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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世瞩目的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于10月31日顺利闭幕。这一届世界博览会的举办，生动地诠释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

极大地丰富了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文化内涵，以“成功、精彩、难忘”的成绩，为祖国赢得了崇高荣誉，也为世界博览会的发展历史谱写了光辉篇

章。深入研究上海世界博览会展现出的创新理念，精心谋划好“世博后”这篇现实文章，将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成功经验转化为推动城市文化发展

的不竭动力和长效机制，成为人们的共同期盼，而对于工业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上海世界博览会众多遗产中的重要内容。 

        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工业遗产对于上海城市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20世纪90年代起，上海加快了产业转型与更新进程，

城市中留下了大批工业建筑和园区。这些工业遗产见证了我国近现代工业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记录了我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受人控

制到独立自主的发展经历；这些工业遗产也清晰地展现了上海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不同时期城市文明的真实面貌。据统计，上海有4000万平方

米的老工业厂房，其中不少工业遗产都有着几十年乃至近百年的历史。如今，这些积淀着百年历史的工业遗产正在被积极保护，并通过保护性再

利用再现于公众面前，反映近现代历史变迁，展示黄浦江工业文明，为上海城市文化留下珍贵记忆，延续上海城市的历史文脉，也使城市通过工

业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进一步彰显出历史的魅力与时代的辉煌，为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带来长久的后续效应。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园区，选择在位于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上海城区黄浦江两岸区域。这一区域是早期工业的发展区域，是上海

市中心最后一块大型工业聚集地，也是上海工业遗产最集中的地方，不仅包括被誉为“中国工业摇篮”的江南造船厂，而且区域内的其他大型钢

铁厂、仓储企业也大多具有上百年的历史积淀。这里为数众多的，曾经为我国工业发展立过汗马功劳的工业遗址、工业建筑、工业设施等工业遗

产元素，承载着城市发展的珍贵历史记忆，如今也正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叙述着不能忘却的记忆。有效保护世界博览会园区内的工业遗产，特别是

对在一个时期、一个领域领先发展、具有较高水平、富有特色的工业遗产的保护，并使其在世界博览会期间和之后都得到积极利用，成为上海世

界博览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演绎的重要内容。 

         历史上，世界博览会曾经是商品特产、科技发明的展示会，而这一届上海世界博览会，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最新的科技成果，而且向世人展

示了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上海世界博览会的文物展览，主要集中在3个场馆，即中国国家馆、城市足迹馆和世界博览会博物馆，来自国内外几

十家博物馆和收藏机构的330件珍贵文物，为世界博览会增添了文化气息。但是，在上海世界博览会园区，带给人们震撼的不止是这些国际文物

精品，更为重要的是，利用为展示场所的工业建筑遗产。这些工业遗产展示出工业化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勃勃生机和远大前景，使世界博览会的现

代建筑与历史建筑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为世界博览会的鲜明主题锦上添花。 

        围绕筹办世界博览会，上海市确定了工业遗产整体保护的思路，实现工业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互动与和谐共存，既要注重工业

遗产保护对于城市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又要注重合理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尽量发掘其在历史、社会、科技、经济和审美等诸多方面

的价值，赋予工业遗产以新的内涵和功能，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互动发展。这一认识表明，退出生产领域的工业建筑，同

样可以服务于现代社会。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这一举措，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们的肯定。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认为，上海世界博览会

保护、使用和后续利用的历史建筑和工业建筑遗产面积，为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举办以来规模最大，这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保护工业遗产

方面作出示范。（吴焰《上海世博园喜“新”不厌“旧”》，《人民日报》2007年8月7日第11版） 

        尽管1851年以来的历届世界博览会有大规模建设新场馆的传统，但是，上海世界博览会在保护和利用工业建筑遗产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

