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05 特刊
专访娄永琪：

从 160年前的“十里洋场西区”，到如今的南京西路功能区

要在更新和创新中
实现面向未来的原型突破

“一座城市的每一条著名道路或街区，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节点。”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

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娄永琪教授如是说。作为全中国第一个“千亿商圈”所在的南京西路

功能区核心的南京西路，从它诞生以来的 160 多年历史中，一直显露着“国际”与“时尚”的

基因。 早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它便是闹中取静的“十里洋场西区”，高档住宅、豪华戏

场、剧院舞厅、商店酒家云集，引领着最时髦的生活方式。

而在 2025 年的上海，镶嵌于城市繁华心脏地带的南京西路以其璀璨商脉成为全球品

牌趋之若鹜的世界级橱窗。 南京西路商圈不过 1.8 平方公里，却汇集了全球 2800 多个知

名品牌、上海三分之一的高能级首店，蓬勃发展的首发经济是商圈最夺目的标签。

将视野从点状商业集聚拓展到带状复合网络，南京西路功能区应运而生。在静安区的

蓝图上，南京西路功能区是“一轴三带”四个核心功能区的重要“一带”。南京西路功能区的

范围比南京西路商圈更大，覆盖 6.7 平方公里。 它的新目标，是建设世界级地标性商圈，构

建世界级街区的卓越标杆。

“这就需要在更新和创新中实现面向未来的原型突破。 ”娄永琪说。

在当下这个深度人工智能的知识网络

时代，在娄永琪看来，对于南京西路这样一

条有故事的马路来说，它的线下场景依然

有着重要价值。如何让场景更鲜活，让街区

更有生命力，绘制国际化、高端化、品质化

的顶流街区生态新画卷？“关键是要抓住这

条路以及这条路所在街区的‘神’！‘形’

为外相，‘神为内涵。形、意、神三个层面，神

显然是最重要的，有了‘神’，就可以统摄

和超越‘意’和‘形’”。

那什么是南京西路功能区的“神”？娄

永琪认为，“过去全世界人来南京路是来目

睹那个时代最时髦、最未来、最创新的人类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南京西路更是开眼界、

见世面、逐风尚的‘顶流’场所。到了今天，

南京西路上的一些优秀的历史建筑遗产，

其价值依然历久弥坚，但毫无疑问，它背后

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创新已经无法代表这

个时代的最新潮流，更遑论代表未来！”这

时候，思考什么才代表未来？什么才是回答

上海世博会主题 “          ，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最前瞻的上海

答案、上海主张和上海作为？这才是实现南

京西路改造从“形”到“神”跨越的正确思

维模式。

上海是“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首提

地。随着上海城市发展和实践的深入和不

断迭代，要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总目标，如何正确运用设计，

是实现真正的创新引领的必选题。“设计是

人类一切意识创造的起点。上海需要用设

计思维来实现更多的从  到  的创新。南

京西路功能区的打造也是如此。上海和南

西都需要诞生真正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精神

的文明成果。上海正在打造全球影响力的

创新中心，南京西路功能区的打造也一定

要主动融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主战场。”

