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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巨大的车流在中环立交桥上呼

啸而过，家住北新泾的“80 后”马小姐

正静静地独自拿起照相机，穿梭在立交

桥下，想要定格夕阳西下的桥下美景。

老司机眼中高架路尽头一闪而过

的鸭蛋黄般的夕阳美景，在马小姐的照

相机中，却还有斑马、猎豹和火烈鸟的

存在。印象中“灰扑扑”的高架桥下，怎

么就变身“动物森林”了？

往苏州河方向走过北翟路，眼前的

一片粉色一下子便会让人勾起沉睡已

久的“芭比心”———这里就是火烈鸟的

“栖息地”。沿着粉色旋转楼梯拾级而

上，你会不经意偶遇成群结队探头张望

的火烈鸟，还能在宽阔的观景平台上，

看到一览无余的苏州河美景。网红们更

是纷纷出动，把梦幻般的“动物丛林”

打卡地，推向了热搜的高潮。

这块以北翟路和中环线为坐标，在

新泾港、哈密路以及苏州河围合而成约

3.5 万平方米的苏州河沿线桥下空间，

采用火烈鸟、猎豹、斑马等动物作为装

饰主题，其改造一亮相就惊艳了世人，

带来了无限遐想。

就连在新宁小区住了十多年的黄

老伯，都对家门口的变化极为震惊，虽

然小区离苏州河很近，但黄老伯以前都

不会去家门口散步，“我们这一段苏州

河就挨着高架桥下，灰尘大、噪音又大，

去干吗？”如今就不一样了，孙子孙女

放假来玩，黄老伯总要带他们去苏州河

边和高架桥下的“动物园”打个卡、拍

拍照，“有时间，孩子们还能去场地里

活动个身体。”

当缤纷的色彩开始点亮原本沉闷、

无人问津的空间时，中环立交桥下的

“动物丛林”真的成了网红们纷纷打卡

地。可光好看有趣就够了吗？这里精心

打造的新空间可不是“花瓶”，而是别

有洞天的运动新高地。

打休日的中环立交桥下，热闹非

凡。

在“火烈鸟”空间的篮球

场里，每个篮筐下都聚集着

一群热血青年，场边前

来助威的啦啦队高

喊：“粉红真汉子，

热血撒赛场！”另

一边“斑马”足

球场内，身着统

一队服的孩子

们正在认真地

训练。

“85 后”应女士是其中一名小队

员的妈妈，她告诉记者，球队的孩子都

是长宁同一所幼儿园毕业的孩子，出于

对足球的热爱，已经坚持训练两年多

了，以前家附近没有合适的场地，大家

都是打“游击战”。直到她偶然驾车路

过此地，看到正在装修的足球场，赶紧

去打听了一番，等着它正式开始营业，

第一时间预定了场地。如今，每周五周

六，除了恶劣天气，孩子们雷打不动地

在此训练。

让桥下空间不仅能看、更要能

用———这正是长宁区规划之初的共识，

在不同动物形象背后，通过补足短板，

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积极空

间”给生活注入的魔力。

众所周知，地处市中心的长宁区，

不少小区都建成于上世纪，配套设施比

不得如今的新建小区。建成时间早、地

理位置佳，空间就显得弥足珍贵。以苏

州河中环桥下空间所处的北新泾街道

为例，辖区内的新泾一村、新泾六村等

多个新村都建于上个世纪 80、90 年

代，小区体育设施与公共空间，一直是

居民眼中的“洼地”。

不过，伴随着“桥下动物空间”的

陆续问世，“洼地”妥妥变身“高地”。

越来越多的居民可以轻松实

现———在健身步道走一走，苏河驿站停

一停，桥下空间动一动。

而在苏州河中环桥下空间的设计

师———上海翡世景观设计公司设计师

潘晶看来，桥下空间利用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用作公共绿地、停放车

辆、道班房，基本可视作消极灰空间；第

二阶段是通过贯通和照明改造，使其变

身积极空间；第三阶段引入更新与设

计，来为空间注入复合多元的功能。

潘晶表示，桥下空间看似不起眼，

但涉及到的管理部门有道路养护、绿化

市容、电力、河道、配套管线等等，“哪

怕是往上面刷个颜料，都要走一系

列的流程。”作为一路参与其中

的设计师，她亲眼见证了长

宁区多个部门的“劲往一

处使”，才有了如今的

“网红打卡点”。

             晨报记者 荀澄敏

城市因水而生，上海因水而兴。

45公里的黄浦江岸线、42 公里的苏州河岸线先后变身城市公共会客厅，“一江一河”的贯通，无疑成为“人民城市人民

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最生动注脚。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两条上海人民最熟悉不过的母亲河岸线，正在以更生动、更

亲切的姿态拥抱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人。

漫步其间，你会发现：空间上的贯通只是起始，随着岸线功能的不断丰富与叠加，“一江一河”正在徐徐向所有人展开这

座城市充满诗意的另外一面———曾经只能成为道班房、停车位的桥下灰空间，经过巧妙打造，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上佳

的休闲场所，更是与整个岸线的公共空间巧妙融合，化身为苏州河畔的网红打卡地标！

创意与巧思，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入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惬意漫步、共享成果，这正是“人民城市”的最佳诠释。

在“一江一河”的大框架下，如

何对沿线节点进行微更新，又通过

打造多元复合的空间，来更好满足

周边居民不断提升的美好生活诉

求，相信这处桥下空间给出了很好

的注解。

事实上， 这不是苏州沿线桥

下空间的首次尝试。此前，古北路

桥下融入故事墙、 彩色装饰墙和

可休憩的绿化带， 因其红色的主

基调， 让周边居民戏称它为 “小

西瓜 ”； 凯旋路桥下则变身健身

空间和儿童天地， 显眼的柠檬黄

格外亮眼 ，也因此得到 “小柠檬 ”

的昵称。

通过缤纷色彩的糖果元素将

桥下空间创造成富有冲击力的“糖

果盒子”，给生活增添一点点悠闲

的趣味，为市民漫步苏州河带来了

崭新的体验———有景致、更可观。

更重要的是，既重建了人与桥下空

间的关系，也重建了人与苏州河的

关系，让这些曾经的隐秘空间向市

民打开，变身大家的舞台。

而放眼整个上海，无论是黄浦

江苏州河这样的体量的母亲河，还

是一些支线河流，都存在着不少类

似的灰空间———要么功能单一，要

么处于闲置。因为大部分桥桩均为

混凝土表面，灰暗单调的色彩不能

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上桥下光线较

暗，长久以来，“桥下空间”很难在

人们心中留下正面印象。

但对于上海来说，空间寸土寸

金， 如何借助设计与更新的力量，

将消极空间变成积极空间，是大都

市往深里要空间的重要发展路径

之一。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土地

利用如何实现最大程度的集约化，

相信会是上海必须花精力去做的

一件事。

上海正在逐渐迈入老龄化，与

此同时，城市也在慢慢变老。 如果

说， 大水漫灌的大拆大建是釜底

抽薪的整容术， 那么精准滴灌的

城市更新就是养颜维护的保养

术。 对于上海来说，城市空间本身

就是复合的， 如果能用工笔画的

巧思与设计，将每一个城市空间都

打造成令人愿意停留、 驻足与漫

步，那这样的街区又怎会不充满着

诗意与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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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一河”的桥下空间，

未来无限可能性的诗意与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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