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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可阅读专题

城市记忆
书写上海城市更新实践

上海建筑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张俊杰表

示，城市更新是城市再生的重要手段，关乎每

一个市民的生活，也影响着我们共同的未来。

今天发布的《城市记忆：书写上海城市更新实

践》以独特的视角提醒我们，城市更新不仅是

建筑的重建，更是记忆的传承、文化的复兴、

社区的重塑；上海市出版协会理事长胡国强

表示，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都蕴含

着丰富的故事，这些故事构成上海这座城市

的灵魂，成为每一位上海市民的集体记忆。城

市更新备受瞩目，如何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品

质和魅力，吸引着全球的目光；同济大学出版

社党委书记、董事长吴为民则表示，《城市记

忆：书写上海城市更新实践》是国内首部全面

呈现上海城市更新实践和面貌的著作，深入

探讨如何在城市更新中保留历史记忆、实现

城市的持续发展，力求向读者普及城市更新

的文化内涵，生动诠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理念。

上海现代城市更新研究院院长、《城市记

忆：书写上海城市更新实践》主编俞斯佳围绕

新书核心内容作了介绍，《城市记忆：书写上

海城市更新实践》由“ 份城市记忆问卷调

查、 大运营策略、  位专家访谈、 地政策

汇编、  个更新案例、 篇学术论文”构成，

图文并茂、形式丰富，希望在城市更新的理论

与实践上给予广大读者更多参考。他表示，记

忆是人情味，是以人为本，是城市更新的人文

根基。城市更新要保留记忆、激活记忆、创造

记忆，做到为城市存历史、为空间添人文、为

未来留美好。

据了解，该书以“城市记忆”为切入点，

通过对上海城市记忆的问卷调查和分析，探

讨了“城市记忆”对于“城市更新”的重要意

义。书中精选了近年来以上海为代表的全国

数十个城市进行城市更新的代表性案例，研

究了不同类型更新项目中延续和创造城市

记忆的工作模式与创新亮点，总结了产业、

文化、生态、交通、智慧、业态、社区等多方面

的运营策略，并对上海及长三角区域的城市

更新政策进行了汇编和学术性剖析，全面展

现了上海等城市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追

求变革和创新、稳步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发

展进程。书中收录了各领域专家的真知灼

见，以跨学科的视角讨论城市更新中的问题

与机遇，力求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新的思

路与启示。

文化讲坛
多元视角分享城市更新经验

在城市记忆文化讲坛环节，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教授袁烽，同济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趣城工作

            创始人张宇星，上海城市更

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菁芸等四位

专家从技术、文化、设计与建造、资金问题等

视角分享了当前城市更新领域的热门议题与

实践案例。

袁烽分享了城市更新中的技术创新探

索。围绕如何用现代新技术介入城市更新这

一主题，他以数个典型案例分享了从     

到机器人智能建造的发展趋势，同时详细分

析了南桥源城市复兴行动计划，这个项目既

实现了城市记忆的延续，也体现了建筑新技

术的表达，由此为城市更新提供更多思考的

角度。他表示，我们既用当代技术尊重城市的

脉络、记忆与历史，也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创作

新的时代表达。

张松以建成遗产和建造文化为主题分享

了城市更新中的文化问题。“人创造了环境，

环境又创造了人”，他阐述了遗产、景观与资

源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从社会属性来看，城

市是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是人类

文明的积累和沉淀。城市高质量的发展呼唤

高质量的建造文化，文化遗产是高质量建造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使用、维护和

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对于高质量建成环境

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张宇星以深圳南头古城项目为例，分

享了城中村地区更新的一种新思路。他将

日常生活和记忆作为一种重要遗产，以

“局部微更新  媒介式策展” 为思路进行

更新改造，采用“整体微更新  局部微更

新”的复合性微更新策略，从“散装街区”

“改装建筑”维度，将居住空间、办公空间、

消费空间、公共空间、展览空间、生态空间、

神圣空间、交通空间等八种功能都融入建

筑，并以艺术与空间分别作为媒介完成片

区的“媒介式策展”。

许菁芸围绕城市更新中的资金问题进行

了分享。她表示，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一

头连着发展，需要寻找“项目财务可平衡、城

市公共财政可持续”的模式，从城市更新全过

程运作的实操层面来看，一是要量力而行、做

好节奏控制，制定整体和可持续的资金策略；

二是积极探索压降前期成本的可行方法与举

措；三是统筹平衡多方利益诉求，以合理的更

新规划赋能价值提升；四是加强多部门管理

协同，在确保安全和不低于现状水平的前提

下让管控“通一点”；五是通过一段时期的城

市运营，提高更新品质，提升资产价值，获取

可持续收益。

城市有记忆 文化有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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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为上海国际建筑文化节主题

