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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残余空间的改造和利用策略研究
——以纽约高线公园为例

孔艺蓉，何俊萍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残余空间在我们的城市很常见，它有时出现在公路下的开敞空间和它周围的缓冲地带 ；有时又出现在城市片区及其边缘

荒废土地间，而这些往往是人们最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以纽约高线公园为例，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我国城市残余空间的改造

和利用策略，为我国城市残余空间的改造和利用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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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y of Urban Residual Space
—— A Case of New York High Line Park

Kong Yirong, He Junping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City Plann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idual space is no strange to our city. It sometimes appears in the open space under the road and in the buffer zone around 
it; sometimes it appears in the urban area and its marginal ruined land, which is often the most easily overlooked. Taking New York High 
Line Par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proposes the re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strategies of urban residual space in China, 
which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urban residual spa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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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发展如此快速的现代，为了满足社会、经济、

政治的发展，城市中的建设进程越来越快，但是否每一寸

土地都可以很好地被利用？答案是否定的。小到一个建

筑平面、建筑与建筑的交接处，大到我们的城市，残余空

间处处存在着。因此，在城市设计中，建筑师需要关注这

些残余空间，并加以改造和利用，以最大限度地激发城市

活力。

1残余空间的概念
残余空间，狭义上是指因为得不到利用而形成的多余

空间 ；广义上是指今天城市更新所遗留的、因多种原因从

未开发和疏于清理的空间 [1]。残余空间是使用者为了满足

自身休闲娱乐等需求寻找的原本无人问津的城市空地，抑

或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等原因被大众遗忘最终导致荒废

的空间。

2 残余空间的认知
2.1建筑中的残余空间

“残余空间”亦称“腔体”，就建筑平面关系而言，“腔

体”可以是一个房间、楼梯间或其他辅助性空间，也可能

由于太狭小导致无法使用而成为建筑的实体部分。

三角形学校（The Triangle School），位于韩国的南杨州

市（见图 1）。该设计通过最简单的几何形体，诠释出了建

筑师对学校建筑新的探索。它不同于以往学校建筑那种常

规、呆板的设计，而是用三角形平面创造出灵活的空间。

从外观上看，整栋建筑显得灵活、轻盈。

但是，三角形的平面布置也会带来一定弊端。从其平

面图来看（见图 2），在三边交会处出现了死角空间，这些

空间大致呈直角三角形。这些没有被利用的角空间就是残

余空间，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功能的布置，同时也限制

了空间的利用，这是残余空间的消极作用。

路易斯 •康曾说，一座建筑应该有好空间，也应该有

坏空间，残余空间也不例外。勃雷的意大利 Santa Chiara 教

堂复杂的拱顶眼孔和其他内部拱顶的洞孔表明残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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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总平面图（图片来源 ：https://www.archdail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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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空间就叫“门斗”（见图 3）。这种过渡的残余空间不仅起