对世界博览会园区5.28平方公里红线规划范围内的工业遗产进行统一规划，在200万平方米的世界博览会总建筑面积中，工业建筑保护性再利用

总面积超过40万平方米。一些工业建筑遗产经过保护性再利用、注入新技术的元素，或用于各类管理办公，或用于各种服务设施，或用于专题博

物馆和展览馆。上海世界博览会有15个展览场馆是利用工业建筑改建而成，一些大跨度的工业厂房建筑，经过空间灵活分割，适合用来作为展示

空间。这些工业遗产再次成为人们向往的彰显城市魅力的地方。在世界博览会的历史上，如此大面积地使用工业建筑遗产作为展馆和场馆前所未

有，也成为本届世界博览会的永久标志。 



        素有中国民族工业摇篮之称的江南造船厂，其前身是建于1865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我国最早和规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业企业，也是

我国现代工业的发端。1867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迁至黄浦江边。此后140多年间，伴随着黄浦江的潮起潮落，这里培育了我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

代科学家和工程专家，走出了我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先后创造了100多项“中国第一”。可以说，一部江南造船厂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民族

工业发展史。根据上海世界博览会的总体规划，江南造船厂已于2008年迁往长兴岛。但是在世界博览会园区的浦西片区里，仍然较好地保存着江

南机器制造总局初创时期的建筑，以及不同时期的工业建筑，我国造船业的根在此。江南造船厂的工业遗址和建筑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时代记忆，

这里是我国产业工人保留着美好记忆、引以自豪和骄傲的地方，维系着几代上海市民千丝万缕的情感，也是最能反映上海城市个性的地点，对它

的整体保护比保护单体工业建筑更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中国船舶馆利用江南造船厂东区装焊车间改造而成，是上海世界博览会西片区内占地面积和建筑体量最大，而且保护性利用率最高的工业

建筑遗产。除了体现世界博览会主题、展示企业文化面貌之外，更重要的是突出场所的历史价值，延续场所的文化精神。因此，中国船舶馆的设

计针对建筑的结构潜能，突破惯常的方法，尽可能地保留了江南造船厂老厂房的历史痕迹，减少对原有结构、材料的干预。不仅利用原有厂房的

钢架结构，还利用了厂房保留下来的原用作制造潜水艇的水泥槽地面。同时，尝试将一系列新功能和构件，例如景观斜廊、屋面及立面装饰构件

等，承载于老结构之上，使原有结构焕发出新的生命。同时，中国船舶馆的建设应用了最新的环保技术、智能化灯光的互动效果和先进的多媒体

视觉技术，形成绿色环保展示环境，让参观者提前体验未来城市水域生活的美景，人与船舶、人与城市的紧密关系，展现我国造船工业发展前

景。在中国船舶馆参观不仅可以看到古船模型，学习我国的千年造船史，还可以在互动区，通过触摸屏虚拟制造自己喜欢的轮船。据报道中国船

舶馆日均接待游客近1.82万人，成为浦西场馆游客接待量最大的场馆。 

        城市未来馆是世界博览会五个主题馆之一，由拥有百年历史的上海南市发电厂的主厂房改建而成，也成为达到国家标准的绿色建筑，厂房

主体的保护性再利用方案，保持原有建筑体形和高度不变，保留厂房主体结构、内部3台发电机组及大量附属设施、完整的取排水系统，通过内

部加层将原来的4层结构改为8层，改建后的总建筑面积为3.11万平方米。通过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风能发电技术，不仅延续了工业厂房的发电

功能，并且运用影片、书籍和雕塑等方式，向参观者展示人们对未来城市的梦想、设计与实践，畅想未来城市的各种可能。在城市未来馆前，建

于1985年的高达180米的大烟囱，被利用为“气象景观塔”，塔身的红色刻度和塔顶显示屏都清晰地显示了园内的实况温度，成为标志性的工业

构筑物，也提出了对于“低碳”的鲜明主张，体现出“变废为宝”的巧妙构思。世界博览会后，“城市未来馆”与“气象景观塔”都将被保留，

成为独具特色的工业遗产博物馆。 

        人们看到，工业建筑遗产粗犷的建筑风格、厚重的历史沧桑感，都使其具有独特的美誉度。近年来，那些空旷的车间、库房，高大的烟

囱、水塔，一般人看来似乎不再具有价值的工业遗存，在世界博览会设计者眼中却成为了增加城市文化个性和世界博览会特色的宝贵资源和难得

空间。在上海世界博览会的设施中利用工业建筑遗产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上海世界博览会博物馆由江南造船厂西区加工工厂改造而成，主要功

