约
中埋下了诸多“小玄机”的建筑场
所，而一切最终的指向就是真正服
务于人民的公共休闲环境。

建设好之后，庄慎偶尔来过嘉
澜庭几次，更多的时候，是收到朋友
们发来的照片。萌宠玩耍主人寒暄、
大伯练拳、囡囡嬉闹……也恰是建
筑与人交融而生的活力、美好，以及
人际距离的消弭、幸福感的蔓延，打
动评委斩获大奖，他们同样希望在

比赛中传递建筑对人的关怀。

“共治”用活一方小天地

嘉澜庭令人惊喜的为民效果，
离不开徐汇区和天平街道下的“绣
花功夫”。

“场地建设好之后，街道在启
用前做了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 服
务于周边的同时， 我们也要考虑安
全和管理问题。 ”天平街道办事处
副主任蔡辉介绍， 街道作为广场的
使用方，策划引进了一家咖啡馆，就
在预留的辅助房开张， 店长因地制
宜将之命名为“口袋咖啡”。

每天 8点，“口袋咖啡”准时拾
掇开张， 店长小棋会连同整饬一下
门口的广场， 白天留意着这里的秩
序和安全， 她也有一把广场小铁门
的钥匙，夜晚热闹散场再将门关闭。

在她的朋友圈里， 比咖啡更多
的是街坊小孩的照片、 邻居的寻狗
启示，“我和我的口袋咖啡馆一道
融入了永嘉路的日常”。 小棋是嫁
到上海多年的台胞， 口袋咖啡的日
日夜夜， 让她感到自己早已是社区
的一员，相互交融。

咖啡馆的出现，一举三得：市民
更舒适的交流体验， 场地有了自带
归属感的维护者，持续的生活气息、
市井温度。

作为邻里公益项目引入公园
的，不仅有咖啡，还定期组织邻里市
集和广场活动为居民服务， 文创市
集、展览、文化分享、学习。 “断舍
离”爱心义卖、手工扎染编制体验、

历史风貌写生……10 月底，这里举
办了一场文明养宠训练活动， 现场
还请来了治疗犬训练师文明养宠规
范倡导， 搭配宠物基础行为训练入
门。

天平街道介绍， 活动联合第三
方举办， 定期将活动内容报送至街
道，经过街道、公安的审核后开展，
丰富了社区居民的生活、 增强了社
区凝聚力，让大家的关系更为融洽。

在小棋一天天的见证下， 口袋
广场成了周边居民最热门的社交
地：“孩子们来玩游戏、 做作业，周
边工作的年轻人也相约着三三两两
聚在一起，闲谈或会议。这里为陌生
人创造了舒适共处的空间， 更赋予
日常生活一种诗意。 ”

也是这种融洽， 让大家心照不
宣维护着广场的“调性”：没有人在
这里圈地放歌跳广场舞， 带着零食
来遛娃的家长会把垃圾收拾好，宠
物主人也都能自觉清理宠物粪便。

口袋空间串联社区暖人心

永嘉路口袋广场的建设， 并非
一个单独的项目， 而是融于天平街
道风貌提升整体工程之中， 使得街
区可漫步、 建筑能阅读、 公园宜休
憩。

嘉澜庭建成之前， 这条路上有
几处市民活动空间， 比如 492 弄，
是一个小的广场加上白领公寓，
578 弄用于对永嘉新村的文化缔
造。但这些，基本上是配套或是室内
展存空间。 309 弄拆除了原用地内
存在消防隐患的两排残旧住宅，嘉
澜庭的落成， 填补了周边缺乏居民
公益开放性休闲场所的遗憾。 一连
串的场地， 将永嘉路沿线小区串联
起来， 给社区居民不同文化需求的
体验。

“目前在和区级单位研究推进
下一步的旧改工作， 更好地把人民
城市的理念落到实际工作中。 ”蔡
辉告诉记者， 未来的旧改的地块完
成之后，像一些小体量的区域，会充
分考虑社区需求，服务于居民、社区
单位、游客。比如位于街道中部略西
的“66 梧桐院”邻里汇，这样的综
合服务体受到大家欢迎， 那么在东
块区是否也能考虑有这么一个点，
让这里的居民近距离享受到政府公
共服务。

这些年来，上海的城市街角空
间、口袋广场、微公园越来越多，不
断回应着人民群众提高生活品质
的新需求。 而放在大的环境系统当
中看，这些不起眼但充满生命力的
小小空间就像一个个微型节点，既
串联起了更多的街区毛细血管，也
打造了一个个让人舒心的交流空
间。

事实上，嘉澜庭只是这座城市
成千上万个“口袋公园”的缩影。
无论它们是否拥有名字，在上海的
高楼大厦之间， 这些四散分布的
“绿意”，就如同一块块迷你绿洲，
既调节着城市生态的循环，也调节
着都市人心的温度，让居民们感受
到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暖意、 惬意、
诗意。

设计藏玄机管理有匠心
口袋广场提高生活品质

■曾获国际建筑金奖，让居民感受暖意惬意诗意 ■类似微更新便民利民为民，遍布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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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庞菁涵

来嘉澜庭时，正是雨过天晴的晌午，隔着矮矮的冬
青，能看到推着婴儿车的奶爸、欢笑跃动的小女孩、喝咖
啡聊天的中外青年、靠在矮椅上休息的爷叔和雪白活泼
的贵宾犬。

寸土寸金的衡复风貌区，在鳞次栉比的老房子间突
然跳出这么一块公园，尽管它小得像一只嵌入建筑间的
“口袋”，却给附近不曾拥有过休闲广场的居民，带来新
的生活气息。 许多人已经在心里把它当做自家的庭院，
在这里会客谈天。 老上海的风情与今日的摩登，就这样
轻巧地流淌在市民生活的日常之中。

▲嘉澜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本版资料图片/受访者供图

荩附近居民已把嘉澜庭当成自家庭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