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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产与远洋地产联手开发的成都远洋太古里位于成都市核心区的大慈寺片区。项目近期刚刚开启了街区体验期，虽然尚未盛大开

业，但因为这个项目独特的设计视角和引人注目的营商策略，引发了各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本期，我们特邀请本案规划与建筑的主持建

筑师郝琳博士，与我们分享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的设计与思考。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城市乃至生活

> AT：在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的设计中，您最关注哪些问题？

郝琳：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是当代都市中心的新型发展形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综合体或是商业中心。从设计的角度，建案计划

所触及的核心问题，关乎城市及其建筑的未来——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想城市，承载什么样的城市生活；在城市演进的新旧交叠的过

程中，又如何引导都市更新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好的城市皆具有浓缩城市性格的都市中心，她们是城市的剪影和多功能的混合社区，是宜居城市的核心（Livable City），比如伦敦的

高云花园、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北京的后海、东京的代官山、台北的永康街。太古里项目所处的成都大慈寺片区，因为其场地规模、所处

位置及历史渊源，具有极大的潜力和可能被发展成为成都独具魅力的城市中心。

面对都市中心的创建议题，在成都远洋太古里长达六年的设计探索中，我和规划建筑设计团队希望跳脱单一都市建筑的思维，而是

从都市更新和公共空间创建的角度，落实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公共性和聚落特质的都市计划，并尝试回答可持续都市的诸多发展要义，

整合性地思考集约城市、营商模式、适行城市、多元化混合发展、公共与共享参与空间、慢活社区、文化遗产的保育和活化利用、创意街

区、地域场所感这些因素。

设计之道，简单地说是把公众生活的空间、文化历史的资产及公园般的环境升华为街巷的氛围，并转化为营商和地区经济活跃的机

遇，对可持续发展的都市更新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成都远洋太古里的专案，我认为可以概括出来的关键要素是：开放街区、新旧融合、快

慢呼应、文化传承、空间共享、永续都市。

摄影：刘林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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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过程的关键方法在于从社会互动、经济活力和环境共创的综合角度，赋予脉络、创造情景、重组价值、分享串联，让不同界别的

人交流和合作，让创意可以在一个快乐的都市社区中发生。所以这样的项目是更属于人、自然与社会的绿色都市与建筑，也是着重于优化

都市公众环境和毗邻的公共空间，重新确立中国都市中心的形象和定位，致力推广区内的本土特色，把现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结合成现代

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以吸引居民社区、游客和商业发展等。 

关于公共空间与场所感

> AT：开放空间和街区的设计，是否是都市项目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中又是如何思考公共空间和场所感

的问题的？

郝琳：城市的发展，涉及永续经济活力的驱动问题。其间，建筑的语言、敏感度以及洗练固然十分重要，不过反倒不是都市项目成功

的最根本要义。都市设计最重要的是赋予空间混合性、渗透性、开放性、公共性、多元性、文化性、参与性、生态性、舒适性。Charles 

Landry 在《创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中写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动与交流是城市发展的重

要元素，而街道就是促进这些互动交流的平台。当我们要设计出一个人性化的城市空间时，我们需要更多以人为本的街道。”

街巷生活和公共空间是设计的关键。在突破建制化的都市设计方面，好的设计是以直接面对城市和公众空间的形式做建筑，并将市井

生活埋藏在街坊和建筑的空间里，不拘形式，打成一片。

在大慈寺区域，设计的根本理念可以理解为“都市中心”的空间与价值再造。“中心”所培育的社区价值是整合而非片面，是多元而

非单一，是创新而非因循，是参与而非隔离，是交叠而非分离，是影响而非强制，是伙伴而非孤立，是引导而非控制。

在形态上，非外非内的短、窄、密的街巷空间，依循着历史中城市固有的概念，呈现了比建筑更为重要的建筑群落之间的环境。

相比在一个盒子的框架里策划空间所面对的界限，群落的建筑更具超越边界的特性；也因为是创意的中立区，所以更利于规划公众空

间，进而包容不同年龄、社会阶层、族群、社会生活、文化资产、公共艺术、社区营造、环境再生、地方风土。在公共空间的层面上，群

落建筑中部分私属空间转化为公共空间，而这样的公共空间可以籍由私营企业与民间共同妥善经营，这与画地为牢的公共空间私有化截然

不同。

摄影：刘林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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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远洋太古里这样的都市计划就是将庞大的工程拆分成几十个量体，彼此貌似，但却定义着不同尺度和城市场景的组合；商户也有

