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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上海申窑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歆翱实业有限公司 ( 一期 )
   上海叶明实业有限公司 ( 二期 )

设计团队
一期：吴从宝 ( 项目主管 )、林益洪 ( 驻场建筑师 )、王珏、陈卓然、陈晗、

朱成浩、胡启明、文天启、周斯佳、宣佳丽、马腾、王军、杨一萌、周哲、

林璨、贺雨晴

二期：吴从宝 ( 项目主管 )、林益洪 ( 驻场建筑师 )、王珏、陈卓然、宣佳丽、

杨一萌、周哲、林璨、贺雨晴、王宏宇、雷施宇

结构顾问 张准

机电顾问 高新太、郁利华、苟少波

施工单位 上海歆翱实业有限公司 ( 一期 )
上海叶明实业有限公司 ( 二期 )

基地面积 一期：1.58 hm2 ；二期：4540 m2

建筑面积 一期：1.44 万 m2 ；二期：6936 m2

结构形式 框架混凝土 + 钢结构

摄影 朱思宇

2 一期东立面，弧形母题
3 园区入口
4 一期西立面，西侧凸出体量的外墙拆除，裸露出工业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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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轴测

天窗细部

三层走廊剖面图

Section of 3rd Floor Corridor

0 4m1 2

0 4m1 2

1

1

3
3

57

2
2

4

4

6
6

1  防水层

2  现浇钢筋混凝土翻口

3  密封胶封闭

4  2.5 厚铝批水板

5  50×100×4，热镀锌方钢，表面氟碳喷涂色同窗框

6  50×100×4，热镀锌方钢支撑，表面氟碳喷涂色同窗框

7  6+12+6.76，钢化中空下层夹胶玻璃

L4 工矿灯钢索固定于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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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外立面
6  一期中区天窗
7  一期公共走廊
8  一期景观中庭

一期东区厂房采光井设计

一期片状弧面谱系的立面

一期西区三层公共走廊透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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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二期东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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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素胚瓷片：申窑艺术中心的延续性与差异性

本项目历时 5 年，从开始之初未曾出现 “存量”一词，到今天已

成为最火的热潮，我认为这本身就别具意义。申窑艺术中心项目地块

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华江路，北面紧邻京沪高速。周边环境嘈

杂—环绕着众多处于拆迁的厂房废墟、老旧且密集的住区，甚至紧

邻河对岸至今还有人居住的村落等 ( 图 1)。这片处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的转化状态下、保有工业遗存景象的厂区，随着江桥镇被纳入虹桥商

务圈，急需一轮全面的城市更新来优化升级，以适应城市的新发展。

厂区作为 1990 年代遗留的产物，包含一栋由办公楼、东西两组

大空间厂房以及数个附属构筑物组成的“生产综合体”( 项目一期用

地 )，和一栋建造之初为多层厂房的宿舍楼以及北侧相连的一层食堂

( 项目二期用地 )。设计保留原有的建筑结构和场地，以一期的 3 部

分体块和二期建筑组成的单体，划分出四大区域，加上北广场柴窑实

现“4+1”的体量关系。

“一件成功的陶瓷作品背后是 99 件被打碎的瓷器”是园区业主罗

敬频先生诠释自身对陶瓷艺术的理解 。设计方案受此启发，将园区

与陶瓷主题相结合，以“素胚瓷片”为概念。为呈现原空间的工业属

性以及更好地被入驻企业及人群所使用，透过内部增量，赋予园区新

的艺术氛围及业态内容。 

加法与减法
— 增量与存量的更新策略

Addition and Subtraction
Regeneration Strategy of Incremental and existing volumes

[ 刘宇扬  吴从宝 ]
LIU Yuyang, WU Congbao

作者单位
刘宇扬建筑事务所 ( 上海，200031)

收稿日期
2019/05/24

一期通过梳理建筑内部体量，在原有的大空间结构中灵活地设置

并创造不同尺度的多重展示空间，在满足功能的同时注重塑造空间的

趣味性，将其从原来的“生产综合体”转换成包含展览、工坊、培训

等功能的“文创综合体”( 图 2)。
透过策略性的动作，我们选择正交与曲线组合将“素胚瓷片”抽

象为片状弧面演绎 3 种谱系，以抽离出来的片状弧面形成了建筑外立

面的原型母题：内凹的弧形门斗、适应不同空间尺度窗户的弧面窗套、

联系阳台上下层贯通的弧面钢板幕墙。这些被系统组织的弧面作为构

16  二期一层中庭主入口
17  二期办公大堂
18  二期室内楼梯

1  申窑艺术中心改造过程中西北侧鸟瞰 2  一期功能布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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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泥土素胚到陶瓷艺术品的演绎与延续。