南京西路功能区范围内，近年来，在城

市规划、建筑设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方

面“可圈可点”的表现比比皆是，比如张园

作为上海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筑形式

最丰富的石库门历史建筑群，通过历史风

貌保护和城市有机更新相结合的积极探索

和生动实践，既完整保留了上海传统石库

门建筑原始风貌，也融入了现代创新。

娄永琪说城市更新有三个层级，第一

个层级是“物质空间，也就是城市硬环境的

建设”。这点，张园做的很好，是近年来上海

城市更新做得最用心的项目之一。

第二层级是城市物质空间中“人的活

动”的创新，包括生活、产业、经济、文化等

“内容创新”，也就是软环境的建设。娄永

琪注意到，张园凭借传承百年前引领多个

“第一”的时尚基因，积极导入体验式、引

领性的时尚消费和先锋潮流活动，全力打

造代表海派文化和中国时尚新名片的创新

实践。焕新回归的张园西区不仅延续“海上

第一名园”的百年风华，再造“建筑可阅

读、街区可漫步”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注重

“首店、首发、首秀”的带动效应，成为沉浸

式体验时尚文化生活的新地标和静安城市

更新的典范。

“首店、首发、首秀都有了，但张园要再

进一步，不仅专家要叫好，还要叫座！特别

是要更深层次贯彻‘人民城市’理念，让这

个城市更多元的人群参与进来。要发挥全

体市民的创造力，并且让所有参与的人都

有获得感。”这就是他一直强调的城市更

新的第三层次———“社群”的创新。不仅仅

是张园，整个南京西路功能区都值得进一

步思考，如何凝聚和营造创新社群，既包括

如何吸引新社群，也包括激发老社群的活

力，让他们成为功能区的创新系统和生态

的一部分，通过共创实现街区和城市的创

新发展的同时，最大化每个人的善意和潜

能。如果这个目标实现了，那么功能区就善

莫大焉，甚至成为上海“首善之地”。

让设计引领创新，绘制顶流街区生态新画卷

在街区城市更新迭代与可持续发展的

过程中，高楼大厦和烟火气的关系如何平

衡，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上海乃

至全国最具规模的   之一，南京西路功

能区显然是楼宇的森林。很多高楼已经存

在了小半个世纪。所以这几年，不少商务楼

宇开始集中性地进入改造期。相应的政策

也来了，去年  月，上海市发布《推进商务

楼宇更新提升的行动方案 （2024-2027）》，

明确通过财税政策、专项资金扶持等方式

引导楼宇更新。楼宇使用到一定阶段，伴随

产业变迁和周边人群结构调整，可以承担

新的职能，让高楼大厦迸发新的活力。

但城市不能只有高楼大厦。那些藏在

高楼大厦背后的街头巷尾、充满历史感的

老洋房、充满生活气息的小店，是南京西路

功能区的另一面，也是城市魅力的另一面。

娄永琪认为，这种“和而不同”，正是上海

海派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种特质。“你得有高

楼大厦，但是你也得有烟火气，这两个东西

得统一起来。你不能说为了建高楼大厦，为

了高大上，把那些烟火气全部赶走。但是你

也不能说为了保留烟火气，就一点也不能

开发。关键的问题是两者之间如何平衡？这

点全世界很多城市都做得很好，比如我们

的香港，中环后面就是大排档，穿着西装的

白领马上就可以到后街小巷里吃一碗面，

高楼大厦和烟火气都回归于人，这样才能

让城市回归于人，与人民城市理念相呼

应。”

其实不同的城市形态、生活方式能在

同一个城市和区域共存，互为补充、相互促

进，恰恰是打造城市魅力的不二法门。娄永

琪认为这种反差背后的张力和能量才是最

为宝贵的。“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是在平

衡到不平衡、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中周而

往复，在不平衡中达到更大的平衡。重要的

不是不平衡和平衡的现象本身，而是背后

存在的能量差。有了能量差，你才有能量去

改变，去思考如何推动社会朝更有希望的

方向去变革。”当年的改革开放，比如浦东

的开发开放，就是充分运用好了这种“动

平衡”的能量，才创造了后来生机勃勃的

中国气象。

这点与新闻晨报提出的口号———“越

成熟越年轻，越沉淀越潮流，越摩登越烟

火，越挑战越从容，越自律越自由”有异曲

同工之妙。他认为，这种辩证关系也适用于

南京西路功能区的发展。“反差感背后的

张力和能量，往对的地方去引导，它就是产

生经济、社会活力、民生福祉的动力。所谓

包容的城市，就是能产生和拥有这么多动

能，又可以实现动态平衡的时空载体。”