自我表现的空间和适应性。整个区域应成为真正的24小时“开放空间”，是公众可自由穿行的城市“街区”；另一方面，都市的穿越让人

们在通过和逗留的同时，可以欣赏到街区内的环境景观和各种活动，使“逛”成为一种美好的体验和感受。从城市设计角度来看,“可渗透

性”的街区也创造了视觉上的连接和延续，有助于人们对城市的识别和体验。群落间的那些与都市环境和文化遗存密切结合的广场、快慢

区的街巷、文化历史老房子、餐厅、剧场、夜店、花园、店铺等一系列空间与其活动，建立了一个欢愉、多元化的永续创意里坊。

所以之于场所感，成都远洋太古里是基于“面向公共空间和街巷的设计学”。其方法是探索几个基本的融合——空间策略和环境品质

的紧密整合，生活体验性美学和生活方式与营商的结合，进而带动公众参与和创意社区的结合。

变化中的文化创意商业街区

> AT：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从街区营商的角度看，又是如何实现这种都市体验和街巷生活的？

郝琳：当代中国的都市中心变化迅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这不光是涉及到上文提及的都市自身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问题，也与这个时

代的独特性有关。比如，传统的单一购物零售模式正受到日益完善的网络销售的挑战，市中心商业整合的实质也在发生改变。人们更期待

获得良好体验的生活，包括开始转向一些更具有真实场所感、文化感、生态感、艺术感、时尚感、参与性的都市体验。在这里，生活空间

与林荫道、咖啡馆、混搭餐厅和店铺紧密结合，是新时代生活和办公空间的延展。

我们面临的关键挑战是重塑这种“体验”，通过独特的市场定位及更高品质的运营，与市民和访客分享价值。实际上，大慈寺的核心

位置和文化维度也引导我们去理解，在任何的文化中，神圣与世俗是统一体的不同方面。大慈古刹中传统的宗教活动、心灵的沉思静修、

品茗闲聊和成都街头巷尾中喧嚣的麻将，组成了成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日常生活仪式。恐怕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像成都远洋太古里这样生动

地展现如此多元而富有魅力的文化了。

在成都远洋太古里，设计的构思是力图革新亚洲都市中那些典型的大体量、封闭式、缺乏渗透性和开放性的开发模式。旧的模式和问

题在Jane Jacobs的批判中十分清楚，所以Jacobs提倡小街廓、历史性建物、有变化的人行步道、多样性、混合使用、集中等都市策略。

开放的“里”模式可能摆脱人们惯性的以购物为单一目的的模式，让人们发现生活中富有情趣的瞬间，以及同自然空间之间天然相依

的本性。人们从传统的买卖行为模式中解放出来，更注重体验过程，提高了生活和购物过程的品质。当人们不再满足单一购物模式的形式

后，设计师从研究人们的背景、生活习惯、不同阶层和年龄人的喜好出发，着重对细节进行演讲，包括街巷密度、空间尺度、建筑体量、

建筑密度等，从而提升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城市的品质，使城市功能更趋于合理。

实际上，从营商的角度，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店家不少是全球概念店，比如MUJI无印良品，就开启了所谓的“世界旗舰店”。这当然与

成都远洋太古里自身的文化历史底蕴有关，自然也和与之相得益彰的街区铺陈和设计有关。 

当然，这样的街区需要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网络体系，访客能够通过连接的地下道步行到附近的地铁站。项目设有地下停车场和自行车