作为园区最核心的中庭广场，是两期元素融合的最精彩的表现。

原一期西区凸出的室内空间与二期产生了拥堵与割裂的关系，业主希

望将其整体拆除，我们将此视为一个机遇，进一步地说服业主以骨架

外露的方式将带有历史遗迹感的工业景观保留了下来 ( 图 8)。从这一

点上，园区整体消解了相互排斥的可能，两期建筑都更为精彩；其次

整体风貌增进了历史遗存感；最后结合景观水池赋予了其工业意识与

人文情感。

2  推进落地：业主与建筑师的合作与共赢

在宏观的景观改造乃至设计过程中，园区 3 个业主之间虽然有一

些基本的区域划分，但是在沟通过程中会考虑更多的自身利益。建筑

师的建议在此时显得尤为关键，我们务必保持中立与整体的判断思维，

始终与园区整体规划在宏观方面保持一致。 
建筑师的角色需要取得各方的平衡；其次建筑师提供对建筑实际

执行更有远见的裁判，以维持共赢的均衡局面，或者说这是考验建筑

师的提案能力，既需满足 3 个业主各自诉求，又要满足公众对整个园

区的认同，当然还需保持建筑师或者建筑自身的立场，在空间美学上

也达到均衡的处理。 
落地过程中其实近 50% 的设计是在施工阶段完成的。主要有两

个原因：第一，这类项目的特点是原始的图纸或测绘都难以精确地反

映它本身现状条件，尤其是一些未拆除、完全裸露的现有结构。在施

工过程中会发现很多问题，设计也随之在后期进行调整。在不同阶段

对设计的深度进行有效掌控，而并非一次性地完成精细化。第二是业

主招商时提到的动态，业主的判断不像成熟的开发商有标准化的质量

管控体系，其对项目知识储备的不足反而成为优势。从一种最粗放的

自主招商的层面上，相比于开发商通过团队策划的模式，对市场有绝

对的敏感度，在自我调整的过程中使设计也在不断演变，空间策略在

基本框架下允许许多变化，以及将动态性融入稳定体系当中。

我们通过这个项目的不断沟通建立起完整的跟进体系，经历 4 年

件，散落在厂区立面的各个位置，赋予建筑特有的立面特征，由此呈

现出与陶瓷艺术相契合的主调性 ( 图 3)。
进一步地，通过对南立面主入口大尺度门斗空间的通高结构单柱

进行裸露，将南面相对消极的通道，变为具有标识感与引导性特征并

向外延展的立面空间 ( 图 4) ；以减法的退让将厂房西区南面的屋顶拆

除，展现出其骨架并形成开放的露台 ( 图 5) ；于厂房中部置入半开放

的中庭景观连廊和玻璃天棚，空间自然地被分成两组；东侧办公楼的

前场区，结合序列布置，将厂区通道改造为宜人的街道界面；最后西

侧凸出体量的外墙拆除，形成了一个核心工业构架的景观聚焦点。

二期在整体建筑设计策略上，延续了以“素胚瓷片”为概念的原型。

从运用到一期的立面形式语汇到二期成为空间上演化的体现；从较为

粗放的体量策略到精确地介入空间并保留工业遗存原有的风貌，是尝

试打破与增容，并以空间递进的设计手法来表达破碎与重整的结果。

时至今日，历经改造与业态的转变，原多层宿舍最终由建成之初

的精品酒店变为艺术园区内的多功能办公空间，不变的是空间环境提

升所带来的文创艺术氛围。

在对南侧原结构框架梳理后，将原一层 6m 的层高降低，入口处

掏空形成大堂主入口，2~4 层楼高往下扩展，以钢结构加设变为 4
层的空间。顶部增加一层使高度与一期形成错落的关系；此外食堂保

留一层形体并增加与南侧相近的楼高。从立面上结合置入弧线的应用

对空间特色进行挖掘，将原形态秩序打破，经过立面上的退让与延伸，

自然地形成一些露台。南侧原建筑部分的更新在立面上体现得更为多

变，新增的部分所呈现的是更整体的空间体量关系 ( 图 6、7)。新旧

的融合既体现出视觉形态的对比，也形成了独特相互呼应的关系。

素胚陶瓷的美学演绎与运用的过程中，一期和二期既是同一园区

的统一系列，但空间特性又不尽相同。一期厂房整体使用白色墙面和

银色镀钛不锈钢板与裸露的深色原结构搭配，以节奏性的弧线片块形

成序列感更强的组合切割原庞大体量；而二期则透过弧形空间的演绎

将建筑消解到难以感知原有的秩序。与此同时立面上运用红色陶土砖

搭配白墙犹如陶瓷内胆外露，因此某种意义上以精致化的过程呈现了

