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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下午，由上海报业集团澎
湃新闻主办的2022澎湃城市更新大会在
上海长宁区上生·新所召开。本次大会
以“低碳友好”为主题，邀请来自建
筑、规划、经济、设计等相关领域的院
士、大师、学者，以及政府有关部门、
高校科研院所、设计单位、投资开发企
业的代表，探究“双碳”目标背景下，
城市更新政策、现状、难点与机遇，在

“以人为本”的宗旨之下，如何成为近悦
远来的友好之城。

政协上海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副主
席、党组副书记李逸平，上海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社长李芸，长宁区政协主席、
党组书记洪流，长宁区委常委、区政府党
组副书记、常务副区长岑福康，中国建筑
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建筑学会理事长曹
嘉明，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上海
市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伍江等出席。

会上，“澎湃新闻城市更新大会专家
顾问团”正式成立，20 位院士、大师、
学者，受邀成为首批专家顾问团成员。

本次大会还发布“2022澎湃城市更
新大会年度榜单”。榜单包括“城市更新
城市建设大奖”“城市更新公共服务大
奖”两项年度特别奖，以及“最佳低碳
案例”“最佳友好案例”“最佳空间影响
力案例”“最佳活力街区”等奖项，以表
彰在城市更新领域具有创造性、示范
性、影响力的案例和机构，激励全社会
更专业、更广泛地参与城市更新。

大会邀请三位重量级嘉宾进行主题
演讲。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王建国以《从自然中的城市到城
市中的自然》为题进行主题演讲，回溯
城市发展经历从“自然中的城市”逐渐
走向“城市中的自然”的过程，分析国
际相关学者对于城市发展与自然系统相
关性的专业理解。王建国认为这是城市
化进程的历史宿命。城市发展的“因天
材、就地利”的规划思想今天并没有过
时，未来城市发展需厘清不同的城市类
型、规模及现状特点，因地制宜，顺势
而为，创造兼具“生态性”及“在地
性”的中国有机城镇发展新模式。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
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以《城市更新与
历史建成环境再生》 为题发表主题演
讲。他认为，城市更新的对象涉及历史
建成环境，这个对象有实体的空间，也
有非实体的文化空间，两者相结合就是
历史建成环境，或可称为文化场所。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就是典型的文化
场所。其更新不是变旧为新，是内在的
活化为新，不是大拆大建为新，而是
留、改、添、拆为新。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中国城市规划学
会副理事长王凯以《城市更新：新时期
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为题发表主题演
讲，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城市更

新的政策背景以及近年来我国城市更新
的理论与实践，分析进入新阶段我国城
市发展趋势与规划供给的关系，并以居
住空间、历史文化空间、城市公共空间
以及工业遗址空间的更新为例，阐述城
市更新行动的重点与方法。王凯认为，
提高发展质量的大更新需要有一定的体
系，也要适应城市发展新的需要，还要
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和方方面面的力量，
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的资金渠道。

圆桌论坛环节，嘉宾们围绕“如何
成为友好之城和双碳目标下的城市更
新”展开讨论。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汤朔宁担任第一
场圆桌论坛的嘉宾主持。他认为，友好
涵盖了人和人的友好，人和城市的友
好，人和环境的友好，城市的历史和城
市将来的友好等方方面面，是一个关系
的学问。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建
集团上海院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认为，
城市友好并不是传统建筑更新，新建的
和改建的建筑，无时无刻不在体现我们
对于全年龄段人和城市之间的友好关
系。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华南理工
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孙一民表示，友好的
核心在于服务，城市以人为本落实服
务，建筑师为城市公共利益服务，被服
务的主体应是城市里的人民。华东建筑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首席总建
筑师张俊杰认为友好的城市要能为不同