到了防寒的作用，还起到了连接室内外空间的作用。

2.2城市中的残余空间

当我们漫步于城市之中，便可在街头巷尾、墙根、铁

路道口等地方发现群聚人群（见图 4），他们在这里下棋、

聊天、做买卖等。这些往往是不经过设计的，被大多数人

所忽略的空间，他们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数量众多 [3]，这

就是所谓的城市残余空间，城市残余空间普遍存在，但大

多数公众对其视而不见，这就导致原本有利用潜质的空间

被浪费。

除此之外，城市残余空间还存在于以下几种地方 ：建

筑物之间的狭窄不规则地块 ；被污染的土地 ；地形质量差，

导致使用率低下的地块 ；高架桥下空间 ；城市边缘废弃

土地。

2.3城市残余空间的现状和研究意义

残余空间是城市空间的一种缺失，一种城市肌理的断

层，是一个等待改变、优化的地方。通常，残余空间是因城

市迅速发展而规划不完善所产生。有时，残余空间的存在

是因为大众没有对其产生足够的认识，意识当中觉得这块

地可能没有用，久而久之，这些原本稍加改造就能利用的

空间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残余空间。除此之外，规划的建

筑间距不合理，使得建筑间产生狭小而难以利用的空间。

对环境和使用者而言，它们没有清晰地界定边界，而且未

以连贯的方式去连接各个景观要素 [1]。在一定程度上，这

些残余空间影响着城市的整体面貌。

对于用地紧张的城市来说，合理地利用好每一寸土

地，有利于其更快速的发展。研究残余空间对城市未来的

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上海、北京这些城市通常有着大城市

病，如新老建筑的并存导致城市景观不统一、人口密度过

大导致公众活动空间缩小等。因此，可以将城市中被人忽

视、废弃的残余空间加以利用，一方面可以使原本支离的

城市空间更加连续，另一方面将其改造成满足大众所需

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的用地压力。同

时，合理地利用残余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该城市的

活力。

3 纽约高线公园——城市残余空间的改造和利用
3.1项目概述

“高线”原是一段高 9.144m，总长约 48.3km 的铁路专

线，用于铁路货运。但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由于运

输要求的增加，这条短途货运列车不能满足当下要求，随

着列车的逐渐停运，这座原本繁忙的高架铁路也被放弃

使用。废弃的铁路犹如一道伤疤，成了整座城市中不和谐

的音符，同时，它也割裂了铁道两侧的空间，在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空间的浪费。之后，高线两旁居民开始要求政府

拆除这条破旧的铁路，但遭到了一些铁路爱好者的制止。

后来，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高线公园建成并投入

使用。

高线公园的建造分为三个阶段 ：2006 年 4 月—2009

年 6 月，工程第一段完成（南大街—西第二十街），向公众

图 2　一层平面图（图片来源 ：https://www.archdaily.cn）

图 3　门斗（图片来源 ：作者自绘）

图 4　高架桥下的残余空间（图片来源 ：作者自摄）

是开敞的，这是为了丰富空间和操纵光线。阿尔托的伊马

特拉教堂的内窗洞与外窗洞脱开，同样在于调节光线和表

现空间，这是残余空间的积极作用。

就建筑的交界处来说，残余空间有时可以用来隐藏机

械设备。同时，它用来说明在建筑中根据不同使用或其他

要求采取不同形状的房间交界处产生的剩余空间 [2]。

残余空间有时也出现在建筑室内外的交接处。例如，

由于北方气候寒冷，为了室内保温，通常会在公共建筑的

出入口设置双门，使得室内温暖环境与室外寒冷环境中间

有个过渡，不会使人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感到不适，这个过

1

1
1

2
2

    注 ：1.室内 ；2.门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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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第一阶段主要将公园硬化，并增加景观带。2006 年

