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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微更新  Micro-renewal

如今，我们正经历着一种奇特的状态，其特征
是对技术的无差别热情，与遵循我们人性中更典型
的追求物质的内在需要之间不稳定的平衡。技术无
所不在，能够赋予我们的行动非同寻常的潜力，本
质上几乎是超感官的。无可否认，一切都在发生变
化 ：我们在空间的生活和关联方式，无论是公共的
还是私有的 ；我们交换社会关系的方式 ；我们从一
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的方式；我们的工作习惯；
甚至我们安排业余时间的方式。在这种新的状态
下，抽象和具体似乎前所未有地在同一透视平面内
共存，勾勒出不同寻常的存在边界。法国哲学家保
罗 · 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在 30 年前就阐述过这
种情况。他指出实时技术将导致人类逐渐丧失真实
的空间，揭示了技术如何通过重塑我们对世界的意
识、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总体上我们行动发
生的空间和时间，从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

让身体及其生命能量跟上瞬时传输技术意味

着废除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经典区别，转而支持一

种新型的中心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超中心性：

时间的中心性，“当前”时间的中心性……[1]

当今时代，一切似乎都置于同一水平面上，我
们可以认识到建筑的存在不再仅由形状、材料和空
间来定义，而是通过其促进关系的能力，或者说，
关系网络的能力，与当今技术所允许的一切紧密连
接。所有这一切的产生都超越了空间的典型特征，
融入了由“门槛和访问协议”[2] 以及“相互连接的
空间和不稳定的景观”[3] 组成的更广泛的背景中，

随时准备进行可能的协商和转型，以符合人们的需
求；更广泛地说，符合生活世界的动态和重要平衡。
如今，我们通过技术感知日常体验的很大一部分，
而连接性已经成为主导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模式，以
及帮助我们组织日常行为的重要方式。[4] 政治学家
帕拉格 · 卡纳（Parag Khanna）认为，“连通性即
命运”[5]，并且“透过连通性的镜头观察世界，可
以让我们对作为一个物种如何组织自己产生新的见
解”[6]。似乎实际和虚拟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正如一个发生在特定场所的行为和在我们智能手机
上非周边（non-perimeter）发生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结果，私人与公共空间之间、内部与外部维度之间、
真实与虚拟对象之间，乃至一个时间与另一个时间
之间，甚至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之间的界限正在
消失。今天，我们更倾向于体验事物，而不是真正
拥有它们。正如杰里米 · 里夫金（Jeremy Rifkin）
多年来所主张的那样，“协商获取实物或知识产权
的使用权更加容易，而不是交换其所有权”[7]。因
此，我们可以谈论对商品的占有，但不涉及其实际
所有权 ；同样，我们也可以讨论城市空间和人工制
品的可能用途。如今，由于我们深陷连接网络的复
杂系统，这种可能性变得更加丰富。占有和再占用
的实践表现为协作项目的形式，由一系列连续的对
话、提案和行动组成，其目标是使我们生活和日常
行动的场所和空间成为我们所希望的样子。[8] 这是
一个更广泛的项目理念，超出了建筑师常规的实践
范畴，可以适用于任何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提出解决
方案并为居住世界带来转型的个体或集体。通过这
种方式，每个提案和每个项目都成为一个更大的评
估和实验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
方式使用尽可能多的小轨迹，重新组合各个部分。

城市再生的微观实践：由个人项目组成的城市
Micro-practices of Urban Regeneration ： The City of Personal Projects

[ 意 ] 皮尔路易吉 · 萨尔瓦多	 Pierluigi	Salvadeo
[ 意 ] 基亚拉 · 莱昂内洛	 Chiara	Lionello
翻译 ：单靖雯	 Translated	by	Shan	Jingwen	

或者像维托 · 坎帕内利（Vito Campanelli）所说的
那样，在网络上重新混搭和发布自己的提案，为其
他人重新处理内容留下可能性，延续交流和讨论的
过程。[9] 这种情况在我们每天从互联网上收集图像
或信息时，在我们以某种方式编辑并重新发布它们
时，在我们通过社交网络发表意见、参与讨论时，
在我们点赞我们欣赏的内容或不分享我们不喜欢的
内容时，等等，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从这个假设出发，我们想介绍一系列项目，其
最终目标是提出多文本生活表达的方案。这些建筑
空间被构想为对当代复杂性及其积极混沌的可能的
设计诠释，这种混沌由多层次和高效（可以说是智
能）的内容组成。这些项目实际上具有私人和公共
两个维度，它们使个人和集体行为成为可能，既抽
象又具体。尽管地理位置和城市角色不同，但这一
维度表现为它们的一个常见特征 ：它们的方案被设
计为一种基础且同质的外表，没有严格和可识别的
功能划分——类似于我们智能手机的界面——提供
不同的设备或工具，供用户设置他们的实践。