库，提供上千个机动车位，并有多部自动扶梯把访客直接从停车场带到地面的店铺与街道。

摄影：刘林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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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建筑

> AT：在总体规划的思路下，作为建筑设计，究竟是以怎样的思考呈现的？

郝琳：成都远洋太古里的建筑，是作为公共空间的背景来设计的，或者说是从都市聚落群体的角度来设计的。这与当下很多都市建筑

的姿态大相径庭。从建筑上，我和团队不是在设计人有我有的东西，而是为此时此地创造人所期望的，乃至更具想象力的场所。这里有几

个重要的思路。

本案的建筑是与都市设计紧密结合的策略性设计。比如，建筑的设计就存在着基本意象的思考，或者说是视觉识别（VI），比如街巷

建筑的尽头，总是文化历史资产的展现，这正是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独特的意象特征。

再比如，建筑的生成就是关乎一系列与不同街巷空间相关的类型和尺度处理问题；片区规划的尺度和体量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宽窄不一的街巷；二是以两层为主、局部三层的退台策略；三是通过广场和庭院空间进一步形成缩放的格局。街巷等级分为街、里、

巷三级。道路的多样性亦反映在沿街形态的变化上，比如在保持沿街街面连续性的同时，像传统空间一样，通过骑楼、柱廊、檐口、景观

等形态的变化，营造非均质的线性空间，形成动态的曲折变化和丰富的公共空间。大慈寺南侧和东西两侧的退台主要是结合两层高的建

筑，有助于形成内底外高的整体格局，并同时通过朝向大慈广场和和尚街的大面积坡屋顶，展示以灰瓦为主题的色调、质感和谦逊统一的

形态，并和寺庙的红墙形成对比。另外，以潮流时尚为主题的快区和围绕着文化资产的慢区，在材质的运用上也有所区分，比如慢区就多

采用灰色的陶土材料。

这里的新建筑是现代的建筑，也在地适时地探讨传统于当下的转化。坡屋顶和深出檐是建筑的一大特色，造型轻盈简洁。屋顶为灰

瓦，屋顶坡度采取“四分水”的27°，以淡雅的深灰为主色调，屋檐则是暖木色。材料与质感力求朴素，如灰色陶土砖、木材、灰瓦、石

材等。建筑的山墙部分亦通过格栅的组合，较为抽象地回应四川当地的建筑意象。

建筑的设计需要平衡片区的统一性和街区的多样性两重问题。如同传统的市中心一样，建筑三层和以上的部分采用较为标准的设计，

营造出了聚合村落的意象。贴近街巷的建筑下层反倒是让店家自由创意发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街道。从视觉的角度，建筑轻触地面，下

层因为店铺也更加透明玲珑，和上部灯笼般的朦胧之态形成了对照。

街区的建筑采用了层的策略，与街巷和公共空间契合，使设计从建筑的体量逐渐向室外空间延展过渡，譬如雨遮、座椅、水体、树

摄影：刘林滔 摄影：刘林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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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街灯、标识、艺术品、步道，当然还有街头小贩和临时活动的配置。这些街区设计自发性地注入城市发展的血液中，符合“策略性城

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的原则，最终形成街区的长期变化。

文化资产的保育与交流

> AT：成都远洋太古里项目最大的特点是地块内保留至今的大慈古刹和几处古建筑。当历史与文化的留存面对城市开发时，总是要面临

许多问题和挑战。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中，设计是如何保留和融合遗存，又如何展现新的面貌和生活？

郝琳：每个城市都拥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和可以诠释的传统，每个城市的记忆总会附着在某个场域，有些是物质的，但更多的是非物质