人群提供服务设施和美好环境，且让公
众能够参与其中。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
院院长阮昕通过两个生动的案例，反思
是否身处一个友好的城市。

gmp建筑师事务所合伙人兼执行总
裁吴蔚担任第二场圆桌论坛的嘉宾主
持。AECOM 中国区高级副总裁、ESG
可持续战略与发展负责人张祺表示，城
市更新比大拆大建可以减少20%的碳排
放量，要用绿色金融支持城市碳中和和
城市更新。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建筑学会
副理事长李振宇则认为，应该用共享建
筑的理念减碳。融侨集团商业资产管理
总公司总经理俞波表示，在 A.F.A 上海
融侨中心项目的规划设计阶段，思考如
何在实现建筑所有的功能和经济价值的
同时做到节能减排，为碳中和作出贡
献，可以将新技术运用于材料中，实现
最终的目的。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
务(DCA)合伙人陈立缤认为，现在谈

“双碳”或环保更多的基于技术层面，还
应该通过少用来减少碳排放，城市更新的
角度就是多利用老房子。吴蔚总结，城市
的有机更新与多种改造模式相结合，探索
突破土地瓶颈、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用
地存量换生态、环境、人才、经济增量，推
动城市功能完善、空间合理配置、产业
结构升级、城市建设迭代升级。更新新
场景、焕新新商业、重构新城市，城市
更新让城市更美好、更绿色、更人性。

2022澎湃城市更新大会在沪举办
□孙 雯

国庆期间，陕西省榆林古城的凌霄
公园正式亮相。

凌霄公园改造作为榆林市委、市政
府 2022 年确定的“十件民生实事”之
一，是榆林市为实现老榆林城南门外记
忆的一个民生工程。为了应对榆林古城
尤其凌霄塔片区城市更新的重重困难，
以及榆林城市转型第一步的严峻挑战，
全面开创榆林古城保护开发工作新局
面，榆林市榆阳区委、区政府与北京
CBC 建筑中心共同发起“相约榆林·
对话古城”榆林古城更新计划，以文化
为引领，以“人”为核心，以优先保护
历史，彰显特色，创新产业发展为原
则，对古城开展保护与活化，改善居民
生活品质，吸引外来年轻人，助力榆林
发展为具有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节点城
市。

榆林古城更新计划采用大师工作营
及大师邀请赛等模式，为榆林古城寻求
最佳发展路径。

大师赛邀请到王向荣设计团队、玛

莎·施瓦茨设计团队、俞孔坚设计团
队、朱玲设计团队四家国内外一流景观
设计大师团队共同参与。经过多次现场
实地勘察、座谈会、中期汇报、方案评
选等工作环节，在各方领导专家的提议
指导与设计团队不断优化方案下，最终

北京林业大学王向荣教授设计团队方案
《南门外的记忆》荣获大赛优胜。

设计方案秉承尊重场地历史文化气
质与内涵的理念，以陕北特色的地景风
貌、有序的景观层次及克制的建筑形式
展示了古城古塔之美，使得片区更新与

城市环境、山水环境、文化环境高度融
合。方案对场地现状充分研究考虑，具
有高度可实施性的同时兼顾了当地城市
居民日常休闲的需要，落实了“还景于
城，还城于民”的建设目标。

设计方案依托环境地貌与现有要
素，通过建设绿色空间、复原历史资
源、塑造地景建筑、引入多元活动等方
式，创造了一个具有地域特色、饱含历
史与文化记忆、兼具门户形象、承载公
共生活的塞北古城文化公园。原址重现
原榆阳桥，充分融入榆林八景及其他中
国传统文化元素，重现榆林古城“塔为
笔、河为墨、城为纸、桥为砚”的“笔
墨纸砚，文房四宝”历史图景。国庆期
间，“相约榆林·对话古城”国庆主题
活动以凌霄公园整体作为演出空间，融
合榆林卫城、凌霄塔、榆阳桥等景观，
结合快闪、乐器表演、合唱、舞蹈等多
种表演形式，展现魅力榆阳的自然美、
人文美、时代美。