第一个项目是劳力士学习中心，2004 年由日
本 SANAA 事务所设计，位于洛桑联邦理工学院校
园内。最初的竞赛要求遵循一个复杂的功能程序，
其中包括两个图书馆（一个科学图书馆和一个多媒
体图书馆）、一家书店、超过 800 个单人独立学习站、
一座 600 座位的圆形剧场、学习和教学区域、实验
室、会议场所和行政设施、一家餐厅和两个咖啡馆。
SANAA 以一个多层平台的形式解读了上述功能程
序，设想了一个不同活动可以存在并相互融合的空
间 ：建筑师设计了一种地形平台，在那里，被服务
和服务者空间之间的等级被抹去。学习中心被构想
成一个起伏的矩形双层混凝土板，随着它上升和下

内容摘要 ：
本文关注城市空间中市民共享的微观实践在当代城市未来情景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一部分解释了技术设备的演变和全球化的传播如何深刻改变

了人们体验空间和与空间联系的方式，扩展了他们与环境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这些巨大的转变实际上正在改变建筑项目的构思和设计方式，开辟

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文章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些当代项目的例子，这些项目试图解释这种状况，发展了可能以居民日常行为作为中介激发城市再

生实践的空间系统。最后，文本以更广泛的视角来看待城市环境，拥抱跨学科视角正成为建筑师在当代复杂性中运作的基础。

关键词 ：复杂性、社区、共享、实践、日常、技术

皮尔路易吉 · 萨尔瓦多、基亚拉 · 莱昂内洛，米兰理工大学

建筑与城市研究系

单靖雯，浙江理工大学建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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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形成外部一系列拱门和有遮蔽的空间，以及内
部一系列混合倾斜的表面，复制了可供居住的表面。
这个设计选择创造地面的蜿蜒律动，其特点是上升、
空寂和下沉，偶尔被庭院和各种尺寸的玻璃元素打
断。通过这种方式，不同活动区域被分开，但在视
觉上仍然与彼此和周边的景观相连接。由于缺乏墙
壁和对比鲜明的颜色及材料，这个空间看起来像一
团云，其设计旨在体验而非观察 ：60 厘米厚的钢
筋混凝土板上覆盖着灰色绒毯，实际上透露出了表
面上隐藏的电源插头，让学生能够自行置身在人行
道上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而这种起伏的路面可以
分隔出不同的区域。在这个项目中，访客可以漫步
寻找他们最喜欢的空地，并以多种方式栖居在建筑
物中，根据个人需求占据其空间。建筑被设计为一
种在穿过其空间的人们中触发新实践的方式，让他
们每次都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行动地点并参与整个设
计过程——他们完成了建筑师所开始的工作。（图1） 

2008 年由石上纯也 (Junya Ishigami) 设计的
神奈川工艺大学（KAIT）工作坊的建筑内部也体现
了类似的设计理念。建筑师受委托设计一个空间，
能够供学生们使用各种机器和工具，收集并共同完
成不同类型的实际项目。石上解读了这一任务，提
出一个由玻璃幕墙包围的简单矩形水平箱体，其复
杂性由结构柱的形状和分布决定。事实上，这个宽
敞的房间被设计成一个由 305 个垂直元素构成的网
络，根据它们的密度和分布，形成了一组多功能的
区域，研究人员和学生可以使用这些区域来进行不
同的实践活动 ：空间抽象的规划让使用者可以自由
地、具体地想象可能的用途，并参与项目的日常完
成。这个空间呈现出一片森林的特质，人们可以与
由柱子、家具、机械设备和植物组成的人造自然互

