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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的工厂悄然变成文创园、科技园等
新兴产业发展的集聚区；大型厂房以及工厂
里纵横的管廊，以独特的工业美学氛围受到
摄影爱好者的追捧；工业建筑改造成为国际
设计周、时装周的秀场，成为文化活动、产
品发布、影视节目拍摄经常选择的时尚艺术
区和网红打卡地；一些工业遗产还变身城市
文化公园、城市开放空间，满足人们的休闲
娱乐需求，焕发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的生动实践令人关注。

工业遗产是新型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
遗产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遗产的构成包括生
产、生活和配套设施，是一个“综合体”概
念，其内涵跟我们以前熟悉的文物不同。工
业遗产涉及矿山、机械、冶金、化工、纺
织、能源、航空、航天、电子、通信、交通
等行业，不仅门类丰富、形态多样，而且规
模巨大，占地面积几万、十几万平方米的工

业建筑非常普遍。
除大众较为关注的历史文化价值、科技

价值、审美价值外，工业遗产还具有经济利
用价值和社会情感价值。保护工业遗产是对
我国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历程的尊重，是对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
肯定，也是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宝
贵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工业遗产成为热
门话题。工业遗产见证了工业对经济发展的
带动作用，当初的工业建设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我们应该尽量延长工业设

施的使用寿命。同时，因为工业遗产规模
大、年代近、价值大，在保护中利用、在利
用中保护势在必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与满
足社会文化需求相结合，正在成为新的探索
方向。

实现服务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工业遗
产的特殊形象成为许多城市的鲜明标志，
作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标识着城市曾经
的辉煌。随着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发展向
内涵提升发展的转变，城市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不断深化，工业遗产在城市更新中发
挥新的作用。在传统企业搬迁出城后，首

钢园借助景观环境优势和冬奥会的契机，
变身为集工业与体育之美于一体的绿色生
态区，为举办大型活动、承担新的城市职
能提供了广阔空间。

助力新型产业发展。大量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是通过打造艺术区、文创园、科创园实
现的，北京莱锦、朗园、惠通时代广场，以
及上海M50、八号桥、田子坊等，从传统制
造基地转型为科创研发、文化创意园区，实
现产业升级。这些园区不仅“好玩”“好
看”，还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和文化价值。工
业遗产正成为城市经济创新发展的孵化地、

新容器。
改善生态景观环境。工业遗产的创造性

保护和利用，不仅体现出对历史和文化的尊
重，还实现了工业资源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
发展，避免了简单粗暴的拆除和大量建筑垃
圾，体现了绿色发展理念。上海黄浦江两岸
废弃的老厂房、老仓库经过保护利用、适宜
性改造，变为网红美术馆、沉浸式展厅和时
尚艺术中心，开阔的户外滨水空间成为亲民
的露天剧场，滨江景观带形成了宜人舒适的

“城市森林氧吧”，改善了生态环境，提高了景
观质量，成为体育、文化、旅游等功能集聚
的城市公共空间。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过程中，工
业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创新利用必将以更加丰
富的实践彰显多元价值，展现璀璨魅力，为
城乡综合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中国
文物学会工业遗产委员会主任委员）

百年铁厂“长”出城市
“文创客厅”

“汉阳铁厂最近有什么新变化
没？”在湖北武汉，位于二环内的汉
阳铁厂老厂区更新改造，是人们茶余
饭后常常谈及的一个话题。

1890 年破土兴建的汉阳铁厂，
在1893年9月建成投产，这是由张之
洞兴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家钢铁企业。
1979 年，在原汉阳铁厂遗址上建立
的汉阳钢厂和汉阳轧钢厂合并为新的
汉阳钢厂。到 2012 年，汉阳钢厂最
后一座电炉停产。

钢铁厂，往往承载着一个时代的
记忆。那宽阔整齐的厂区道路、高高
耸立的炼铁高炉，都映照着曾经的奋
斗岁月。今天，它们都成为城市里的
宝贵的工业文化遗产。直到现在，提
起“汉阳造”，老一辈人仍会竖起大
拇指，那可是响当当的名号。

2017 年，汉阳铁厂工业遗址群
落入选第一批国家工业遗产。接手遗
址的融创中国，计划将这片土地改造
成国际艺术文化中心，并给这个工业
遗产改造项目取了独特的名字——融
创·武汉1890，寓意延续始于1890年
的光辉历程。

去年 11 月，第六届武汉设计双
年展在原汉阳铁厂棒材厂开幕，人们
得以一窥百年铁厂的新模样。棒材厂
长约 550 米、宽约 55 米、挑高约 24
米，是亚洲最大的工业遗址单体建筑
之一，原主用途为储存钢材。而走进
武汉设计双年展的主展馆，人们发
现：电炉车间的红砖墙面和污水处理

