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事物是新的，然后变旧过时，然后被废弃，

只有到后来他们重生之际才有了所谓的历史价值.
———凯文·林奇（Kevin Lynch）

1 背景与概况

还记得卞之琳那首著名的《断章》吗？“你站在

桥上看风景 /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 明月装饰了

你的窗子 /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如今在纽约曼

哈顿中城西侧的高线公园即真实地演绎了这美好

的景致.然而在 30 年前，没有人会预料到一个已经

垂死挣扎，快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铁路线如今却成为

了“纽约市民的公共大阳台”，让巴比伦的“空中花

园”成为了现实.

如今的纽约高线公园已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空

中花园，它位于曼哈顿中城西侧.当年修成高架形

式是为了减轻地面的交通压力，便于在肉类加工区

和三十四街区的哈德逊港之间运送货物.但由于运

输业的迅猛发展，高架早已无法适应新的经济发展

模式，在 1980 年以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并一度处

在被废弃的状态. 当地政府本已决定将其拆除，然

而在 FHL（即高线之友）组织的努力保护下，高线终

于被成功地保存了下来. 并且经过创造性地改造，

呈现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空中花园走廊，不仅奇妙

美丽，富有趣味，还让高架两边的街区成为了吸金

重地，引来很多商业大亨的投资，取得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

这条高架路从纽约市肉库区直通到曼哈顿西

城区的第 30 大街，总长约 1.5 英里（约 2.4 公里），

沿途可欣赏城市美景和哈德逊河，还能经过一些地

标性建筑，比如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洛克菲勒

中心等，高架铁道距离地面 30 英尺（约 9.1 米），铁

道最宽处有 60 英尺（约 18.3 米）.

高线公园有三个可供开放的部分，第一个部分

是从 Gansvoort 街到二十街的第一段，第二个部分

是从二十街到三十街的第二段，第三部分是从十大

道的三十街到哈德逊河及三十四街. 每天的开放时

间从早晨 7 点到晚上 10 点，21：45 之后便禁止进入.

2.1 留住城市工业化的记忆———历史价值

城市发展的步伐犹如呼啸而过的火车，留下的

只有当年列车疾驰而过的痕迹. 对于 30 年前的曼

哈顿和高线铁路，必定承载了那个时代的发展.

19 世纪，纽约修建了曼哈顿 West Side 的火

车线路，此后相撞事故频发.20 世纪 20 年代末，纽

约开始治理这种潜在的安全隐患，高线铁路顺理成

章地登上了历史舞台.1934 年纽约的高架铁路正式

运营，这也为纽约的货物运输增加了安全和便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公路运输业的发达，高架铁路逐

渐丧失了自己的生存空间.60 年代起，纽约的高架

铁路开始逐渐荒废，1980 年在向纽约的居民运送

了最后一批火鸡之后，这条铁轨也就逐渐地被人们

遗忘了.然而，时间带走的是退却的功能，留下的却

是整个工业时代的记忆.曾经的高线，它应该作为

一种工业时代的符号，向人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兴

亡.每个旧建筑都是城市化进程的教科书，它们的

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故事.所以，对于旧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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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与再利用可以调和落后的旧建筑和不断发展

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在延长建筑使用寿命的同时，

保存城市的历史与记忆，进而在新旧交融中创造新

的美感.旧建筑创造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对旧建筑的

简单保护与复原，其最大的功效在于利用创新的方

法展现曾经的历史文化遗风.

2.2 重现的空中花园———生态美学价值

高线公园的一期工程从甘瑟弗尔特大街起到

20 街止，共九个街区.在这里，工业遗产的再利用、
历史保护街区的更新，仿原生生态环境的创造，公

众主导项目开发等一系列要素都包含其中. 并且，

与传统公园不同，高线不仅是建在废旧铁轨上的公

园，还是一座悬浮于空中的花园.公园尊重场地的

自身地域特点，利用新的景观设计理念，因地制宜，

以“植———筑”为整体设计的核心策略，通过对软性

的植物，硬性的铺装，线性空间的再利用，生态与可

持续的理念完美演绎.

