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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更新出发研究辅德里公园升级改造的意义及影响

焦智伟
上海北斗星景观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 202150

摘� 要：辅德里公园尊重过往、创享未来是本次城市公园更新的宗旨与课题，通过对上海公园城市建设理解的思

考，倡导市民花园生活理念的梦想实现，通过对原址内中共二大会址、平民女子学校、统战源、共青团等历史纪念

性保护建筑及故事事件的调研，通过对原绿地园路、老旧房屋、设施、植物、山体、标识等的精细调整及功能提升，

把建筑更新充分融入其中，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体统一去思考，提出“锦绣花开、红色漫步、诗画未来”的

主题，着力塑造五园十景的海派公园空间新格局，成为历史人文风景观览、市民休闲共享、特色园艺疗愈于一体的开

放式都市花园。从风景园林本源出发，让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四时锦绣图，在徐徐打开中折叠时间与空间，穿越历史与

人文，跨越山川与秘境，让人们在公园的晨昏日暮中感知海派园林生长、友好、沉浸与融合的大地风景之美，感受海

派文化的怀古幽思，心灵治愈，和合而鸣，诠释城园耦合中的理想人居的桃源仙境，于此用脚步丈量城市中的山水自

然，解读历史与人文，在原汁原味的石库门建筑中回味过去、沉浸当下和憧憬未来中再启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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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上海辅德里公园（原延中绿地静安段）是市

府的重点工程，是市委、市政府为改善上海生态环境、

缓解中心城区的“热岛效应”，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公

园位于延安东路以北、老成都北路以西、大沽路以南，

原址内有中共二大会址、平民女子学校、统战源、先锋

广场等历史纪念性保护建筑，也拥有上海城市公园中罕

见的大体量黄石假山，是中国山水园林和历史文化和谐

交融的城市绿地建设典范。周边有住宅、写字楼，也有

往来中共二大会址参观的游客，公园有着分时段大量的

使用人群。公园自2001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后，20多
年来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提升改造。目前的功能已经不能

满足城市发展、市民休闲、游客参观的需求。无法满足

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活动空间的需求，更新改造

刻不容缓.
1 设计策略

1.1  梳理提炼—建筑和景观整体统一设计
根据对场地踏勘结果，我们作出调整规划布局，对

各个区域经过重新的功能定位与特色主题提炼，并加以

命名。优化路网结构，打通路网断点、增加无障碍设

施，并增加从地面经崖壁到空中的林下漫步道，重点优

化植物结构群落、梳理过密的植物、丰富植物品种，开

辟林下花园空间；扩大原有水域面积建成生态净化的湖

区、修缮管理用房及厕所、新建市民园艺中心等为游客

服务的幸福驿站、修缮原有的景观亭、更新公园照明系

统、完善公园标识标牌、建设智慧公园系统等。我们的

目标是从城园融界发展的公园功能出发，坚守风景园林

为人民服务的“正”，创海派园林的园艺之美、艺术之

美、生活之美的“新”。通过本次更新优化提升服务能

级，融入多元功能，开放新的主题共享空间，使得公园

对市民、对游客更友好、更尊重，最终实现游园者从身

到心的疗愈，成为都市中、家门口的理想生活桃花源。

1.2  提出主题—锦绣花开、红色漫步、诗画未来
经过以上的现场勘探与综合各方面的思考，我们提

出“锦绣花开、红色漫步、诗画未来”的主题，着力塑

造五园十景的当代海派公园空间新格局，期望更新改造

后的辅德里公园成为城市与公园无界融合的典范，成为

中国山水园林与历史文化和谐交融的一个课题探索，成

为历史人文风景观览、市民休闲共享、特色园艺疗愈于

一体的开放式友好型都市花园[1]。我们从风景园林本源出

发，让一幅幅美轮美奂的四时锦绣图，在徐徐打开中折

叠时间与空间，穿越历史与人文，跨越山川与秘境，让

人们在公园的晨昏日暮中感知海派园林生长、融合的大

地风景之美，感受海派文化的怀古幽思，心灵治愈，和

合而鸣，诠释城园耦合中的理想人居的桃源仙境，于此

用脚步丈量城市中的山水自然、历史人文，在原汁原味

的石库门建筑中回味过去、沉浸当下和憧憬未来中再启

征程！不忘老故事，营造新故事！

2 建筑更新点睛之笔

2.1  浮生得闲—偷得浮生半日闲，人间至味是清欢
锦山区域设置了红霞芳菲、瑶台烟云、翠林浸染三

个景点，绣湖为原来的湖区扩大而来，C位新设了浮生得
闲一个景点，升级改造前为原有公园内的道班房（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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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农药等杂物）与小绿地，坐拥公园的C位，没有发
挥出该有的统领园区作用。保留原有框架，充分把视野