动，在不同季节和昼夜演绎不同的光影效果。有趣
的是，石上仔细研究了每根柱子的截面和方向，以
及它们在空间中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以便为活动提
供不同的可能性。设计过程中产生了 290 种四边形
单元截面的变化，从最细的 16 毫米 × 145 毫米拉
力构件到最厚的 63 毫米 × 90 毫米拉力构件不等。
通过这种方式，柱子既定义了空间的结构，也定义
了空间的配置，正如石上所解释的那样，是“同一
空间内的众多场所”[10]。在这样的空间中，学生
们成为设计者，因为他们可以积极地建立自己的微
观世界，用提供给他们的材料建立可移动的临时联
盟 ：空间被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了陶艺实验室、音
乐室、办公室、3D 打印区域和洗衣区。所有这些
区域都不是永久的和有围合的，而是短暂的和可移
动的，因为其中聚集了大量的小规模物品，而且能
够被辨识。它们是由学生自己建造的，他们移动植
物、家具和物体，以使环境适应他们的临时需求，
并根据季节和校历进行更变。（图 2）

再看欧洲，我们可以在 MAIO 建筑师事务所
2014 年为巴塞罗那一个公共广场做的“8×8 灯
杆网格”项目中找到这种设计策略的另一种展现。
这里的公共空间被构想为一个永远未完工的平台，
鼓励各种用途和社会参与。这一概念是通过组织
一个规则的灯杆网格（相同高度和直径的照明柱
和垂直元素）来实现的，该网格组织起城市空间
并容纳了照明和电气系统。该网格由张紧的电缆
系统组成，作为多个元素的临时支撑，可以实现
不同的社会表达，并以最小的执行成本满足最大
可能的需求。（图 3）

它的模糊性使得它具有永久的可变性，从而成
为一个表演性的社会舞台。他们没有建造一个广场，

而是通过共识和争议的方式设计了未来开放定义的
潜在条件。[11]

同样，这种设计方法可以在另一个由比利时事
务所 51N4E 于 2018 年完成的地拉那（阿尔巴尼
亚首都）Skandberg 广场项目中看到。对公共开放
空间的设计采用了一种策略，对原始广场的现有特
征进行批判性处理 ：一个野生空间，其规模并不被
周边建筑物所主导，经常被汽车和自发活动所侵入，
尽管混乱，却赋予空间强烈的身份感。建筑师解释
说，在做这个项目时，他们受到摩洛哥杰马 · 勒夫
纳广场的启发。这是一个独特的空间，其空间性不
由围合它的建筑物定义，而是由居住在那里、并在
白天和夜晚使用它的人们的众多活动所决定的。那
是广场最显著的形象，居住在其中的丰富多彩的人
类，占用其空间进行临时活动和实践。令人惊讶的
是，没有人能描述这个著名公共广场边界的建筑物
的形状 ：虚体是它最引人注目的特质。有时这里在
晚上是完全空旷的，而早上开始集聚一些来这里唱
歌的团体。这个广场能够根据白天和黑夜完全改变
其功能。地拉那项目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使用了相同
的空间概念 ：建筑师用一个向中心倾斜的缓坡平台
构建了巨大的虚体空间，地板平台再次由扩散的水
喷头的网络构成，形成了可移动的水镜地貌，随着
昼夜的变化而变化。这样，广场就成为了各种活动
的舞台，这些活动源自居民精心设计的各种渡过水
体的方式。通过加强自发活动和解读，该项目赋予
广场某种统一性。水镜会根据不同的日子和时刻产
生可变的地形，实现创造性的生活，在周边建筑环
境中建立独特的视角并重新分配空间。这个例子将
时间、行为、感官体验和日常生活仪式置于项目的
中心。（图 4）

1. SANAA, 劳力士学习中心 ,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2004，©Giovanni Amato 2. Junya Ishigami, KAIT 工作坊，神奈川，2022，©Chiara Lionello