活动，“城市有记忆， 文化有根基———《城

市记忆：书写上海城市更新实践》新书发

布会暨城市记忆文化讲坛”及上海市建筑

学会第二届城市更新专委会成立大会在

上海图书馆东馆举办。

产品持续迭代提升居住品质

四季隐秀超 !万平方米实景示范区开放
日前， 宝山杨行核心区的四季隐秀超 2

万平凡米实景示范区开放， 建筑面积约 92-

128 平方米瞰景高层首开在即。 四季隐秀是

“四季都会”七期的迭新之作：约 6 万平方米

城市公园、度假酒店化运动会所、超高颜值立

面、约 270°转角飘窗+全屋奢材岩板+S 墙“贪

吃蛇” 全屋收纳……住宅产品得到了全维度

升级。

从公区到建筑全维升级

穿过公园进入社区前场，类高奢酒店设

计，约  米高的“精神之门”矗立。建筑立面

色系取了精致的“月隐灰”，升级“     黄

金比例”画框立面，高昂的斜切工艺，在光线

变换下更富有灵动感；约    °南北双转角

玻璃飘窗更是成为了一道靓丽风景线。

不同于传统示范区，踏进四季隐秀的场

域，映入眼帘的是蜿蜒曲折的公园。约    半

半公园社区规划、类    容积率、约    绿地

率，满目绿野，林荫下的美丽生活。外部约  

万平方米的公园体量给了四季隐秀很大的发

挥空间，“一半公园，一半家园”，并非简单得

将公园和社区拼合，而是将社区嵌入公园内，

四季变换的树影浮动，也是家园窗外一幅独

特的风景。小区内部的生活场景及配套也非

常丰富：阳光草坪，搭个天幕就能露营；心爱

的“毛孩子”也有了玩耍的去处；边上还有小

朋友的戏水池，挽起裤腿就能踩水玩。

家门口满足健身、社交需求

“会所”越来越成为一种标签，也是产品

重点发力之处。与市场上多数项目的“封闭盒

子”相比，四季隐秀的下沉式阳光会所更让人

觉得亲切，也更加亲近自然。观景面都尽可能

使用落地玻璃窗，引自然与阳光入室，不管是

跑步健身、瑜伽静心还是茶室书屋，都围绕着

自然展开；除此以外，四季隐秀还准备了的精

致私宴厅。

迥异于其他社区，四季隐秀在设计上打

破了孤立封闭的架空空间，抽屉式的空间延

续，强化了景观与架空层内外渗透的景观联

系，赋予空间更多美感和功能性。不仅如此，

为了避免在交付后架空层被闲置，四季隐秀

还为架空层精心设置了各种主题和场景，如

学习盒子，适配      型人格；童玩盒子  

分年龄段儿童游玩区，释放孩童天性。

集合历代产品优点再升级

基于四季都会前  期积累的真实居住样

本，四季隐秀全方位的将产品进行了升级，打

造了一个可生长的全能家。双联阳台设计不

再是大户型专属。以四季隐秀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独家小户为例，标配约    米“双联阳

台”，实打实扩容空间约  平方米。

客厅可变空间，随心拓展可变场景。“双

联阳台”中间的这堵墙为“非承重”设计，后

期可灵动拓展，不管是功能休息室、阳光工作

室、超级家庭公区都能轻松满足。

“ 墙”升级“全屋贪吃蛇”。 将惰性

空间积极利用，以建筑面积约   平方米户型

为例，玄关  烟道处  卫生间定制收纳空间

扩容，可容纳约   个衣物箱      本书  近

      辆儿童玩具小车。

无效飘窗进化为约    °转角飘窗。巧

妙提升光线和空间感，拥有“无死角”景观面

的同时，模块化空间自由组合，创造更多使用

可能，后期可改造成超级衣帽间、观景品茶

台、阳光梳妆台、    酒吧台、阳光办公角等

小角落。

创新北向双卧室，按需合并联动。充足的

空间，为卧室承载更多功能提供了可能性，可

根据不同家庭阶段，灵动改造呈书房、起居

室、功能套间，无论是三口之家  二胎家庭  

三世同堂，轻松满足。

可以说，四季隐秀用料之奢、用量之丰、

用心之细，是一个“跃级”的存在，品质跃级、

圈层跃级，实现人生奢享度跃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