对于旧建筑的改造通常会走入全盘推翻重做

的误区，而高线公园为了确保其铁轨的原本属性，

还保留了一些能证明其特点的枕木、碎石路基、铁
轨等.而且，为了避免单调，还种植上百种当地的野

花、野草，兼具男性的阳刚与女性的柔美.同时，为

了防止高线公园的铁轨遗迹和野生花草不被破坏，

政府禁止宠物进入，也禁止游人在花园里跑步和进

行其他体育活动.

已经开放的公园里，有近 210 种本地植物，以

浅根植物为主.植物可将建筑形状与其周围环境紧

密连接在一起，统一和协调环境中其他不和谐因

素，突出景观中的景点区分，减弱高架铁路粗糙的

外观和单调的线性延伸空间，用以限制视线.设计

者没有矫揉造作的加以修饰修剪，配合铁路线原有

的裸露与锈迹斑斑，彰显了自然纯真的野性美，赋

予她新的生机与活力.

高线公园使用的并非一般混凝土，为了突出碎

石的肌理，特地选用了一种能将颗粒暴露，且能呈

现多种结构形态的特殊混凝土.植被的种植也并非

全部沿路铺满，不留缝隙.正所谓“月盈则亏，水满

则溢”，适当地留白和欲隐还现反而能增添别样的

情趣.所以，高线公园让野生植被在铁轨缝隙和特

殊设计的铺装单元里生长，植物的轻柔与地面铺装

的坚硬形成强烈对比，却又相互渗透，浑然天成.值

得一提的是，工作人员施工时，在对高线的保护上

倾注了大量感情. 当初建设公园时被迫移走的铁

轨、枕木，在经过场地防水等多道工艺处理后，又被

完璧归赵，送回原处.另外，铁轨也并非生硬地平铺

在场地上，它与混凝土模块手指状相交，在指缝里

穿插种植野生植被，削弱了废旧的外表和坚硬的形

态，形成了柔性界面.

由于其铁轨本身的单一性和线性决定了高线

公园必定是线性空间.这种空间相对成长条、狭窄

状.然而直线的变化成简洁、豁达的视觉效果，更具

阳刚美.正是考虑到游人会产生一种枯燥乏味的方

向体验，道路上的小品和铺装、植物格就更加外别

具匠心.铺装与植物的相互渗透使得原本单一的直

线软化成曲线，利用大小台阶与景观的分割，打破

了单调，形成了错落有致的丰富空间感受，使大多

数游人漫步其中，有了虽经数十个街区，却彷佛才

走了一两个街区那种陶醉其中、难以忘怀的感情.

设计者不断地表达他们“植———筑”的设计策

略，重申生态设计的理念.即尊重场地的原生态现

状，大量使用本土植物，浅根植物，在建设之后又把

撤走的铁轨重新归位保护，有效地提高了原有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与活力，很巧妙地协调着自然生态和

社会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保护工业遗产.于我们

而言，对于旧工业建筑，究竟是大拆大建，还是针对

地域特色，植入可持续的生态理念加以重新规划利

用，必将成为新的持久命题.

2.3 从废弃到吸金———经济价值

2009 年 6 月，高架一期开放后受到出乎意料

的欢迎.公园为纽约市所有，接待了超过 400 万人

次游客，纽约人和游客各占一半，是市内单位面积

内访客人数最多的景点，成为了即帝国大厦的又一

纽约新地标，有利刺激了私人投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初选择拆除即是考虑到

高线铁路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工业的新发展，无法带

动新的经济刺激.然而，从 2006 年开始修建公园开

始，却吸引了更多人投资的兴趣.高线公园变成了

公共大阳台，却没有减少它丝毫的商业价值.“翻

新”后的高线降低了这一曾经“杂乱”的地区的犯罪

率，同时出色的景致更是成为了一大卖点，这更加

刺激了开发商们的热情.从 09 年至今，公园附近已

有超过 30 个项目在等待建设.现在受到这一成功开

发的鼓舞，芝加哥、费城等地都有类似的开发计划.

