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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老厂房的功能和
业态

夜晚是一天中陶溪川最热闹的时
候，游客可以在陶溪川美术馆看展，
在小广场上听抱着吉他的年轻人浅吟
低唱，也可以驻足逛逛充满艺术气息
的创意店铺……如果赶上有集市，还
能和年轻老板砍砍价，买下自己喜欢
的艺术品。

吸引游客光顾的所在地原是景德
镇国营宇宙瓷厂的老厂房。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行业改革，瓷厂
逐渐走向衰败，直至厂区停业荒废。
10 年前，以该瓷厂为核心区的“陶
溪川国际陶瓷文化产业园”项目启
动，在“坦诚真实”的原则下，对宇
宙瓷厂 22 栋老厂房、煤烧隧道窑、
圆窑包、工业设施等进行原汁原味的
保护修缮，保留了原有建筑肌理和风
貌，时代信息与印记也得以留存。如
今，独具特色的锯齿形、人字形厂
房，高耸的烟囱、水塔以及墙上的老
标语等通过设计“变废为宝”，融入
到街区每一角落。

2020 年，陶溪川启动了二期以
为民瓷厂等为主的保护开发工作。其
中，为民瓷厂被改造成独具特色的教
育和艺术群落以及商业业态，原有厂
房被改造成音乐学院、立体秀场等。
开发过程中，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车间、厂房红墙红机瓦、
锯齿形厂房以及圆窑包、梭式窑等窑
炉，球磨机等设备，管道、烟囱、配
电间等工业设施都被保存了下来。

从外表看，老厂房、老窑炉、烟
囱、水塔依然耸立，但它们的结构已
经改造，功能和业态也被重新塑造。
全国各地的“景漂”青年在这里聚
集，国际化的艺术展和文化交流活动
也常在这里亮相。

朱益后是一名90后“景漂”，家
乡在海南。2019 年，他到景德镇旅
游，被当地的生活氛围和活力吸引，
就留了下来，学习制作陶瓷产品。

“现在，我开了一间工作室，从最初
的选料，到最终产品出窑，中间的一
系列环节都是自己完成。”朱益后

说，“参加集市并不只是为了售卖产
品，还为了同行之间可以交流以及可
以收获来自游客对产品的反馈和建
议。相对收获，摊位费很便宜，每月
仅收300元。”

确实，吸引创业青年，让更多人
融入景德镇，正是陶溪川创立以来一
直坚持的理念。景德镇陶文旅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子力表示，希望
将陶溪川打造成为年轻手工艺者的创
造天堂，借由集市汇聚人群，促成手
工艺者、设计师、艺术家互动。“身
处陶溪川的创意集市、邑空间等，年
轻创业者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包括
文化资源、空间资源、精神资源。而
他们的创造力不可限量。”

●如何借鉴陶溪川的成
功经验

4 月末，陶溪川迎来了一批客
人，他们是参加在景德镇举行的第二
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的专家、学者、
企业代表等。有与会者坦言，实地参
观陶溪川，看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
物馆、陶溪川美术馆等，大开眼界。

关于陶溪川的成功，有过各种分
析。有分析认为，陶溪川在对旧瓷厂
的改造与再利用中，将传统元素与现
代设计相契合，“新”与“旧”合理
过渡，从整体园区规划到建筑室内外
环境，都充分体现了对原有场地的尊
重，诠释了后工业景观改造过程中如
何进行取舍，又如何实现多元化发
展，从而创造了一个宜人的、具有陶
瓷工业文明特征的景观空间。也有分
析认为，在保护利用开发的过程中，
陶溪川瞄准年轻人这一目标人群，围
绕青春、时尚、活力等核心元素，着
力打造年轻人造梦空间，为古老瓷都
注入了青春活力。

无论是哪种分析，陶溪川引发关
注都是事实。

2017 年，坐落于陶溪川文创街
区的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斩获
2017 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
区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奖。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在获奖辞中表示，景德镇陶瓷工业
遗产博物馆的设计基于遗产保护的最

少干预原则，改造选择的改进型现代工
业美感呼应了20世纪中叶旧厂房工业
建筑的形态和气息，制造出柔和的背
景，而将各时期的窑炉遗存置于舞台中
心。新的设计不仅尊重原先工厂的形式
和尺度，也创造了与著名陶瓷生产设
备的全新对话方式。

这个分量不轻的奖项无疑为陶溪
川被更多人所关注，再添一把火。

作为以陶瓷文化为引领，活化工
业遗产的典型，如何借鉴陶溪川的成
功经验既是参加第二届国家工业遗产
峰会的代表们关注的现实话题，也是
代表们希望探讨的关于工业遗产保护
与利用的未来话题。有与会代表甚至
将这个话题延伸至会场外。