9 月—2011 年 6 月，工程第二段完成（西第二十街—西第

三十街），对公众开放。第二阶段增加新的入口，完善无

障碍设施，同时增加疏散楼梯、公园大草坪及景观小品。

2011 年 6 月—2014 年 9 月，工程最后一段向公众开放。第

三阶段完成了用地审批及商业的投入。高线公园成了原有

街区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见图 5）。

3.2项目的独特性

3.2.1可持续性

高线公园作为政治、生态、历史、社会和经济可持续

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治上，高线公园是检验社

区行动力的试金石 ；生态上，高线为城市注入新的“绿洲”；

历史上，高线公园作为改造项目，将废弃铁道变为新公共

空间 ；社会上，高线公园是地方也是世界级公园，为公众

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娱乐和休闲平台 ；经济上，高线公园

的开通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投资，对当地经济的活化也带来

了积极的影响。
3.2.2融合性

作为原本废旧的铁路枢纽，其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

城市的肌理，使原本完整的城市板块变得零碎。高线公园

与城市的紧密融合，使得该项目变得强大而独特。它以毫

不间断的姿态横向切入多变的城市景观中，增加了景观的

完整性与连续性。整个城市因为高线公园的开通而变得完

整，高线两侧原本陌生的居民也因公园的建立，联系变得

更加紧密。高线公园不仅使城市空间变得更加融合，也使

得居民的心更加融合。
3.2.3创新性

高线公园是保留和改造同时进行，“简单、野性、慢、

静”是其设计准则。“简单”是改造对原有肌理的强化，并

非大肆整改，让公众能时刻感受到铁路曾经的繁华 ；“野

性”是将一些彰显老旧特色的元素融入其中，凸显其沧桑

感 ；“慢”和“静”的建造者通过具有导向性的步行及娱乐

设施，让使用者漫步其中时，可以抛开一切杂念，尽情享

受这种悠闲时光。高线公园的开通，让公众对废弃铁路有

了新的认识。每一位熟知高线历史的民众，都忍不住站在

公园平台内眺望远方，享受其为他们带来的城市的全新

图 5　高线公园（图片来源 ：https://www.gooood.cn）

视角。
3.2.4材料真实性

高线公园的改造，并没有采用全新的材料。为了凸显

高线曾经的铁路身份，改造者依旧采用了曾经建造铁路时

所使用的材料。通过植物种类及颜色的搭配，将高线景观

的荒凉感打造得淋漓尽致，铁轨和道岔等旧元素被重新置

入，一些特殊的原结构被保留并露出地面，这些真实的材

料增加了体验者对原始铁路的记忆。

3.3项目的意义

高线公园的开通带来了更多的经济投资，对当地经济

的活化也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将废旧的空间打造成一个满

足公众日常交流、游玩的公共平台，实现了城市残余空间

的价值提升，造福大众。原本被割裂的街区被这个景观带

连接，增加了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同时，也增加了城市的

生态性。

4 城市残余空间的改造和利用策略
通过案例分析及理论探索，针对城市残余空间的改造

和利用，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

4.1契合区位条件

残余空间分布在城市的任何区域内，因此，在对城市

残余空间改造和利用时，要考虑其周围的用地性质。不同

区位条件的残余空间的功能定位应根据区域的结构和功

能特征来确定，采取因地制宜的改造和再利用方式。

4.2融入城市功能

残余空间不能脱离城市功能而独立存在，它要与城市

其他功能相辅相成。因此，将残余空间融入城市功能，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城市的活力。

4.3融入景观

城市的残余空间往往将原本完整的区域碎片化，还割

裂了原有的城市肌理 [1]。因空间狭小、用地质量差等问题

而被废弃的残余空间，往往不能作为正常的用地来满足建

筑及使用者的需求。因此，笔者认为，将景观融入残余空

间中，不仅可以增加城市界面的连续性，还可以提高城市

的生态性。

4.4增强公众对残余空间的认识

让公众认识到城市残余空间及其利用价值，在某种

程度上，公众主导成为项目的关键。在我国公民的参与

意识逐渐提高的今天，推动社区、公众发挥主导作用正

当其时 [4]。只有公众真正意义上认识到残余空间的改造

和再利用对城市发展的意义，其才能自觉地参与残余空

间的改造，从而使原本废弃的城市空间成为对公众有用

的空间。

4.5政府的支持和法律法规的制定

政府政策的支持决定了项目发展的走向，城市化的发

展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精力，而法规的制定为项目的顺利

进行提供了保障 [5]。因此，为了对城市残余空间进行管理

和规划，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支持。

（下转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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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成为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城市住区设

计中对绿色节能环保的需求日益明显。

借鉴国外优秀住区案例的经验，有助于建筑师、规划

师在我国住区的设计中因地制宜，探索出适合我国现代城

市住区节能环保的发展模式和设计方法，从而为城市资源

环境问题作出贡献。马尔默 Bo01 住宅示范区的案例对我

国住区设计具有如下借鉴意义。

（1）面对城市能源紧缺问题，首先要考虑当地可再生

能源的利用，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等，对当地

优势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并将技术设施与住宅建筑形体充

分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可再生能源分配系统，实现住区

建筑能源的自给自足。

（2）我国城市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由于水资源不可

再生，针对非传统水源的利用和雨水的可持续管理成为解

决资源问题的关键。住宅建筑设计方面，要加入雨水收集

系统和中水回用系统，收集来自建筑屋面的洁净雨水和住

宅中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过滤、沉淀等处理进行二次利

用 ；住区环境设计方面，要将雨水设施与景观设计相结合，

增加透水铺装、雨水花园等，减少雨水径流，补给地下水。

（3）提倡以非机动车为主的出行方式，将机动车和非

机动车进行区域分离，在住区设计中更多考虑适合步行及

自行车的街道设计，并提供电动汽车、电瓶车等清洁能源

车配套设施，鼓励居民采用非机动车出行，提供更安全、

舒适、低碳的城市住区环境。

（4）尊重现有自然环境，注重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

在住区设计中尽可能地保留现有生物、植物群落，将住区

开放空间景观设计与自然环境相结合，并在施工中尽量使

用可再生环保材料，从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5）由于住区内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所以

废弃物处理系统在住区规划与设计中尤为重要，在满足垃

圾回收的基本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垃圾处理与再利用，将

生活废弃物转化为可利用的能源，既避免了环境污染，又

可以满足住区的部分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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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总局、英国贸易投资总署、加拿大劳动和住房部、新加

坡国家发展部建设局、印度建筑业发展委员会、法国经济

财政工业部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2007 ：5．

[5] 韩西丽，彼特•斯约斯特洛姆．瑞典马尔默市西港 Bo01 生

态示范社区经验借鉴 [J]．中华建设，2018（12）：34-37．

5 结语
在城市高速发展的现代，由于城市更新而出现的残余

空间不可避免，对城市残余空间的改造和再利用也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赋予原本废弃的空间新的

生命。对于设计师来说，城市发展固然重要，但在用地紧

张的当今社会，最大限度地用好每一寸土地，是其职责所

在。充分利用好残余空间，不但能够增加城市空间界面的

连续性，还将最大限度地激发城市的活力，促进人与城市

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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