高线公园的开发和再利用，激活了纽约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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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从 05 年开始，政府对高架周边地区重新

进行了划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大量外来淘金者

也使纽约在 2000 年到 2010 年的十年间人口猛增

了 60%.

其实纽约高线公园早已不是第一个废弃工业

建筑改造的成功案例，但它再次证明了，尊重当地

的工业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再结合强大的

创造力，就可以在改造成怡人景观的同时与消费市

场紧密结合，创造出更大的社会财富.

3 纽约市民的公共大阳台———社会反思

3.1 城市区域性革新与犯罪

日本犯罪学专家伊藤滋说过“城市犯罪受城市

的物理条件和空间特性的影响，有时环境及空间形

式的不同，能导致犯罪种类、发生过程及犯罪属性

的不同.”所以说，犯罪是其社会环境因素.

什么样的城市容易滋生犯罪？（1）第三产业发

达的城市犯罪率高，另外第三产业发达还会吸引大

量的外来人口，这些外来人口因其具有短期滞留

性、文化程度较低性和青壮年化的特性,已成为城

市犯罪的主体.可见,一个城市随着第三产业的不断

发展,该城市的犯罪率也会相应提高.（2）城市人均

收入与犯罪率成正比.从整体上看,在一个实行市场

经济的城市中人均年收入越高,商业化、工业化等

现代化程度也越高,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在质和量

方面都增加,犯罪主体、犯罪动机和犯罪目标亦相

应增多.（3）经济关系复杂化，贫富差距拉大，社会

矛盾激化容易产生犯罪.而曼哈顿作为世界的金融

中心，其光鲜荣耀的背后就是巨大的阶级矛盾和贫

富悬殊，以及美国始终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这导

致了它很高的犯罪率. 在高线公园所在的哈德逊

街，我们可以想象在铁路荒芜废弃的近 30 年里，杂

草丛生、锈迹斑斑、无人问津，连同其一起衰弱的铁

路两侧的居住区.这种环境是非常不利于社会稳定

的，容易滋生犯罪.一个城市的空间若规划得不合

理,易产生四种死角,即“空间死角”、“心理死角”、
“社会死角”和“时间死角”.犯罪时常发生在犯罪分

子容易藏身，过往路人无法看到以及被害者难以逃

脱的场所.之前废弃的高线铁路应该就属于这类死

角中的“空间死角”.所以，在高线公园建成之后，该

区的犯罪率降低. 一个暴露在阳光下的大阳台，其

极大的公开性是无法隐藏犯罪的.

3.2 公众隐私

高线公园距离地面 30 英尺，但它周围的楼房

更高.且虽用植物覆盖，也是浅根性植物，难以长成

参天大树，故而不会遮风挡雨，同时一个明显的问

题暴露出来，那就是如此公共的场合缺少必要的私

密性.我们知道公园通常都是在相对私密的环境下

的，那里环境优美，大树茂密.只要你站在对面的楼

里就可以轻而易举的看见高线上的一举一动，同时

站在高线上也很容易窥见楼里的私密画面.这一点

想必在高架桥上坐车往两边看过时都有这种体会.

而高线公园即是把这种隐私堂而皇之地扩大化了.

另外，有报道称在高线公园上厕所也是一件很公开

的事情，所以笔者对它的私密性表达有着深深的担

忧.当然，这些问题有待于慢慢去寻求解决.

4 结语

近年来，对工业时代的旧建筑及其历史地段保

护性再利用的研究与实践受到世界各界越累越多

的关注.国外改革的早，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

们借鉴学习，高线公园便是当前极为成功的一例.

而国内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实践成果，如北京

798、上海的苏州河仓库区、广东中山岐江船厂改造

等.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研究与实践仍然显

得任重而道远.本文通过分析高线公园一例，认为

单纯的简单复原或者拆建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发展

的城市精神需求，任何建筑都是有感情有生命的，

我们应该以科学的理念与方法进行人文环境下的

创造性改造.同时要避免动辄使用高科技，高能耗

的盲目追求，本着对地域性文化历史的探索，避免

以保护再利用为名进行建筑、街区复古建设的肤浅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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