的。虽然大慈片区大部分的街坊因为历史的原因已经荡然无存，但历史烟云中的无数记忆却依然对我们的规划形态有着无尽的启发。我们

无意仅仅回顾历史，而是希望籍由历史的基因和沉淀演绎出新生活中富有韵味的片段，并将历史文化的价值和保育思想投射到未来的发展

之中。

从历史保护街巷的角度，东/西糠市街、和尚街、笔贴式街、马家巷、玉成街、章华里等，皆悉数保留。其巷里的有机形态也与新的街

巷相互穿插渗透混搭，编织成了可步行城市的步道肌理。

经历了中国周边的亚洲保育运动的洗礼，尤其在新旧相遇的时代中，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育问题，我想，首先是要确立“文化资产

（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而非仅仅是针对历史建筑的物质本身。策略的关键在于是否可以通过演绎方式，丰富人们对文化资产的体

验和历史环境的认识，提升对当地社会和文化更高的认识和欣赏能力。

其次是面对所谓“管理改变”（managing the change）的问题。当下文化遗产保育的变迁，从单纯的物质保育，发展到注重社区层

面的场域价值、关联和故事的文化历史资产保育。管理历史文化资产及其更新，在于理解新的需求，特别是城市和社区的需求。其次，是

理解保育本身和活化的可持续发展和道德准则，以及法则与规范的限制。因此，手法和动机在于辨析新的活化功能和保育规划的准则。技

术上是明晰的两点，保护价值的构成和潜在的技术风险，比如结构、新的功用负荷等。因此，文化遗产的保育和更新是赋予脉络、营造应

有的情景、重组价值、分享参与。保育这方面，如果就事论事的话，在都市的环境下，难以存活，意义也难以拓展。所以，有几个层次：

如何在整体规划上成为地标和纽带；如何新旧有别，融入故事和赋予演绎；如何有鲜活的内容，而非空洞的保育；最重要的是规划文化遗

摄影：刘林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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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走廊，并在都市设计上赋予教育的涵义。不过，这样的都市更新项目更需要时间的孕育，最终才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产，也是人

所共享的地标，片区中的商业当然也可以受益。

Paul Ricoeur在《历史与真理》一书中讲到，只有当一个活生生的文化同时忠实于其本源，而又已准备就诸于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

层次的创造性的时候，才能够支持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不仅是有能力支持而且可以赋予这种接触意义。所以，文化历史场所本质是一个对

话性的场所，人们聚集在共享的空间中，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并形成“公共生活”。围绕着大慈寺，项目的文化使命是实现从

文化历史片区和遗产地向多种文化活动场所的转变；培育新型的城市文化政策；将文化和历史元素作为发展的催化剂，体现为社会大众、

城市生活服务的意义和作用。

文化资产嵌入在成都远洋太古里的项目中，顺理成章，并得以孕育。它唤起了人们的记忆，激活地点的意义，引领大众重新去发现被

忽略的社区；也通过创意激发人文生活的荣誉感，珍惜现有的文化资源，试探新活力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籍由围绕文化历史所营造出

的场所感（Place Making），让人们重新聚拢在这片区域。

不断成长的成都远洋太古里

> AT：现在成都远洋太古里开启了体验期，尚未全面开业。对成都远洋太古里和这样街区的未来，您又有怎样的期待？

郝琳：以大慈寺为邻的成都远洋太古里，反映着开发者、政府、设计师团队提升都市中心品质的态度。项目还原了城市中心的特征和

繁荣，片区也成为了城市的标志，获得了似曾熟悉但却更富多元魅力的认同感、亲切感和归属感；籍由都市文化创意和开放街区，也带来

民众身处都市独特的愉悦和便捷；各方交流，也通过公共空间而无处不在。

当下，成都远洋太古里进入了体验期。我想，这样的都市中心和开放街区项目，需要面对未来几年更长期的远景计划。项目运营管理

者和设计团队将继续深入公共空间的细部优化，以及持续开展多样性的融合。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就是这样，丰富活泼的街道生活塑造出魅

力的市井风貌，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又一个的巷弄里发现惊喜。

我想，城市，确实是人类文明进程中最伟大的实验；而作为建筑师的我们，无非是让这样的探索适得其所地发生在街巷之间，培育思

考，找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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