“陶溪川做得很好，不仅体现了
文化性，还确确实实推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但是，陶溪川是特殊的，景德
镇是千年瓷都，这个背景是独一无二
的。要借鉴陶溪川的经验，就不能忽
略这一点。”在会后从陶溪川发布厅
往餐厅走的路上，一位与会代表正说
起陶溪川成功的独特背景。

确实，陶瓷工业遗产是景德镇城
市的记忆，记录了景德镇陶瓷工业发
展的艰辛历程，也承载了历代陶瓷人
曾经的光荣和梦想。正如另一位与会
代表回应时所说：“关于工业遗保护
的利用，每个遗产所在地都在探索，
借鉴已经成功的改造利用案例是必要
的，但需要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实现保护利用双赢的
各地答卷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第二届国家
工业遗产峰会的重要议题，有理论探
讨，更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工业遗产改
造案例的分享。

来自北京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的赵洪雪介绍的是首钢老工业区改造
西十冬奥广场项目。“该项目在保留
原有工艺流程的前提下，进行功能改
造和空间更新，体现了对工业遗产的
尊重和历史记忆的延续，实现了工业
遗产保护与改造利用的双赢。”赵洪
雪说，“在改造过程中，为了实现科
学改旧、新旧融合、绿色拆旧等目
标，运用了工业遗存旧有结构加固改
造创新设计技术、工业遗存装配式加
建和建筑功能化改造技术等，最终实
现了工业遗存与奥林匹克元素的巧妙
结合”。

来自甘肃省天水工业博物馆的
冯振文展示的是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的另一种思路——建立工业遗产博
物馆。据冯振文介绍，天水的工业
遗产类型多样，时间跨度较长，内
涵丰富，存续状态普遍良好。2012
年，根据工业发展需要，天水出台
了鼓励工业企业“出城入园”“搬
迁改造”政策，天水长城控制电器
厂就是最早搬迁的企业之一，老厂
区留下的不同时期的建筑和工业设
备、生产工艺、档案资料等，为这
段发展史保存了“时代痕迹”。“这
些宝贵的工业遗产，具有显著的时
代特征，承载着一代人扎根西北、
无私奉献的优秀品德，对于长期工
作于此的建设者、劳动者及其家庭
具 有 特 殊 的 情 感 价 值 。” 冯 振 文
说，“天水为保护好工业遗产，按
照 ‘ 保 护 优 先 、 合 理 利 用 ’ 的 原
则，决定利用长控厂旧址修建天水
工业博物馆，并于 2017 年 10 月启动
建设，2021 年 3 月建成并试运营。
博物馆陈列展览以时间发展脉络为
内容设计主轴，系统介绍了天水工
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形式设
计方面，保留了老厂房原始的建筑
结构，充分运用新科技、新技术，
促进展陈与建筑相融合，成为城市

的新名片。”
来自山西云冈研究院的代表则分

享了“云冈石窟大景区建设中的工业
文化植入”。“在云冈大景区建设
中，我们坚持低碳发展、水土保持、
废物利用的原则，进行了大量的工业
文化植入，取得了拾遗补缺、锦上添
花的效果，也为大同煤城的未来发展
提供了思路。比如，用旧石柱、旗杆
座、大石块垒砌上山门道，用煤矿风
筒以及绞车轮改造成冰激凌售卖亭
等。”这位代表说。

这些优秀案例从不同维度展现了
如何实现保护和利用的双赢，既有共
性，也有个性。共性是注重挖掘工业
遗存的核心价值，个性是保护利用的
方式多样化。相关专家表示，应该强
调的是，要让工业遗存活起来，必须
要让其融入现实，处理好遗产保护与
产业升级、社会发展的关系。

●数字化助力工业遗产
“活”起来

根 据 《国 家 工 业 遗 产 管 理 办
法》，国家工业遗产是指在中国工业
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具有较高
的历史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
和艺术价值，经工业和信息化部认
定的工业遗存。数据显示，到目前
为止，工业和信息化部先后发布 5
批194项国家工业遗产。

2021 年，工信部等八部委联合
印发了《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

（2021-2025年）》，提出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的具体措施包括：“弘扬工业
文化价值内涵”“推动工业旅游创新
发展”“开展工业文化教育实践”“完

善工业博物馆体系”以及“加大传播
与交流”等。

梳理目前工业遗产的开发模式，
主要有3种：一是将工业遗产改造成
为创意产业园、现代艺术区，二是建
立主题博物馆，三是让工业旧址成为
人们休闲和娱乐的场所。

相关专家表示，国家工业遗产中
的景德镇宇宙瓷厂、青岛啤酒厂，都
将城市发展、产业调整和旅游文创紧
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当地社区受益
的工业遗产动态传承典型案例。但
不可忽视的是，有的工业遗产在被
改造为艺术、创意街区时，既脱离
了产业需求，又割裂了园区与遗产
内涵的联系，从而失去了作为工业
遗产的生命力……如何将工业遗产
与当地社区发展紧密联系，如何在
重塑工业遗产的过程中对接城市新
功能，仍需继续探索。