（CBC建筑中心）

榆林古城更新计划之凌霄公园正式开放亮相

10月6日，“喜迎二十大，红色新街
口”系列活动之新街口地区红色印记探
访活动在北京建筑大学北京老城保护更
新基地正式启动。

“探游新街口”项目，将“新街口老
味道”通过线上展示和线下实体空间体
验的方式进行推广，串联红色脉络、文
化古迹、招牌美食、文创亮点的创意互
动体验线路，使全国受众可以了解首都
城区街道的深厚文化底蕴，北京居民可
以通过实地打卡与互动问答方式，增加
对老北京街道文化历史的深度了解。

文化来自于生活，只有走进社区、
街道，走进百姓生活场景，才能深入感
知当地的文化内涵。

“有人存在的文化才是活的文化”，
对一个地域的认知，不能只停留在知名
建筑古迹、旅游景点上，或是一些知名
历史典故上。既要了解地域文化的“骨
架”，更要了解地域文化的“血肉”，而
走进大众生活的历史街区，才能更好体
味其“血肉”。“探游新街口”就是将现
实生活中的街坊与曾经的红色脉络、留
存的文化古迹链接起来，走进一直生活

延续的历史文化街区，感受老北京人的
习俗与传承，老一代革命家的生活足
迹，身临其境，与参与者的思维形成切
实链接，感受实实在在的文化元素、文
化场景、文化脉络，建立起立体文化感
知，从而建立起更坚实的文化自信。

文化需要挖掘、梳理与传承，“家
乡”情节更能触碰到人们心底的温情。
此次“探游新街口”活动，吸引了街坊
邻居、男女老幼的踊跃参与，并称赞

“这个活动策划得好，让我们对家门口的
文化历史有了更深入的认知，无形之中

增加了对社区、街道的热爱，而且在参
与过程中既锻炼了身体，也获得了打卡
挑战的欢乐！”

今后，该项目将以北京老城保护更
新基地为窗口，设计更丰富的“探游”
活动，更深入挖掘新街口，乃至西城区
的文化印迹、特色美食、文创产品、休
闲场所等，通过“探游”串联起来，带
动区域文化传播与旅游发展。针对性地
设计特色IP印章、徽章、打卡地图、衍
生品等，与文化点位链接起来，通过基
地向社会开放展示。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建筑大学北京老城保护更新基地组织策划

新街口地区红色印记探访活动正式启动

新冠疫情为设计课程教学的开展造
成了一系列障碍，不过，也提供了反思
设计教学，拥抱“元宇宙”技术的机
会。天津大学城市设计教学团队通过融
合互联网教学技术和社会资源，形成了
一套卓有成效的创新性线上教学方式。
2020年，相关教学成果整理为“天津大
学城乡规划专业设计课线上教学的机遇
与挑战”一文，获得教育部“停课不停
学”在线教学实践推进研究成果奖。

“云实验”
由陈天老师主持的虚拟仿真实验平

台，整合教学团队科研成果及实践项
目，形成对标课程内容的国内外城市设
计实践案例库，强化教学应用性。目前
已有专题型案例近50个，可互动型案例
50余个，用于课堂讲授及课后拓展。将
交互程度与体验性更强的虚拟仿真教学
手段与MR技术引入课堂，从被动式转
向互动式教学，提高教学的形象性与实
操性。该平台访问量已近3000人次，并

已推广至澳门城市大学、北京建筑大学
等高等院校教学使用。

“云调研”
在 2022 年夏季开启的居住区课程

中，天津疫情突发，学生被禁止出校，
以往的基地调研与踏勘难以成行，然而
对基地的认识是开展设计的基础，难以
取代。为保证设计教学的顺利开展，教
学组长侯鑫老师亲自赴基地拍摄，采用
无人机和全景摄影的手段，采集空中和
街道的实地三维全景照片，并借助 720
云平台，实现全景影像的实时浏览。同
学们经由这一方式，完成了基地“云调
研”，顺利展开设计。疫情好转后，同学
们又赴实地补充调研，保障了设计的按
期进行。