南京西路功能区的发展，能否对标纽

约第五大道？娄永琪认为，这两个地方固然

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是高端商业的聚集地，

是文化娱乐与城市活力中心，历史建筑与

现代地标交融，承载着交通枢纽与城市动

脉功能等，但同时南京西路又有自己的历

史、特色、机遇和发展愿景，可以相互借鉴，

但未必要过于强调对标。

在纽约市发布的《打造服务全民的新

纽约》计划中，希望对纽约进行变革性的

改变，包括：重构纽约的商业区，打造一个

有活力且     开放的场所，成为人们生

活、工作和娱乐的宜居之地。让通勤更便

利，改善通往曼哈顿的交通状况，支持纽约

市五个行政区的就业中心和工作场所，让

人们可以在家附近工作。实现包容和面向

未来的增长，支持就业增长和创新，打破经

济流动的障碍。“这些举措，也同样可以为

上海，为南西所参考。”他说，“但我们在学

习全世界先进文化和经验的同时，也一定

要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做自己的原创工作

上去。中国孩子的最大悲哀就是家长老是

想把他们培养成别人家孩子的样子，好的

教育应该让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特色做到极

致，好的城市也是如此。要有信心，我们把

南西做到极致，全世界的其它城市一定也

会来学习。”

平衡高楼大厦和烟火气，让城市回归于人

城市的发展、街区的发展，都有它更长

期的规律，如何在规律之间找到一个契合

点，产生突破性的效果？这是娄永琪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把“城市更新”和“科创中心

建设”两篇文章合二为一是他一直呼吁的

举措之一。

对于南京西路功能区的未来，他还有

很多期待。

“从开埠到现在，大家喜欢上海这座

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万千风情、魅力街

区、灯红酒绿、吃喝玩乐，更重要的是上海

一直是一座助力各种各样胸怀抱负的人实

现理想的城市，不管是革命者、文学家、教

育家、艺术家、实业家、创业者，都是如

此。”他说，上海不仅要有高大上，也要多

一些能包容“胸怀梦想的草根”的地方。要

降低他们进入的门槛，要为他们梦想的实

现提供温床。不一定是直接的经济补贴，更

重要的是环境、氛围和社群。

“从空间形态来说，南京西路功能区

可以考虑超级功能混合街区的模式，可以

是我在杨浦区做的         未来原型

街区实验的垂直版。一个大楼可以是公司、

实验室、居住及其它多种功能的混合体，这

里的居住单元不一定要有产权，可以很小，

也许   平方米就够了。能看到上海最美

的城市景观，下楼就是办公室、实验室、会

议室、路演大厅、孵化器、咖啡厅、酒吧

等。”

“在这个社群里的社交，全是高维度

的创新思想的碰撞，有了想法马上就能做

出来，做出来马上有人想着怎么卖出去。上

海现在恰恰就需要一批这样的地方，不一

定整整齐齐，但一定要生机勃勃！我经常给

人描述，我理想中的科创中心的街道应该

是什么样的？就是突然有人打开一扇窗，朝

马路上喊了一嗓子，说我有个想法要改变

世界，然后马路两边的窗哗哗全打开了，很

多头都探出来了，都要来听有什么好想法，

有什么机会自己可以加入，这才是科创中

心的氛围。”

结合上海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城市更

新，他说，要在认识上和机制上，把城市更

新和科创中心建设两篇文章当成一篇文章

来做。物质空间层面的城市更新不是最终

目的，城市更新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城市和

片区的创新能级。特别是中心城区的城市

更新，如果伴随着这一进程，能催生出一批

批面向未来的新业态、新经济、新品牌、新

社群，那么之前的诸如成本高、回收周期长

等的城市更新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我

们要重新设计我们的体制机制，去主动去

适应这种新的可能性。”

说到南京西路功能区的愿景，娄永琪

说：“它完全成为一个未来经济的巨大的

创新创业和线下体验原型社区，各种未来

的可能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交方式的方方

面面都可以在这里看到和体验。人们在这

里能找到超越固有想象和物以外的价值，

比如说是情绪价值，大家能在这里获得新

知识、认识新朋友，找到未来的就业机会，

甚至是获得实现自己理想的资源和投

资。”

至于他本人，娄永琪笑着表示，在南京

西路功能区“街力”计划中，他不仅仅可以

以专家的身份做一个“裁判员”，也非常愿

意躬身入局做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与各

路“神仙”共同创新，尽己所能集聚相关资

源，为南西探索一个个“燃点”，打造一个

个未来“原型”。

“南西也完全可以成为一所没有围墙

的全世界最创新和最开放的未来大学。”

晨报记者 何雅君

把城市更新和科创中心建设当成一篇文章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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