施工，一期与二期分别进行了 49 次与 47 次的工地会议、20 次与 25
次重要的设计变更，正式汇报会议共进行 17 次。数据统计涵盖了整

个设计与现场施工的过程。 

3  城市前沿：后工业时代的城市遗存更新

从城市维度再回顾这个项目，很多情况下建筑师可触及到城市发

展最前沿的某些点，而且往往是一些有别于传统城市开发的、被人忽

略的细微场地。被偏中小型业主与其特有的敏锐嗅觉寻求出商机，业

态很灵活，哪怕可能由于资金、招商等各方面的问题，导致在中途业

态改变，此种角色也能快速转换。与大资本进行作物式的开发项目不

同，小而精的项目拥有更多元化、更具生命力的体态，也直接论证了

在城市更新或者历史遗存的改造项目中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

不失为可行的途径。

就空间价值而言，工业空间与一般民用建筑或商业建筑存在着根

本性的差异，在结构、立面等各方面相对粗犷，让我们能够更放松地

在这些大空间里实验不同的业态、构造、增量的方式，以及根据人群

在空间的行为进行改造，灵活度非常大，成本也相对小，这种实验性

使得城市空间使用方式拥有更多可能性。工业空间跟办公楼、商场或

者住宅的改造相比，它更像是小型的城市载体，在里面开展不断的面

向未来变化的城市综合体式改造，这是工业空间中保有的最大价值。 
在营造园区之初整体氛围设计其实是一个挑战。一期东侧的办公

空间作为厂房前场，它的界面朝着前面的公园，形成相对独立的气

场；园区方案设计中保有一个很重要的灵魂是北侧空场，业主希望将

来建成柴窑；厂房原场地东西之间由于墙体的封闭使得整个场地是割

裂的，将外墙拆除后使前后场的空间形成通透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

二期相对容易被忽略的是酒店朝着京沪高速、沿河岸这个界面的设计，

室外廊道的内透处理以及与周边的空场之间的整合形成了外摆的空间

( 图 9)。
回溯原局促的外部入口，我们将原违章加建的小玻璃房如同外科

手术般地切除，一些场地周边的城市肿瘤被切干净了，入口的口径设

置到最大，处理预留出道路、传达室，以及入口广场地景形成 “窑”

的意象。入口旁原有的三角荒地，由建筑师陈嘉炜设计为开放性景观，

与申窑接壤处形成 1m 的高差，我们将原园区围墙改为挡土墙和小台

阶，与公园构成了连接联动。 
对于地块扩展以及使整个场地进一步激活，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

的规划所能做的事情，在今天的城市发展进程下，它以一种渐进式的

方式进行工作。业主同时也希望租下西侧村落的几栋民房改造为艺术

家工坊，并用桥梁连接，这就是这种城市狭缝之间能够长出新的业态

的生命力。 
面向未来此片区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意图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

完善空间；另一方面，在“设计解剖”与重塑文化的同时，让本区域

成为周边市民参与的互动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在未来，改造后的“申

窑艺术中心”将作为北虹桥艺术示范园区与东侧的公园相呼应，成为

激活城市存量再利用的有效设计。

3  一期立面：片状弧面作为母题 4  主入口大尺度门斗，裸露的通高结构单柱 5  西区南面的屋顶露台 6  改造前场地原貌 7  二期立面的退让与延伸，形成的错落关系与露台

9  二期沿河岸的界面

8  场地中保留下来的工业遗存紧密联结着一期与二期

图片来源

图 1, 3~5, 7~9: 朱思宇摄影

图 2, 6: 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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