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

工业遗产见证了各国工业化进

程不同阶段的历史风貌与时代

特征，承载着城市记忆，印刻着

发展足迹。

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中，

一些废弃厂矿、工业旧址走向衰

败乃至消失。工业遗产如何通

过保护再利用延续生命、焕发新

生机，如何更好地带动区域产业

转型发展、推动城市复兴，如何

更好地与城市文化、都市生活有

机结合，成为许多国家面对的共

同课题。

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

需要以充分认识其中蕴藏的多

元价值为前提。工业遗产具有

丰富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

济价值、科技价值、审美价值，是

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具体来看，历史价值是由工

业遗产的时间属性所赋予的，不

同历史时期，城市有着代表不同

类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

工业，工业遗产可以帮助校正、

完善和丰富文化记忆。社会价

值主要表现为工业遗产中所酝

酿的工业文化、工匠精神等，旧

厂房、生产车间记录着曾经火热

的生产岁月，承载着工人、技术

人员、工业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

同感。经济价值主要表现为工

业遗产良好的基础设施、大体量

的空间尺度和坚实的建筑结构

体系等，即使建筑处于废弃、闲置状态，只需稍加改进，

便可以创造出极高的再利用价值。科技价值主要表现

为工业建筑在材料、结构、构造、施工工艺方面的

创新。审美价值体现在大体量的工业厂房作为

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观，给人以视觉冲击感，具有强

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20 世纪中后期，后工业革命时代的到来催生

了对工业遗产研究、保护和再利用的浪潮。人们

在推进工业遗产沿着文化创意、旅游观光、绿色环

保等普遍路径转型的同时，也在因地制宜探索各

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模式：

——博物馆模式是早期工业遗产改造再利

用的探索成果，以德国亨利钢铁厂、弗尔克林根炼

铁厂为代表，这一模式将工业遗产和工业建筑改

造成工业遗址性博物馆，利用废弃工业设施开展

各类型活动；

——公共游憩空间模式，以美国西雅图煤气

厂公园、德国北杜伊斯堡旧钢铁厂景观公园为代

表，改造成以工业景观为主题的大型公园；

——文化艺术产业区模式，以德国关税同盟

煤矿工业区、美国纽约苏荷区为代表，改造成艺术和创

意设计产业机构的办公场所和作品展览场地；

——购物旅游区模式，以德国汉堡仓库城为代表，

改造成购物旅游中心，可以同时为当地人和旅游者服务；

——综合复兴模式，以英国伦敦道克兰巴特勒码

头、美国巴尔的摩内港为代表，应用这一模式的工业遗

产具有场地规模大、区位优势明显等特点，将工业遗产

改造后植入综合功能，包括公寓、商店、餐馆、办公楼、博

物馆、学校等。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工业遗产的保护和综合利

用力度。通过产业融合，一批集城市记忆、知识传播、创

意文化、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生活秀带”的出现，为发展

盘活工业遗产的存量建设用地积累了宝贵经验。如首

钢园以打造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地标为目标，面向未

来、面向年轻人、面向国际化，通过腾笼换鸟、产业置换，

打造宜业宜商的新园区，建设以现代服务业、先进数字

金融产业为主导的高端产业集聚区，促进了北京西部地

区经济和环境活力的整体提升，为我国老工业区改造升

级提供典范。

实现工业遗产转型，根本要做好城市规划设计。

我们要坚持减量集约、绿色生态、职住均衡、多规合一等

现代城市规划理念，积极探索老工业区城市有机更新路

径，实现环境、文化、社会、经济等维度的全面复兴。在

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过程中，运用先进的城市设计理念

和科学技术，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统筹做好工业遗产保

护、产业转型等重点任务；探索创新老工业区基础设施

投资建设运营模式；以人为本，为市民提供各类文

化资源活动及高品质的公共空间场所。

（作者为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

师、首钢集团总建筑师，本报记者陈尚文采访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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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鲁尔工业区埃森市郊外，坐落着一片巨大的红

砖建筑群。这是全球闻名的工业文化遗产——关税同盟

煤矿工业区，于 2001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驱车刚下高速路口，远远就能看见被誉为“鲁尔区埃