车间的漏斗状结构等得以保留；98
个生锈的老钢厂配件，组成“时光之
门”雕塑；工业风的老厂房与绿植、
彩虹拉索等元素碰撞出奇妙效果……
老厂房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专业人士看来，修缮一栋旧建
筑比打造十栋新建筑更难。融创中国
华中集团产业产品中心总经理、武汉
一八九零工业遗址研究院院长罗黎勇
说，城市核心区工业遗址的活化与利
用，主要涉及三层问题：去除什么，
保留什么，赋予怎样的新功能。“我们
秉持保护再利用的原则，凸显每栋厂
房的独特气质，再适量地置入新材
料、新工艺和新功能，激活园区活
力，最终实现场所新生、活力再生和
文化共生。”

在立面拆除及重装中，特别保留
了上个世纪 60 年代电炉车间的红砖
墙面和木桁架，70年代和80年代动
力维修车间的水刷石面、混凝土面和
预制梁，90 年代的波纹板和污水处
理车间的漏斗状结构，让不同时代的
工业遗址同步生长，最大程度兼顾工

业审美与功能空间的融合。在厂区古
树保护上，项目更是不惜成本，力求
在不破坏原有古树的前提下，完成展
区的园林造景。

目前，棒材厂的展示区已完成改
造约 1 万平方米，整体改造完成后，
还将预留超大空间，成为各大品牌发
布、国际会展、会议论坛的举办之
地。而整体项目地块之内的 33 处工
业遗址，都将根据各自不同构造被全
面“活化”。罗黎勇介绍，项目将在
汉阳铁厂工业遗址群落打造城市“文
创客厅”，周边将涵盖艺术馆、博物
馆、美术馆、大剧院、音乐厅、商业
街等。

如今，棒材厂、拾光艺术馆、张
之洞与武汉博物馆三大建筑，已然构
成了融创·武汉1890工业遗址先导示
范区。趁着春日，不少市民来到这
里，度过一段闲暇的周末时光。在制
氧车间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拾光艺术
馆，游客可以在“时光隧道”中触摸
城市工业历史、在书吧里畅享阅读时
光，也可以在集装箱改造的咖啡馆里

怡然小憩……
斑驳水泥、铁锈印记，一头是百

年历史，一头是城市未来。据悉，汉
阳铁厂工业遗址群落的整体改造，计
划将于 2026 年底完成。武汉市民表
示，对于这座城市 “文创客厅”，就
像打开一个“超级盲盒”一样期待。

汞矿旧址变身热门旅游
景区

昔日人工采矿坑道变身迷幻的
“时空隧道”、以往矿工们贴着崖壁上
下工的小道被改造成了惊险刺激的玻
璃栈道、原矿办大楼成了汞矿工业遗
产博物馆、苏联专家楼被演绎成了别
具风味的俄罗斯餐厅和悬崖宾馆……
这是位于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的朱砂
古镇。

“我是第一次来万山，一路走下
来很震撼。没想到以前的一个废弃汞
矿，现在能改造得这样好，看了很受
教育。”一名来自湖南的游客说。

第一次来到万山时，江西上饶人
王芳忠同样感慨万千。那是 2015
年，王芳忠随江西吉阳集团来此考
察。最终，吉阳集团决定承接万山汞
矿改造项目，王芳忠便留了下来。如
今，他已是朱砂古镇景区副总经理。

“初来时，废弃矿山荒凉破败，
当地人都出去打工谋生，我们看了于
心不忍。不夸张地说，当时那景象，
可以直接当作聊斋故事剧的取景
地。”王芳忠回忆。

万山，素有“中国汞都”之誉，
水银产量曾是亚洲第三、中国第一。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特
殊困难时期，万山矿做出过重大贡
献，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爱国
汞”。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
汞矿资源枯竭。2001年5月，相关企
业被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此后，万
山失去支柱产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
境。因破破烂烂、冷冷清清，老汞矿
区成为当地人都不愿提起的“废区”。

“不过，资源挖完了，资源下面
的文化还在。万山的工业文化和历史
价值，值得挖掘出来，让更多人来了
解和体验。”王芳忠说。2015年7月，
万山区引进吉阳集团合作，总投资20
亿元，对原汞矿遗迹遗址和文物进行
保护性的整体连片开发利用，打造中
国第一个以山地工业文明为主题的矿
山休闲怀旧小镇——朱砂古镇。

借助矿山遗址、老旧建筑、朱砂
开采、革命标语等时代元素，朱砂古
镇坚持文化再现与文化重构并举，打
造了原汁原味的“那个年代怀旧文化
步行街”，把绵延纵横 970 公里长的
地下采矿坑道修建成“地下长城”，
在陡峭的岩壁上修建成悬崖栈道和玻