打开，在观湖、赏花、阅染、听风的最佳位置设置大面

落地玻璃，增加全天候观赏效果，增设联系屋顶台阶步

道，把屋顶打造成360度观景平台，同时起到联系园区其
他区域的作用，将其改造成游客服务驿站与英式花境花

园，呈现市民园艺、咖啡小憩等多功能的湖边驿站与自

然花园的有机结合，作为园区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公

园的功能完善补充。

2.2  商业隐藏—经济决定上层建筑的背后英雄
公园拥有上海城市公园中罕见的大体量黄石假山，

沿坡设计种植特色的杜鹃形成“醉红坡”，沿山体种植

悬崖松树建成“松美学馆”，空中栈道两侧种植各类

枫树形成“枫林晚”，竹林中种植各类苔藓与蕨类形成

“青衣境”。于是从山脚的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到山

顶的四季和美的崖上花园共同组成壮阔的锦绣河山画

卷。将原有的瀑布增加为三处，并增加了雾森调节空间

小气候环境，使得所有游客都能在从山下、山上之间不

断进行观赏角度的切换，从而感受到奇松、枫林、杜鹃

等与高山流水飞瀑合奏出美妙的旋律，感受松崖问琴、

万壑振林、枫叶流泉的诗情画意，好似时闻岩下音，流

水窅然去，别有天地在人间，锦山清丽如画，绣湖岚烟

升腾，在看云、听泉、赏花中享受自然万物准备的惊

喜。在山的背面充分挖掘它的商业价值，改造后的石库

门沿街商业和中凯城市之光名邸的沿街商业，共同组成

一个休闲步行街，作为幕后英雄在经济上支撑公园更好

的为人民服务。在原汁原味的石库门建筑中回味过去、

沉浸当下和憧憬未来中再启征程！不忘老故事，营造新

故事！

2.3  五星公厕—公厕适老化设计关爱每一位到访市民
游客

公厕改造秉持“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在原有公厕

基础上进行改造加建，无障碍通道、扶手等适老化适幼

化改造一应俱全。第三卫生间墙砖颜色温馨明亮，地面

采用了防滑水磨石地砖，安装了老人、孕妇、残障人士

所必备的安全防护装置，为特殊人群提供有尊严的自主

如厕环境，同时配备独立的儿童马桶、儿童洗手池，照

顾到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为市民访客打造在家如厕

一般的温暖体验。兼具实用性和美观度，公厕还搭载了

智慧平台，该平台可以统计每天、每月以及全年的如厕

人流量、公厕内部蹲位状态、PM2.5浓度和室内温度等信
息。除此之外，该平台还能实时监测厕间氨气（臭味）

浓度，确保厕所内部空气清新。数字化智能平台的运用

不仅提升了公厕管理效率，也让市民对如厕的体验有了

极大提升。

3 辅德里公园升级改造的建筑更新策略

3.1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
3.1.1  重要性分析
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记忆的守护者，承载着丰富的

历史文化信息。它们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城市

文脉和精神气质的体现。在辅德里公园的升级改造中，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显得尤为重要。这些建筑不仅

是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承城

市文化的桥梁。通过精心修缮与活化利用，这些历史建

筑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公园增添浓厚的文化底

蕴，让市民在游览中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

3.1.2  具体实践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在辅德里公园修缮中秉持“修

旧如旧”，升级展陈，强化教育功能，吸引游客学习红

色文化。同时，平民女子学校、统战源等历史建筑也获

保留并活化利用。平民女子学校转型为集教育、文化、

休闲于一体的空间，保留原教育意义并融入新元素，为

市民提供多样活动场所。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保护了历史

遗产，还促进了文化传承与社区活力提升。

3.1.3  效果评估：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不仅有效地延续了辅德里

公园的历史文脉，还极大地增强了公园的文化底蕴。这

些历史建筑成为了公园内最吸引人的景观之一，吸引了

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同时，它们的存在也提升了公

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公园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2]。