菲尔铁塔”的 12 号矿井塔，这一地标建筑与地面密布的

货运铁轨、空中穿梭的煤炭传送带，共同勾勒出工业文明

兴盛时代的图景。

始建于 1847 年的关税同盟煤矿，曾经是欧洲最大、技

术最先进的煤炭生产基地，最终于 1986年因产业转型停止

运转。整个矿区以建筑精美著称，被誉为“世界最美煤矿”。

“关税同盟工业区完整保留着该煤矿历史上曾使用

的基础设施，部分 20 世纪的建筑也展示着杰出的建筑价

值。工业区的景观见证了过去 150 年中煤矿业作为当地

支柱工业的兴起与衰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

员会如此评价。

如今，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每年吸引超过 150 万的

参观者。他们前来参观，并不仅仅是来凭吊废弃的厂房

和矿井。经过 30 多年的转型与开发，工业区内现拥有两

座世界级博物馆，一座艺术中心，一个工业主题酒店，多

家创意商店和餐馆，户外空间绿树成荫，与工业遗迹完美

契合，成为当地热门的主题公园。

“以转型促保护，我们一直以此为座右铭。这里还创

造了结合历史、文化、创意、娱乐和美食的多样化产品。”

关税同盟基金会新闻发言人迪莉娅·波什介绍说。

登上德国最长的 55 米户外电动扶梯，记者来到距离

地面 24 米的鲁尔博物馆入口。当年，煤炭正是顺着传送

带被运输至此，再通过重力分选。如此设计游览路线，让

游客一进入博物馆就能亲身体验工业文明的魅力。这个

由洗煤厂改建的历史博物馆，由荷兰著名建筑师雷姆·库

哈斯主持设计，建筑主体保留了历史原貌，煤炭筛选设备

被改造为展陈柜，6000 多件展品系统展示了 3 亿年前煤

炭如何形成，以及鲁尔工业区转型的漫长历程。

在鲁尔博物馆斜对面，由锅炉车间改建的红点设计

博物馆，则是另一位国际建筑大师诺曼·福斯特的杰作。

顺着锅炉管线改造的钢铁扶梯，自上而下的 6 层展厅里，

陈列着 2000 多件工业设计消费品：摩托车、厨房电器、卫

浴产品、锅碗瓢勺等一应俱全……1955 年创立于德国的

“红点奖”，如今是全球工业设计领域最著名的奖项之一，

每年在此举办的颁奖典礼，是工业设计领域的盛事。

走出红点博物馆，沿着矿区铁路一路向北，便来到

PACT 艺术中心。这座两层半高的礼堂建筑，曾经是煤矿

工人的澡堂和洗衣房，如今则被改造成演出空间和小型工

作室，供全球艺术家进驻创作。这里虽然早已褪去了工业

时代的煤尘，房间内却依然保留着白瓷砖和淋浴喷头，成

为集舞蹈、表演、戏剧、多媒体和视觉艺术于一体的殿堂。

每年从年初到年末，鲁尔工业文化节、媒体艺术展、

现代艺术节、国际文化节、都会美食节等一系列活动在此

接连不断举行。关税同盟煤矿的主旋律，也从机器的轰

鸣声，转换为艺术和旅游的协奏曲。

事实上，自 1986 年煤矿正式关闭起，政府就决定不

拆除此地，但如何保护和开发却没有成型思路。人们根

本想象不到这里日后将变身为旅游胜地。始于 1989 年

的埃姆舍公园国际建筑展，给关税同盟煤矿的转型开

发提供了重要契机。通过国际建筑展平台，当地政府

征集了全球建筑师、规划设计师和景观建筑师的构想，

为鲁尔工业区寻求新的发展方向。117 个开发项目，涵

盖了工业景观修复、废弃工业设施再利用、河流绿地整

治等多方面。

在此后数十年间，关税同盟煤矿作为当地政府重点项

目之一，成为整个鲁尔工业区转型开发的典范。鲁尔区于

2010 年获评“欧洲文化之都”，又于 2017 年被评为“欧洲绿

色之都”，其中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都被列为经典案例。

如今，一些昔日的矿井工人已经在工业区担任导游，

向前来参观的各国游客分享这里昔日的工业辉煌，以及

后工业时代引领转型潮流的成功探索。

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

展示工业魅力 引领转型潮流
本报记者 李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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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比利时格朗霍奴矿区厂

