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

关于华侨城创意园B10空间的改造竞赛

撰文   沈驰  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

方案一

 如何在升级中把握园区的风貌？——方案一

在这个问题上，来自荷兰的MVRDV建筑事务所保持了其一贯的“生猛”作风，拿出了最夺人眼球的设计方案。他们

通过在旧建筑群的顶部加建，凑成一座覆盖有绿化的“山峦”，用“简单粗暴”的设计概念构成强有力的建筑形态。设计

用全新的空间魅力取代创意园已有的环境，虽然建筑造型和内部的街巷有些趣味，但这种改造方式把旧厂区推到了消失的

边缘，建设难度也超乎想象。让人不免疑惑，“杀鸡用牛刀”是否有必要？似乎不如拆了重建。 

华侨城创意园是工业遗产保护再生的成功案例，今天，园区内处处

洋溢着浓郁的艺术气质，已经成为创意族群工作、生活和公共活动的聚集

地。作为开发商的华侨城集团，或许为此牺牲了经济利益，却为深圳贡献

了这一方极具文化特色的场所。如今，华侨城希望把创意园北区的B10空

间扩建为当代艺术馆，并借此带动创意园区进一步的升级更新，于是邀请

了五家国际知名设计机构展开了一场高水准的设计角逐。

工业遗产的改造并非新课题，但在现有的基础上怎样的设计才能算

是成功的升级策略呢？结合五家设计方案，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项

目作出思考与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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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

方案三

 如何让工业遗迹影响今天的园区气质？——方案二

多米尼克佩罗的设计方案仅仅保留了原厂房四个立面的“皮”，而在内部插入一个与之不相干的建筑体量。一方面想体

现对遗产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克制不住自我表现的欲望，两个想法在一个“纠结”的设计中平分秋色，于是诞生了一个既不

够新鲜、又不够质朴的结果，设计概念偏于单薄。

 如何保证园区公共空间的连续性？——方案三

用这一点来衡量，日本新生代建筑师藤本壮介的设计方案不免让人担忧。他用一个环形的构架把老厂房包裹其中，在

其间形成丰富的公共空间，取意为“苍穹之冠”。这样的策略过于强调建筑形态的自我完整性，并刻意界定了属于自己的小

环境，从而对现有公共空间的连续性造成了破坏；同时，其形态和细节显得过于精致，都市气息浓厚，与厂区已经成型的粗

旷、朴拙感相去甚远。

 

法国著名建筑师屈米的设计方案在这方面表达得很突

出。他先在园区内见缝插针做垂直交通核心筒，再用核心

筒在老厂区上空支撑起新建筑。旧是旧、新是新，浮在空

中的建筑如同天外来客一般，用巨大的反差去强化新旧共

存、时空交错的印象。屈米曾在北京798厂区改造竞赛中

用过类似的手法，这一次缩减了空中建筑的尺度，继续为

自己的理想寻找伯乐！如果抛开建设的难度和复杂性，这

个思路很有趣。
方案四

如何让新与旧形成足够的反差和距离感？

——方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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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

 如何让设计的概念具有可操作性？——方案五

作为创意园前两期的设计师，深圳都市实践设计公司对项目的理解可能最具优势。其设计方案初看动作很大，但

细细观察发现，那几组扎眼的庞大“积木”式建筑仅仅是厂区周边的扩建意向，而其核心区域及B10空间本身其实采

取了非常谨慎的策略。B10空间在顶部增加了相对内敛的形体，B10南面的厂房也仅在屋顶作了些连续的小型共享设

施。设计中一系列的“小动作”是在贯彻创意园以往的改造策略，力求延续园区内宜人的尺度感和市井气息。都市实

践在表述中强调了对创意园生存机制、产业结构以及社会重建的关注，而弱化了B10本身的标志性。我想，这将是风

险小、可操作性强的改造策略，也是真正热爱创意园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改造方式。

透过各个方案的华丽外表和理念包装，我们究竟需要什么？对于设计师，这是一次考验，在留名与隐没之间！对

于华侨城，这同样是一次考验，在动摇与坚持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