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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姓陈，原来就住在这条弄堂里

的 2 号，这里本来像滚地龙，弄堂只有

80 公分宽，家里暗得不得了，太阳晒不

到，下大雨倒下得到，天上大雨家里小

雨；国家帮我们把房子置换掉了，我现

在坐在这儿蛮开心，等于坐在自己家里

一样。 ”

陈先生今年 73 岁，直到动迁，他在

永嘉路 309 弄住了将近 70 年。 置换后

的新家眼下正在装修，“我预备以后还

要到这里来玩，因为这里是我的老土地，

那么多老朋友一起很开心。 ”

“这个公园有个特点，外面大风，这

里小风，外面小风，这里没风，所以这里

休闲晒太阳是再好没有了。 ”

“设计得比较人性化，适合各种不同

类型的人群，

早上大家去上

班了， 我们这

些八九十岁的在这里晒太阳，到 11 点钟

上班族的人休息，买一点点心坐在这里，

中饭也解决了，太阳也晒到了，聊天也聊

好了，到下午，我们睡好午觉，老人 3 点

又到这里来聚一聚，4 点钟是幼儿园放

学了，这里所有的小朋友像脱掉链子的

猢狲，蹦啊跳啊开心得不得了。 ”

这群把“嘉澜庭”当作会客厅的老朋

友中，高龄老人不少，穿西装、戴围巾的

“老宁波”被誉为“最健康”，跳舞、骑脚踏

车、缝被子，89 岁样样行；年纪最大的是

97 岁的黄先生， 儿子一早从静安赶来，

陪老爷子晒太阳。“家里晒不到太阳，这

块地方弄好以后太阳很好的，顺便也可

以走走步。 ”

74 岁的杨先生住在岳阳路，是听女

儿介绍找到这里玩的。“我喜欢这里可

以遮风避雨， 太阳出来也可以坐一坐，

还热闹，这里没有那些乌烟瘴气的事情，

打牌抽烟很少。 ”

二

口袋广场四四方方，面宽约 18 米、

进深 40 米，建筑面积七百多平方米，最

深处藏着一家社区咖啡店， 名字就叫

“口袋咖啡”，承担了这里的日常运营管

理。 广场上的座椅都由咖啡店免费提

供，平价好喝的咖啡也吸引了不少稳定

客源。

2017 年，天平街道会同相关部门将

这里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拆除， 取而代之

的就是这处清新透气，融合了多种使用

功能的共享空间，辐射周边数千户家庭。

酝酿创业中的李先生甚至因为喜

欢这里租下了隔壁的房子，“好像北京

四合院那种家的感觉，很安心；老人孩

子都可以在这边找到乐趣，周末还有集

市和各种活动，我们就很愿意来，对我

们来说，对上海来说，这里都是一个很

好的示范。 ”

下午四点，晒太阳和遛狗的人群渐

次离开，咖啡店店员收起了座椅，大家

默契地让出了这块场地，四面围合的口

袋广场转眼成了孩子们放飞自我的游

乐场。

“这里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小社交圈

吧， 对他们性格也有好处， 围廊蛮安全

的，都在视线之内，大人也可以稍微休息

下。 ”一位妈妈说。

“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种亲情的感觉，

不管什么人见面都是阿姨阿姨的， 心里

好暖；都说上海是个魔城，真的来了，真

的感觉到上海真好。 ”这位河南来的奶

奶正带着孙子在看广场边的展览橱窗，

小小的口袋广场还有精致的立体橱窗，

展示社区名人掌故， 让她对上海的城市

管理赞不绝口。

三

家门口的会客厅、咖啡店、露天展

馆、潮流市集、孩子们的游乐园，多种

场景转换， 让这个看似平常的街头建

筑，有如魔法“口袋”，与永嘉路市井生

活一起， 变换出充满色彩与活力的城

市节拍。

“街道把这个地方用得特别好，他们

找了一家特别愿意为社区服务的咖啡

店，把这里打理得很好，我觉得跟风貌结

合也好，跟使用结合也好，最终还是要跟

这个地方合拍。 ”“永嘉路口袋广场”主

持设计师，交通大学教授、阿科米星建筑

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庄慎告诉记者，

设计之初他们就很精细地研究这块空

间的使用，包括引入钢木结构的宽敞围

廊， 丰富视线和空间层次的地面抬高，

钢板墙预留的经营空间，柔性管理的旱

地喷泉……在考虑使用最大化的基础

上，敞廊环绕的院子也兼顾了私密性和

领域感。

在上海， 像嘉澜庭这样居民身边的

小型开放空间如今越来越多。 它们比公

园小，比零星街角大，比道路适于逗留，

如何设身处地去发现、身临其境去感受、

因地制宜去更新？ 庄慎认为， 除了提供

专业美学和技术经验外，好用又好管理、

真正具有社区归属感的空间设计是对设

计师最大的挑战。

“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能够拆除两

排旧里，提供出一个场地来，本身花了非

常大的代价，所以空间是非常宝贵的，这

些里弄、山墙的轮廓和色彩都很漂亮，我

们把原来城市的美发掘出来， 再加上新

的一些建筑去补充。 ”在庄慎看来，设计

城市空间也是发现城市生活的过程，需

要去理解、共情这里的人们独特的需求，

“而城市中最美的风景就是大家很快乐

地使用这个地方。 ”

在徐汇，除了嘉澜庭，衡山坊 8 号楼

那栋晚上会发光的建筑也是庄慎的作

品。 作为建筑师， 他很少去反复观看自

己以前的东西，但嘉澜庭有些特殊，总有

朋友，朋友的朋友会发这里的照片给他，

那些充满活力与生机的瞬间让他感慨，

“他们的喜欢使我满足———专业用在普

通有用的地方”， 这位今年 50 的获奖建

筑师如是说。

“永嘉路口袋广场”获颁亚洲建筑金奖

“城市更新”如何留住坊间温情

老街区、 老建筑是城市记忆的

物质留存， 也是市民心中难以忘怀

的乡愁见证。 徐汇区在尊重街区整

体风貌基础上， 近年来通过细致入

微的城市更新，为居民“变”出了不

少家门口的好去处。其中，位于永嘉

路 309 号的“嘉澜庭”口袋广场最近

获得了 2021 年亚洲建筑师协会颁

发的“社会与文化”建筑类金奖第一

名和“社会责任奖”特别奖。

一个藏身于市中心里弄住宅间

的“小口袋”，何以获得亚洲地区建

筑界最高设计大奖？ 开放使用一年

多来，街坊邻居们的体验评价怎样？

建筑师又如何看待这个充满烟火气

的社区作品？记者近日走近“口袋广

场”的使用者和设计者，听听大家怎

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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