3. Maio Architects, 8×8 灯杆网格，巴塞罗那，2014，©Maio Architects 4. 51N4E，斯坎德培广场 , 地拉那，2018，©Filippe Dujar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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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只是一些例子，它们可能标志着当代
城市如何成为一个复合体现实，所有不同的部分被
同时放置在一个单一的透视平面上，就像一个巨大
的浮游生物，包含不同的问题和事物、形式和用途、
地方和环境、语言、图像、场景、DIY 的空间方向、
人文和技术，从智能手机到汽车。这是一个居住的
整体，一个既令人兴奋又具有毁灭性的自由世界。
这是一种对立的共存，让人联想到加拿大温哥华作
家道格拉斯 · 库普兰（Douglas Coupland）在新千
年之初为他的小说所选的震耳欲聋的标题——《上
帝之后的生活》。[12] 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不再有确
定性的、上帝从人们生活中消失的世界。随着上帝
的消失，所有超越的观念都熄灭了，没有任何终极
目标能够指引人们的行动。潜入一个冷漠的宇宙，
人们生活、工作、交往、相爱、死亡、奋斗，但始
终只为了暂时的、局部的成功。小说中的主人公被
赋予了一种新的天真状态，一切只有在更广阔的体
验全貌中考量才有意义，而这些体验的目的并不是
达到一个最终的或超越性的目标。每一次行动都以
它本身为准，不带有偏见，使人处于一种崭新的童
贞状态。这是对一种绝对的天真和纯洁的回归，可
以被定义为非宗教的，并不是因为上帝的缺席，而
是因为没有选择性。这一代人有一种包容的态度，
这种态度可以在一切事物中寻找答案，从自然元素
到其他动物和人，从虚构的叙述到现实生活，从虚
拟空间到有形空间，来回答他们存在但片面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制造混乱或丧失道德感，而
是为了克服虚伪的道德观或不真实的谦恭。这个想
法可以从库普兰著作中的文字间看出 ：这种道德和
人类的剧变让我们无法置身事外，即使我们关心的
是建筑。对于我们建筑师来说，上世纪初欧洲现代
主义运动所谈论的美好结局已经消失。古典现代性
所赖以存在的旧有道德理论框架已经失效，因为它
们所提出的批判性工具在今天已经无效了。同样，
勒 · 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所预言的那种统一
的场景也未能实现，其理念认为对建筑采用的规则，
应该通过为居住环境提供更具功能性和令人愉悦的
形式，来改善人类生活条件。如今，意义与其他类
敏感性之间的新联系应该为项目提供秩序并重新组
织其空间。这种不同的组织方式无法产生于建筑的
重构，而是产生于一种焕然一新的文化的、社会的
和艺术的态度。[13] 这种更新不必描述一个单一的
场景或强烈的形而上学，像库普兰在书中无情指出
的那样，而是要表达由多层次、包容性和自发性内
容组成的复杂性。今天的城市包含着不同性质的“文

本”，还有从属于其他领域的。如果需要，这些“文本”
将我们带出建筑。一个由放置在单一透视平面上的
不同“层”构成的现实，就像多彩的三维分形一样。
这标志着项目统一性的终结，它开启了一种从设计
到实现的工作链中不同角色的分配。设计师不再是
思想宇宙与建造之间的唯一调解者，而必须被理解
为具体实践和设计思维之间更广泛对话过程中的一
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克服创造力和生产之间
的旧有分离，并设想一种新的关系的文化 ：在这种
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网络似乎在引起冲突的过程和
技能的协同使用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但要注意，
信息时代的城市不是技术之都，相反，它是具有所
有建立关系和连接的能力的人类领域。[14] 复杂且
具参与性的设计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建筑构件
及其空间的不同敏感性。因此，建筑师应该退后一
步，每个人都可能承担设计师的角色，进行一种设
计职责的横向再分配。这一理念在研究项目“宜家
不服从者”（Ikea Desobedients，2012) 中得到了
很好的呈现。该项目由西班牙建筑师安德烈斯 · 雅
克（Andrés Jaque）牵头的“政治创新办公室”（Office 
for Political Innovation）工作室开发，他最近被提
名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GSAPP 的高级建筑设计项
目（AAD）主任。这项工作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PS1）展出，对当代空间生产进行了批判
性探究：今天的空间是由建筑声明的实施来营造的，
还是通过其居民的多种行为和互动建构出来的？为
了回答这个问题，该项目从对纽约的人口调查开始，
旨在揭示这座城市可能存在的各种生活方式。分析
表明，纽约的人口由许多异质群体组成，这些群体
共同生活，就像家庭一样，即使他们来自不同的文
化、观点、关系网络，有不同的习惯和日程安排。
这种多样化的居住方式通常能得到宜家家具创意使
用的支持，这些家具以不同于传统设计的方式组合、
布置和诠释。雅克认识到，即使这家瑞典公司仍提
倡一种墨守成规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但
当代社会已经超越了这种模式，创造出新的使用方
式。该工作室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将宜家的物品
用作构建个人空间和叙述的原材料，常常重新演绎
其原始含义 ：他们将其用作工具而不是物品。在这
个过程中，每个居民都充当着设计师的角色，创造
出一种与他 / 她日常活动相关的个人城市主义。为
进一步解释这项研究，该工作室在 MoMA PS1 上
展出了一组由宜家家具自由组合构建的微型建筑 ：
这些装置的构思在于使其不具备可识别的功能，而
旨在增强真实公民的日常互动和相互理解。这样的

