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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成为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使城市物质空间满足人们新的需

求，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使每一寸土地都能得到充分利用是至关雯雯的。对城市空间进行局

部、微小的改变往往能激发城市自身的能动性，避免了回大规模改变城市空间环境所带采的诸

多不确定后果。本书围绕城市微更新这一话题，以理论结合案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近年来颇

具代表性的城市存最空间设计与改造实例，包括城市滨水空间改造、老旧工业建筑改造、老｜日

独立居住及办公空间改造、商业空间及商用建筑改造、城市广场改造、学校改造等项目类型，

通过改造前后对比、局部初设图纸、高质垦的实景照片，向读者全面展示项目改造过程。

本书适合建筑师、相关专业院校的师生，以及关注城市发展、对城市微更新感兴趣的人士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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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吕

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在近 20 年得以加速，城市的面貌日新

月异。研究城市化的进程就会发现，城市其实一直处于变化

之中，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不断地生长。城市从诞生Ju长大，

再到蓬勃，一亘在“新陈代谢”。当然城市也会老去，历史

中也有不少城市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人类历史中，科技发展其实是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无

论是工业革命还是信息革命，生产方式的转变，都带动了城

市地块功能的逐步转变。比如原来城市核心区的码头建筑，

因为铁路运输的发达而逐步废弃，这是物流方式转变带来的

城市地块功能的变化。城市化进程最大的表象是城市人口的

剧增，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居住空间、交通空间和公共空

间。城市扩张、工厂逐步外迁，留下城市“棕地”需要进行

更新改造。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也带来了更多的剩余空间，

一种是城市设施自身的富余空间，如立交桥下，另一种是城

市设施之间的挤压空间，如口袋公园。这些也是需要不断更

新的场地。城市建筑自身也有寿命期限，当城市的细胞（尺

度从一栋楼到一间房）因为年代久远，不再适宜居住或功能

转变肘，则需要更好的更新方式来对待它们。

城市不仅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因为它是连续生长的，由

无数个小的单元模块或者不同功能的地块整合而成，随着中



UAO 瑞拓设计由辛涛

和梁海峪联合创立于 2005

年。 UAO 想表达的思想是原

创的城市与建筑设计（urban

arch, lecture orig i na I ），主

张任何设计都必须摆脱单一

的建筑师思维，力推将规划、

建筑、室内、景观一体化考

虑的原创精神，提出“大景

观＋微建筑＋一体化”的

王题。在 UAO 看来，无论是

大景观还是做建筑，抑或是

室外的景观及室内的设计，

都要倾注全力来表达完整的

原创思想。

李涛提出“素材、自

然与身体”的设计方法论，

即利用纯净简练的材质，

把自然条件放在设计需要

考虑的第一序位，从自身

的感受出发，创造诗意的

指居地。由李涛主持设计

的作品曾多攻发表在《世

界建筑》、《景观设计》、

《世界建筑导报》、《 id+c

室内设计与装侈》、《hinge 》

（香港版）、《中国设计年鉴》

等杂志或书籍上。

李涛

UAO 瑞拓设计创始人、主持建筑师

23 年建筑、景观、室内设计从业经验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武汉大学建筑设计课程特聘老师

2019 军同济大学中荷设计工作营评因老师

2020 年湖南大学中日设计工作营评国老师

2021 年第四届中国室内设计新势力榜全国 TOP10

国城市化逐步走向更加集约、精致的阶段，大拆大建的模式

已不多见，城市微更新却可以像针灸手术一样对更小的地块

进行更新改造。微更新，它的对象是小尺度的，它的方式是

渐进的，它的原则是保护性的 能留下的建筑特征和文脉，

会被最大限度地保留。

既然是更新，而不是推倒重建，那么就必然涉及更新的

载体：现存场地或现存建筑。也必然涉及更新后的新结构，

新｜巴结构之间，是对话和并置的关系。新i日结构的距离，不

仅是物理上的距离（比如很多｜日改项目，可以将新旧之间脱

开一定距离，微小到几厘米的缝隙或者是材质上的对比），

也是时间上的距离（｜臼结构使用的是当年的工艺，新结构必

须用当代的工艺和材料），进而产生心理上的距离。这种距离，

并不是要刻意形成好坏的比拼，而是彰显时间的流逝，与年

代感的并置。并置，一直是微更新的原则和必然手法。留存

文脉，彰显并置，植入新的功能，从而给老｜臼场地或建筑注

入新的活力。

除了并置的原则，微更新还有很多具体的手法，比如老

的结构，新的表皮，我将其称为“新包老”，比如 MAD 最

新的珠海银坑艺术中心方案“穹顶下的村庄”；也可以是老

的表皮，完全新的内核，这是“老包新”，比如青山周平的

苏州有熊文旅公寓，也可以是老的下层基础，新的上层结构，这是“老

下新上”，比如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汉堡易北爱乐音乐厅，还可以

是局部的替换，这是“局新换老”，比如 UAO 瑞拓设计的良友红坊

ADC 艺术设计中心；还有就是“全新换老”，这个提法更适合于城市

的剩余空间，比如口袋公园，它的旧体现在它的用地边界、周边的老

建筑或既有功能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地块本身因为改造而对周边的

建筑或人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俞挺的水塔之家。

城市微更新是那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城市化的发展带来城市的

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会是微更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大胆预测

一下，未来的城市，因为自动驾驶科技和共享经济的发展，汽主在不再私有，

全部自动驾驶，个人或家庭不再需要自有车辆，汽车数虽会大大减少，

那么大擎的停车空间必然会闲置，需要转换功能； j气东数量的下降也会

带来城市交通空间的闲置，如跨越江河的桥梁、高架桥等，这些也需要

更新。城市化的发展也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目前的住宅产品，也会向适

老化更新……肠想未来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大开脑洞的有趣思维体操。

但是无论怎么畅想未来，无论城市如何发展，城市的使用主体是人。

围绕人的使用、提升人的愉悦感，是所有城市微更新的不二法门。也

正是围绕“人”的尺度来展开的更新，才是“微”更新，而不是“城

市设计”或“再造新城”。充分照顾人的感受，才是微更新永远的正

确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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