璃栈道，把原汞矿的宿舍、办公用房
等修建成悬崖酒店、宾馆；还新建了
全国最大的朱砂展示销售中心——朱
砂大观园，着力挖掘朱砂文化资源，
大力发展朱砂文化产业……

随着朱砂古镇实施修旧如旧的保
护性开发，万山从前“颓垣废井、残
垣败瓦”的空城景象不复存在，资源
枯竭型矿区变身矿山休闲怀旧小镇，
以旅游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带动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万山翻开了转型发展
的崭新一页。

环境变美了，人气也聚拢来。除
了游客，剧组和摄影爱好者纷至沓
来。不少矿二代、矿三代在家门口就
业，为游客还原父辈口中那段激情燃
烧的岁月，共享蝶变带来的发展红
利。2019年，万山汞矿遗址入列第三
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录，朱砂古镇成功
申报全国优选文化和旅游投资项目。

“我们不仅仅是将矿山废墟变废
为宝，确保国有资产不破坏、不流
失，还要通过旅游产业发展再升值，
实现可持续发展。”王芳忠表示，现
在万山提出“转型之城 美丽万山”
发展之路，朱砂古镇将以工业遗存作
为亮点，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吸
引更多资源聚集，迎来新的发展阶
段。“这里会成为一个立体的工业博
物馆，能讲述三线建设历史故事，传
承团结奋进、爱国奉献的万山精神，
让更多人看到工业遗产的价值。”

滨江空间绵延一条工业
博览带

在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世
界建筑节上，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示范段曾摘得“年度景观大奖”。当
时获奖的是杨浦滨江公共空间一期工
程，即杨浦大桥以西2.8公里的区域。

近年来，上海市推动黄浦江两岸
贯通及滨江岸线转型工作，杨浦滨江
逐渐从以工厂仓库为主的生产岸线，
转型为以公园绿地为主的生活岸线、
生态岸线、景观岸线。2017 年 12
月，杨浦大桥以西的2.8公里滨江段
公共空间对外开放；2019年9月底，
杨浦大桥以东 2.7 公里岸线贯通亮
相。贯通开放后，附近居民终于告别

“临江不见江”的生活。
杨浦滨江所在的杨树浦工业区，

曾是上海近代最大的能源供给和工业
基地，创造了中国工业史上多项“工
业之最”，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文
明长廊”。绵延十余公里的工厂区包
括中国第一座陆上水厂——杨树浦水
厂，曾经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杨树浦电厂等。曾经“看到杨浦的大
烟囱，就到了上海”。

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伴随城市
转型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杨浦滨江
不少老厂纷纷关停，一大批纺织等劳
动密集型企业向其他地区转移，一座
座工厂大门紧闭，荒草丛生，被废弃
的厂房、机器设备锈迹斑斑。

工业遗存，是杨浦滨江最大亮
点与最独特优势。杨浦滨江南段公
共空间贯通过程中，确定了5.5公里
连续不间断的工业遗存博览带概
念。杨浦区采用修旧如旧与城市微
更新相结合的方式，妥善处理工业
遗产保护与市政建设、旧城改造、
生态涵养等的关系，通过实施有限
介入、低冲击开发，积极推动工业遗
存的“再利用”。

如今，裕丰纺织株式会社旧址大
片的锯齿型工业建筑，已改建成上海
国际时尚中心；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留存的厂房改造成长阳创谷，
集聚了一批高成长企业和创新孵化机
构；烟草公司机修仓库经减量和生态
化改造，形成立体公园、网红打卡地

“绿之丘”……新产业与老房子相得
益彰。

行走在杨浦滨江，随处可见“巧
思”：水管状的路灯、装了仪表盘的
长条凳、工业装置模样的垃圾桶、工
厂当年的钢质拴船桩……仿佛置身一
条工业博览带。杨浦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力争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业
遗产保护利用新模式，促进城市更新
改造，推动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

在北京首钢园，炼铁原料区变成北京
冬奥组委驻地，精煤车间化作国家冰雪运
动队训练场地，冬奥会后，这里更是成为
网红打卡地；在山西省平遥古城，废弃的
柴油机厂在闲置几十年后，转变为平遥国
际摄影大展、平遥中国年等活动举办的文
化场所；在辽宁省调兵山市，当地建成铁
煤蒸汽机车博物馆，蒸汽机车发烧友慕名

而来……近年来，中国加大对工业遗产的
保护和综合利用力度。通过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一批工业企业旧址焕发生机。

据统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近
现代工业遗产达140余处。工信部公布的国
家工业遗产名单已有5批190余项。记者采访
了几处工业遗产改造更新的案例，看“工业
锈带”如何变身“生活秀带”“发展秀场”。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工业锈带”变身城市新空间
本报记者 叶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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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保护 创新利用
刘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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