房改造的博物馆，游客参观展览。

本报记者 张朋辉摄

图②：在美国匹兹堡，人们参观原

炼铁厂高炉遗存。 资料图片

图③：德国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

地标性建筑“12 号矿井塔”。

本报记者 李 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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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瓦隆大区是传统老工业区。煤矿废弃后，由

格朗霍奴矿区、布瓦杜吕克矿区、卡齐尔矿区和布雷尼矿

区组成的瓦隆采矿遗迹群成功转型，成为比利时展示工

业文化和现代艺术的代表性场所。

比利时南部瓦隆大区有一个狭长的“工业山谷”，这

里煤炭储量丰富，自 19 世纪开始大规模开采以来，煤炭

产量一度位居欧洲前列。得益于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区

位优势，瓦隆率先开启工业革命，是欧洲大陆第一个整体

实现工业化的区域。长期以来，煤炭、钢铁等重工业是瓦

隆的支柱产业。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煤炭资源逐步枯竭，瓦隆开

始了艰难的转型之路，很多工厂或被废弃，或被改造。直

到今日，在瓦隆的不少城镇，都能看到长满荒草的煤矿厂

房、铁锈斑斑的工业机器。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格朗霍

奴矿区、布瓦杜吕克矿区等 4 处采矿遗址被完整保存下

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该组

织评价称：“它们见证了早期工业革命的技术，记录了欧

洲大陆工业革命以来采矿业的发展，并在技术和社会层

面发挥了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目前，瓦隆采矿遗迹群 4 处遗址均建成了博物馆，主

要分为两类：一是原汁原味展示工业时期煤炭工人的工

作方式与生活场景，如布瓦杜吕克矿区与可持续发展博

物馆；二是以格朗霍奴矿区为代表，保留部分原有工业遗

存，充分利用厂房等原有建筑，将其改造为新的艺术博物

馆、设计空间等。

布瓦杜吕克矿区与可持续发展博物馆位于比利时南

部城市蒙斯和沙勒罗瓦间。直至上世纪 70 年代才全面

停产的布瓦杜吕克矿区，完整保存了矿山、厂房、矿工居

住区等地面建筑和设施设备，以及公园、医院、社区中心

等公共设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煤矿村庄。博物馆负责

人温迪·格拉瑟告诉本报记者，布瓦杜吕克矿区与可持续

发展博物馆是一个集研究、体验、展示为一体的博物馆。

游客可以体验筛选煤炭、矿工作业的全过程，观察矿工家

庭生活的真实布景，了解当时的风俗习惯。该矿区博物

馆保存了不少老机器、旧档案等，可供研究者在此地开展

技术史、社会文化史等相关现场考察。为传播绿色发展

理念，博物馆于 2016 年改为现名，并着重突出节能减排、

生态保护等内容。

博物馆庭院里，散落着遗留下来的机器。博物馆建

筑群里，经理室、会计室、医务室、矿灯分发处、矿工清洗

间等都完整保留至今。矿区自 19 世纪以来兴建的 166 套

矿工宿舍，除一套用于展示外，其余仍在使用。格拉瑟

说：“布瓦杜吕克矿区遗址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了煤

炭工业生产方式、矿工的生活方式，保存了瓦隆的文化记

忆。随着瓦隆经济转型，工业遗存的价值更加凸显。”

格朗霍奴矿区被誉为“19 世纪欧洲工业遗产的瑰

宝”，也是欧洲新古典主义工业遗产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矿区巨大的厂房被重新修缮，改造成