实践在展览开幕时被激活，参与调查的居民被邀请
进入装置，共同参与布景，并在观众的配合下表演
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项工作呈现出一种新的创造性状态，它渗透
到个体的个人领域，就像一种能够改变居住空间意
义、用途，有时甚至改变名称的分散式设计态度。
家庭的私人空间与我们的交往空间，甚至更为公共
的空间重叠。与此同时，公共空间也用于个人实践，
每次，一切都为适应新用途而被重新组织，甚至修
改其布局和意象。这是建筑师角色非中介化的一种
形式，它融入了正在颠覆生活方式的使用者之中，
使其变得日渐扩大和开放、异质和包容 ：我们的姿
态已经改变，日常行为的顺序已经改变，我们与事
物和人关联的方式已经改变，我们对自身个体性的
看法已经改变，因此与公共空间相关的个人空间的
概念也随之改变。简而言之，由于我们对场所的体
验已然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空间的尺度、形状甚至
美学也不再相同。

空间不能再像之前一样，至少在某些方面是
这样。这意味着我们传统上用来开展活动的许多空
间将不再具有（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已经不具有）以
其通常形态所存在的理由。这个非线性过程显然非
常复杂，但它已经开始，并且不断涉及各种类型的
社会和场所，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包括家
庭环境，甚至最私密的那部分。我们或许能坚持保
护它们免受这场真正的划时代海啸的影响。这种情
况早在 1974 年就被城市理论家梅尔文 · M. 韦伯

（Melvin M. Webber）在《宽松的规划》（Permissive 
Planning）一文中预言过。[15] 在这篇文章中，他
提出城市规划者应该更像推动者而不是控制者的想
法。韦伯在上世纪 60 年代末关于未来城市的思考
中，设想了电信和大规模流动，尤其是汽车，将彻
底改变我们对聚合空间的看法。对于韦伯来说，古
代城市的同心型集群将转变为新型的“城市联合区
域”，引入了“非邻近社区”（community without 
proximity）的概念。[16] 结合对我们当前城市的重
新审视，韦伯的论述依然显现出极大的相关性，在
人与人之间、人与空间之间，以及空间与时间之间
的无限可能的连接，得到了证明。这种横向性不断
改变着我们社会关系发生场所的用途和意义，直至
涉及个体的个人领域空间。在这里，城市可以被视
为无处不在、涉及各方 [17]，从室内到室外，从行
动到事物，从城市到非城市，并且可能从现实到虚
拟。不仅空间本身的几何形状和边界发生了变化，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空间的理念发生了变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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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赋予其与我们行动相关的实用意象。这是一个长
期以来持续影响着我们社会的理念，与智慧城市的
基础效率概念完全契合。智慧城市建立在信息和通
信技术、服务和空间治理策略，以及人们在使用过
程中有责任感的真实参与之间的密切关系之上，负
责承载相关参与者行动空间的新颖且不同的质性方
面。这就像一种超越了经典建筑概念的不同的建构
过程。我们居住在一座建筑中，不仅因为其空间和
物质的品质，还因为它能够吸引多种技术、网络和
非物质平台的能力。这个过程的结果是一种重叠和
共存特性的混合，总是有可能构建一种新的秩序和
一种不同的逻辑连接系统，使我们能够将体验扩展
到常规物理限制之外。我们的家不再只是一个家庭
的空间，更是一个非物质性、交流和沟通的场所。
同样的想法可能也适用于公共空间，可以在某些部
分或某些时段，更加符合参与者个人领域的价值观
和用途。我们可能会说，当今空间的一个基本价值，
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更多地取决于场景的柔
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它们面对不时出现的情况自行
支配的自由。物理空间被侵蚀，取而代之的是焕然
一新的领土，这些区域是异质的、横向的、多学科
的、分散的、内向的，有时是非物质的。这些维度
可能都包含在建筑中，但却很难用建筑本身的经典
形式规范来描述。所有这一切最显著的后果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城市、建筑和物品不再被视为由历
史的进程所协同和连接的宇宙 ；相反，它们甚至可
能代表追求不同目标的相互冲突的系统。这催生了
新型的空间，也许尚未完全被理解或普遍接受，但
无疑具有强大动态的、以自发方式行动的能力，使
用的实践可以追踪其形状和边界。因此，谈到城市
更新的微观实践，我们可以合理地说，借用安德里

亚·布兰齐（Andrea Branzi）在《前苏格拉底著作》[18]

中的说法，我们可以在居民的提案和他们的实践中
找到局部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被理解为以轻盈
方式连接的强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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