在第二届国家工业遗产峰会上，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孙
淼老师在平行会议“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论坛”牵头组织了工业遗产元宇宙
青年沙龙。

来自同济大学高密度人居环境与
生态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邝远
霄，介绍了上海工业遗产信息平台的
设计与构建；来自北京五一视界数字
孪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代文斌，以
某矿区遗址管理平台为例，介绍了数
字孪生技术如何赋能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比如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复原历史
环境下生产环节开展过程，为进行待
定工业环节研究与制作工艺保护提供
多视角、全范围的观测能力……几名
年轻人的演讲，不仅让听众觉得耳目
一新，更展现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新
的思路。未来已来，探索才刚刚开始。

2023 年，工信部修订印发
《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了国家工业遗产
突出保护利用的重点区域，同时
强调遗产利用应注重生态保护、
整体保护、周边保护，以自然人
文和谐共生的理念，实现动态传
承和可持续发展。

《办法》提出，鼓励和支持大运
河、黄河、长江沿线城市和革命老
区、老工业城市通过国家文化公
园、工业遗址公园、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建设和老工业城市搬迁改
造，系统性参与国家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

在“认定程序”章节，《办法》参
考借鉴世界文化遗产评价标准等经
验做法，细化完善国家工业遗产认
定评价的标准和指标，并重新整合
了国家工业遗产认定条件。

为进一步促进遗产利用发
展，《办法》鼓励利用国家工业遗
产资源建设特色街区、影视基地
等新业态，支持利用国家工业遗
产相关资源开展工业文化教育实
践的应用场景。

工信部 2018年印发《国家工
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为更好适
应新形势新要求，传承弘扬工业精
神、发展工业文化，工信部对办法
进行了修订。

国家工业遗产核心物项是指
代表国家工业遗产主要特征的物
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物质遗存
包括厂房、车间、作坊、矿区等
生产储运设施，与工业相关的管

理和科研场所、其他生活服务设
施及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生产工
具、办公用具、产品、档案等；
非物质遗存包括生产工艺、规章
制度、企业文化、工业精神等。

工业遗产：

从沉睡到新生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太阳刚落，天色尚未暗
透，一个由两张长约 1 米
多、宽约 40 厘米的桌子拼
接而成的摊位上，被朋友称
为“小辣椒先生”的朱益后
开始摆放自己制作的陶瓷产
品。墨绿色的桌布上，褶皱
清晰的橙色橘子、黑白纹理
分明的瓜子等陶瓷制品，让
顾客直叹“跟真的一样，根
本没法分辨”。

在江西景德镇陶溪川
的创意集市上，像朱益后
一样租摊位出售陶瓷产品
的摊主不少。他们中，以
年轻人居多，为梦想、生

存或兴趣，在景德镇待了
下来，还有一个特殊的称
呼——“景漂”。

陶溪川坐落于景德镇东
城片区中心，定位是以陶瓷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为基础，
融产业升级与城市更新为一
体的商旅文项目。目前，园
区已开放运营宇宙瓷厂、陶
瓷机械厂、为民瓷厂等区
域，园区内建有陶瓷工业遗
产博物馆、美术馆、陶公塾教
育研学基地、邑空间双创平
台、国际艺术中心等，被看作
工业遗产成功转型、文创产
业发展升级的样本。

工信部修订印发《国家工业遗产管理办法》

陶溪川坐落于江西景德镇东城片区中心，昔日的旧厂房、烟囱等都被保
存下来。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创意集市吸引了不少年轻的创业者。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朱益后是一名 90 后，在景德镇开了陶瓷工作室。图为他在陶
溪川创意集市上售卖的自制陶瓷产品。

朱益后供图

甘肃省天水工业博物馆一角。 天水工业博物馆供图

江西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展出的镇馆之宝之一，即间
歇式煤烧倒焰窑，俗称“包子窑”。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江西景德镇陶瓷工业遗产博物馆展出的镇馆之宝之一，即间
歇式煤烧倒焰窑，俗称“包子窑”。

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的“际
华 3511 文创科技园”曾担当过中国
最大毛巾厂的角色。如今，通过对工
业遗产的活化设计与更新再造，旧厂
区变身为一个集生鲜超市、生活零

售、观赏鱼市、文创花卉等多元创新
业态的“新型社区中心”。图为 2022
年5月，市民在文创科技园内的花市
挑选花卉。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