“云讲堂”
存量规划与城市设计论坛，是天津

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设计教学团队结合存
量规划与城市设计教学发起的一系列精
悍、及时、针对性强的学术讲座，该系

列讲座紧密结合团队在设计教学中面临
的问题和城市存量更新中的热点，采用
SPOC （小规模视频公开课） 的模式，
邀请规划专家、历史文化学者和学术大
咖，进行的专业知识研讨活动。该活动
始于2021年，至今已邀请15位学者、专
家进行演讲，取得良好的教学科研反
馈，教学团队将继续开展这一系列活动。

“云媒介”
徒手绘制是城市设计的基本手段，

在方案推敲、设计沟通、成果展示中的
作用即使在计算机辅助设计高度发达的
当前，仍有难以替代的作用，教学组将
徒手绘制作为设计师的一项重要基本能
力加以培养。在线上教学平台中，面对
面的表情、动作、语言等交流方式受到
限制，一张比例精到、内容清晰的手
图，反而因其“一图胜千言”的特性，
成为串联众多“云平台”的重要媒介。
当然，教学组并不拘泥于传统纸笔的工
具限制，电子纸上的手图，仍然可以完

整表达设计理念，而且用于线上交流更
为便捷。

“云展览”
存量规划作业展是天津大学城市设

计教学团队应对城市更新进入存量时代
提出的实验式教学创新，每年选取天津
市存量更新地块进行城市设计，作品采
用模型加图纸的综合呈现方式，面向公
众进行展览和评分，社会反响热烈，学
生收获也很多，至今已举办七届。

第7届展览于2022年1月至5月天津
大学卫津路校区图书馆北馆展出，原计
划在天津最具盛名的历史商业建筑——
劝业场同步举行的面向公众展览，后由
于疫情缓办，为了促进规划教学与公众
之间的交流，教学团队将该展览转变为
线上虚拟展出的形式。展览反响热烈，
教学组还内置了留言板，成为沟通校园
内外的桥梁。

（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系三年
级设计教学组）

如 何 在“ 云 ”上 做 设 计 ？
天津大学城市设计教学团队应对疫情的教学创新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共产党
党员、著名地理学家、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谢凝
高，于2022年10月3日20时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谢凝高先生1934年出生于浙江温岭，1955年考入北京
大学地质地理系学习，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一
直从事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城市与区域规划等方向的教
学与科研工作，2003年1月退休。曾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风
景名胜专家顾问、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
计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是我国享有盛誉的风景学者和规
划专家。

谢凝高先生是我国风景环境科学研究和风景名胜区事业
的开创者之一，实践经验丰富，理论成果卓著，先后主持了
泰山、普陀山、雁荡山等20余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出
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不仅建构了完整的风景
美学理论框架，而且还对中国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研究和世界
遗产申报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参与完成的《国家十二
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研究》系列课题荣获1988年“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谢凝高先生主持了其中的《我国风景名胜
区的性质、问题和利用》并获得“个人突出贡献奖”。1984
年，创建北京大学风景研究室，1984-1986 年主持完成的

《泰山风景资源综合考察评价及其保护利用研究》，创造性地
运用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组织16个学科对泰山进行综合
研究，“是我国风景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获
得建设部1987年“科技进步一等奖”，后在此成果基础上完
成了泰山申报世界遗产的技术文件。1998年参加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全球战略会议，发表的“自然和文化有机
融合的遗产是人对自然的精神联系”内容增补进《世界遗产
操作指南》。同年，创立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我国第一个研究世界遗
产的学术机构） 并任主任。2005年7月，与郑孝燮等11名专家学者联名致信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倡议中国设立“文化遗产日”。2005年12月，国务院
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体现了党和
国家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远见，提高了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
意识。2002-2014年，出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风景环境规划设计学术委员会主
任委员，2006年获得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特别奖”，2011年会荣获中国风景
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2022年荣获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终身成就奖”。