能为收藏、研究、展示历届世界博览会的文物、文献、盛典纪实和成就成果；综艺大厅由江南造船厂部分装焊车间改造而成，在世界博览会期间

承担浦西园区的特色演艺功能，改建的关键是保留原有建筑骨架，形成了镂空的网状屋顶，通过新材料的应用，使工业建筑达到节能环保要求。 

        如今，上钢三厂的特钢车间，成为敞开式景观性演出场地，可容纳3000人，其舞台区北面临江的墙体可以开启，使黄浦江景色跃然入室，

成为演出的天然背景；世界博览会的活动场所由江南造船厂原一号、二号、三号船坞改建而成，其中二号船坞成为占地面积0.57公顷的下沉广

场，构成传统与现代相互呼应的崭新空间。此外，在江南造船厂原址的保留工业建筑群中，还有原江南造船厂飞机库、海军司令部、翻译楼、机

装管子工场，求新造船厂办公楼、红楼等。其中部分保留建筑改建为以大型工业博览展示和文化交流为主导功能的工业博物馆。同时，世界博览

会园区内保留的码头、船坞、轨道、起重机械、烟囱等部分构筑物，一些钢炉、冷却槽、巨型螺栓等构件，作为开放性展览平台和大型户外公共

活动场所或公共开放空间的景观雕塑。 

        对于快速成长着的现代城市来说，对于工业建筑遗产的拆与留、改造与保护的选择，早已成为全世界城市共同思考的课题。上海世界博览

会园区内矗立至今的高大工业厂房，成为新与旧、过去与未来，对接与融合的典型范例。当然，上海世界博览会园区内工业遗产的保护，只是今

天工业遗产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的一部分，但是这一实践对于不断更新的我国城市来说，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作为文化遗产的新概念，工业遗产

作为城市近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遗存，是“阅读城市”的重要物质依托。认定和保存有价值、有特点的工业遗产并加以合理利用，对于维护城市

特色，改变“千城一面”的城市面貌，保持生机勃勃的城市活力，具有特殊意义。 

       今天，国际社会更加强调人类与地球家园友好的理念，包括环境保护、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在内的科学发展及和谐共处思想，这些都和

工业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息息相关。上海世界博览会园区内工业遗产的保护，不仅带动了40万平方米工业建筑的保护，对于我国在国际社

会中积极倡导尊重环境、尊重生态、尊重资源的理念具有现实意义。现代城市不仅具有功能，更应该拥有文化。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城市，更具

有全球竞争的能力，更能捕捉到发展机遇。上海世界博览会以文化战略的眼光，从全局的、宏观的、战略的和发展的角度，对工业遗产的科学保

护进行谋划，大量合理利用工业遗产，绝不会被人们看作不重视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反而会迎来全世界赞赏与尊重的目光。这种利用工业遗产的

独特文化理念，留下的是一份厚重的世界博览会遗产，也使上海世界博览会成为一届独具慧眼的世界博览会。 

         世界博览会后，不仅利用工业建筑遗产资源建设的一系列工业遗产博物馆将被永久保留，而且世界博览会的部分新建展馆也将转变为博物

馆。届时，上海世界博览会园区将会出现一个博物馆群，为上海博物馆事业增添持续发展的动力。世界博览会后保留如此众多的博物馆，在世界

博览会的历史上史无前例，不但将成为世界博览会历史上的一大特色，同时也将载入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史册。对此，人们充满期待。 

(2010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5日日日日3版版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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