3.2  新建建筑的融合与创新
3.2.1  设计理念
在辅德里公园的升级改造中，新建建筑的设计理念

始终与公园的整体风格相协调，注重功能性与美观性的

统一。充分考虑了公园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和游客需

求，力求使新建建筑成为公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同时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新的亮点。

3.2.2  实例分析
（1）游客服务驿站（市民园艺中心）：该建筑的设

计灵感来源于传统的江南园林建筑，外观简洁大方，与

公园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内部设置了园艺体验区、休

闲阅读区、咖啡小憩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游客提供了

全方位的服务体验。同时，该建筑还承担着市民园艺教

育的功能，定期举办各种园艺活动和工作坊，提高了市

民的园艺素养和环保意识。（2）第三卫生间、专用母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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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为了提升公园的公共服务水平，辅德里公园在新建

建筑中特别设置了第三卫生间和专用母婴室。这些设施

的设计充分考虑了特殊人群的需求和舒适度，采用了无

障碍设计、防滑地砖、安全扶手等人性化设施，为游客

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使用体验。

3.2.3  创新点
在新建建筑中引入智能化管理系统是辅德里公园升

级改造的一大亮点。该系统通过集成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对公园内各项设施的智能化

管理。游客可以通过手机APP、公园内的智能导览屏或
二维码扫描等方式，轻松获取公园的实时信息、活动安

排、导览路线等，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游园体验。同

时，智能化管理系统还能对公园内的环境进行监测，如

空气质量、噪声水平、人流密度等，为公园的运营管理

和优化提供了有力支持。这种创新不仅体现了公园管理

的现代化水平，也积极响应了智慧城市建设的趋势。通

过智能化管理，辅德里公园能够更好地满足市民和游客

的多元化需求，提供更加个性化、便捷化的服务，使公

园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休闲场所[3]。

3.3  空间布局的优化与调整
3.3.1  原有布局的问题分析
在辅德里公园升级改造前，其空间布局存在一些明

显的问题。首先，路网结构相对复杂，部分区域存在断

头路或狭窄通道，影响了游客的通行和游览体验。其

次，植物群落布局不够合理，部分区域植物过密导致光

照不足，部分区域则缺乏足够的绿化覆盖，影响了公园

的整体景观效果。此外，公园内的活动空间分配也不尽

合理，部分热门景点周边人满为患，而一些相对偏僻的

区域则鲜有人问津。

3.3.2  优化策略
（1）优化路网结构：通过打通断头路、拓宽狭窄通

道、增设无障碍设施等方式，使公园内的路网更加畅通

无阻。同时，还设计了多条特色游览路线，引导游客有

序游览，避免拥堵现象的发生。（2）调整植物群落：对
公园内的植物群落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调整，移除了部分

过密植物，增加了观赏性强、生态效益好的植物品种。

同时，注重植物群落的层次感和色彩搭配，形成了四季

有景、步移景异的园林景观。（3）新增活动空间：在保
持公园原有景观特色的基础上，新增了多处林下活动空

间、亲水平台、草坪广场等休闲场所。这些空间不仅丰

富了公园的功能布局，还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的休

闲选择，满足了不同人群的游憩需求[4]。

3.3.3  成效展望
经过优化与调整后的辅德里公园，其空间布局更加

合理、功能更加完善、景观更加优美。游客在游览过程

中将能够享受到更加便捷、舒适的体验，同时感受到

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自然之美。这些变化将进一步提升公

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使其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文化教

育、绿色生态的综合性公共空间。展望未来，辅德里公

园将继续发挥其独特优势，为上海的城市发展贡献更多

力量。

4 结语

在上海的城市里行走或漫步，您可以阅读历史的记

忆，品味年代感的石库门建筑，看看山、看看水、看看

不远处高楼的万家灯火，于公园绿地的水流潺潺中，聆

听岁月的斑斓故事，无论是城市更新，公园升级改造，

都离不开建筑更新，作为升级改造的点睛之笔，建筑更

新是今后社会建筑行业发展的主要导向，不仅可以符合

当代国家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符合当今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趋势，可以满足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要求，为人

们提供更加舒适、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居住环境，结束

建筑和景观的割裂发展，使建筑和景观充分融合，发挥

出1+1大于2的作用，建筑师关注的应该是更全面整体设
计，才是建筑更新的意义和影响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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