为一座当代艺术博物馆。不久前，博物馆正在进行两个平

行展览——“植物热”和“约翰·穆伊尔视觉艺术展”，前卫

的当代艺术展品与有年代感的厂房形成了鲜明对比。

格拉瑟介绍称，工业时代的遗产实现华丽转身，保

留了瓦隆独特的文化记忆，已成为当地吸引游客的一

张“名片”。

瓦隆采矿遗迹群——

保存文化记忆 变身旅游“名片”
本报记者 张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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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匹兹堡市华盛顿山的莫农加希拉斜坡和迪尤肯斜

坡，是该市的两个著名历史景点。斜坡上的缆车轨道均兴

建于 19 世纪 70 年代，用于运送煤炭。如今，搭乘木质车厢

的缆车上下穿梭，有时空穿越之感。从山顶眺望，钢铁业曾

盛极一时的工业城市匹兹堡，已经转型为一座现代城市。

匹兹堡位于俄亥俄河、阿勒格尼河以及莫农加希拉河

三河交汇处，因靠近五大湖区、煤铁资源丰富、航道条件便

捷，与钢铁工业有着不解之缘。19 世纪中期，企业家安德

鲁·卡内基建立了卡内基钢铁公司，后来发展成为美国钢

铁公司，当时匹兹堡钢铁产值一度占美国钢铁总产值的近

2/3。此外，美国铝业公司、西屋电气公司等大型企业也将

总部设在匹兹堡。由于长期以重工业为支柱产业，当地环

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单一等问题日益凸显。20 世纪 70
年代，钢铁产能过剩导致大量裁员和工厂关闭。

不少匹兹堡人担心，这里传统的工业文化也将面临

消失的危险。重工业时代过去了，如何把工业遗产及其

文化保留下来，匹兹堡对此做了探索。

1996 年，美国国会和宾夕法尼亚州通过法案，建立

了“钢铁之河”国家遗产区。该国家遗产区以匹兹堡为中

心，由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 8 个郡的遗产区组成。

在“钢铁之河”国家遗产区，人们可以探访匹兹堡及

其附近钢铁工厂城镇，了解煤层结构、体验钢铁运输等，

从不同角度感受曾经辉煌的钢铁制造故事。这些活动项

目由非营利机构“钢铁之河”遗产公司管理运营，并与美

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宾夕法尼亚州保护与自然资源部合

作，通过支持工业遗产旅游、创意场所建设、户外娱乐等，

促进经济再开发和文化合作交流。

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当地政府发挥了重

要作用。“南边工厂”如今是匹兹堡著名的购物中心，从其

名称就能感受到昔日作为钢铁基地的历史。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匹兹堡城市规划局买下这片废弃的厂区，与企

业共同开发，将其改造成商业休闲娱乐中心，除商业、餐

饮、娱乐设施外，还在此兴建写字楼，进行招商引资。

匹兹堡的另一片商业街区“烘焙广场”，因美国饼干

及休闲食品企业纳贝斯克于 1918 年在此建厂而得名。

1998 年，纳贝斯克关闭了当地工厂，空荡荡的厂房只能

闲置。2006 年，匹兹堡市政府决定将该区域改造成高新

产业园区，以配合整个城市的转型振兴计划。改造完成

后，匹兹堡市政府协助开发商，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产业，

吸引了匹兹堡大学、谷歌等机构和企业陆续在此设立研

发部门。根据匹兹堡技术委员会统计数据，2014 年，匹

兹堡地区科技和研发部门就业人数首次超过了钢铁行

业。另有数据显示，目前匹兹堡的研发岗位比制造业岗

位多出 40%以上。

匹兹堡市所在的阿勒根尼郡郡长瑞奇·菲兹杰拉德

表示：“匹兹堡经济已由依托钢铁制造业，成功实现向高

科技、先进制造业、能源、教育以及国际旅游等领域的创

新转型。”

尽管已成功转型，但钢铁已成为这座城市的独特印

记。256 米高的美国钢铁大厦仍是城市地标之一，工业

化时期的工厂、仓库、码头等历史遗产得到保护和修复 ,
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的文化场所。

匹兹堡工业区——

开发废旧厂区 引入高新产业
本报记者 吴乐珺

②②

1717 国际国际2021年 6月 7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