五十多年来，谢凝高先生始终工作在风景名胜第一线，深入考察过我国
200多座名山，被誉为“当代徐霞客”。他为人正直严谨，坚持原则，一生致
力于中国风景名胜和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山水文化精神传播，多次在中央电视台

《新闻会客厅》《东方之子》《百家讲坛》等栏目普及风景遗产知识，并为保护
风景区和自然文化遗产多方奔走呼吁，给国家领导和主管部门上书建言，因而
又被誉为中国的“风景卫士”。 （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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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宜兴国际未来社区概
念方案评审会在宜兴环科园召开。经过
最终遴选，由悉地国际设计顾问 （深
圳） 有限公司与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
务所联合体设计的概念方案被正式采用。

今年 6 月以来，宜兴环科园面向全
球征集“中国·宜兴国际未来社区 （文
体科创组团）”概念方案，共收到30家
申请人报名参与。经过第一轮初筛，同
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
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悉地国际设计顾问 （深圳） 有
限公司3家设计单位入围专家评审会。

会上，专家组按征集文件的要求，
对各入围单位提供的概念方案进行了评
审，最终敲定了与宜兴环科园发展匹配
度最适应的“铜峰叠翠”未来社区概念
方案。

项目用地位于宜兴环科园，紧邻龙
背山森林公园及宜兴国家森林公园，北
侧为东氿和西氿，规划总用地面积约
145.86亩，规划建设集“文、体、科创
办公、商业”四种城市功能于一身的国
际未来社区。

项目以打造尊重宜
兴文化、融入宜兴自然
的城市新地标与彰显宜
兴魅力、增添宜兴活力
的城市新中心为设计目
标，提出采用延续城市
特色文脉的设计理念
——“铜峰叠翠”，体
现宜兴山水地理，同时
附以千年陶都文化，以
最自然、最生态、最宜
兴的方式“以城塑城”。

建筑灵感来源于宜
兴“铜峰叠翠”的自然

山水和代表宜兴特色的紫砂文化。建筑
以“横向百叶+玻璃留白”的立面肌理
模拟山势地形，外墙面采用紫砂粉末喷
涂立面材料，建筑风格简约大气、主题
鲜明、细节精工，高标准体现国际化社
区形象。

项目被城市道路划分为东西两个地
块，西侧地块集中布置文体业态，东侧
地块集中布置商业及科创办公，通过空
中环形跑道将所有业态串联整合，形成
周边群山林立、中间体育公园的空间形
态。总体规划有8个建筑单元，涵盖十
大功能，包括体育馆、健身馆、体育主
题商旅中心、成人教育学院、美术馆、
图书馆等。

“打造最强增长极，建设美好新城
区。”中国·宜兴国际未来社区项目的建
成，将补齐城西区域发展短板，最大程度
地完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打造市
民身边的高品质社区。同时，还将进一
步推动科产城人融合发展，助力宜兴文
化生态国际旅游城市建设，成为新时期
宜兴城市发展的一张靓丽名片。（ABBS）

“铜峰叠翠”中国·宜兴国际未来社区方案公布

9月25日，三亚国际艺术港建筑设
计方案国际征集专家评审会在三亚举
行，国内建筑、交通、剧院运营等领域
的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的结合方
式，对应征方案进行集中评审，经过答
疑、讨论及投票环节，最终从8个应征
设计方案中评选出3家优胜方案。

3 家优胜方案分别为扎哈·哈迪德

建筑事务所与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联合体提交的《三亚之帆·迎风待
翔》方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与中规院 （北京）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联合体提交的《海之翼》方案，北京市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挪威的斯诺
赫塔建筑事务所联合体提交的《三亚之
翼》方案。 （设计快讯）

三亚国际艺术港建筑设计优胜方案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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