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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

见证，是工业文化的载体，

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自十九世纪后半叶

洋务运动以来，特别是新中

国成立之后，工业文明的发

展留下了宝贵的工业遗产。

这些工业遗产不仅见证了

我国近现代工业化不同寻

常的发展历程，也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2017 年，鞍山钢铁厂、旅

顺船坞、景德镇国营宇宙瓷

厂等 11 处工业遗产成为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首批国

家工业遗产（试点）；2018 年，

国营 738 厂、北京卫星制造

厂、山海关桥梁厂等 42 处工

业遗产成为第二批国家工业

遗产；2019 年，北京珐琅厂、

“刘伯承工厂”旧址、营口造

纸厂、上海造币厂等 49 处工

业遗产成为第三批国家工业

遗产。此外，部分省市也开展

了省级工业遗产的认定工

作，初步形成了上下联动的

工作机制，一些典型经验不

断涌现，重视工业遗产的氛

围正在形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

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介

绍，近年来，政府和民间都

在关注工业遗产，在有效保

护的基础上，探索利用发展

新模式，推动工业文化传承

发展，为制造强国和网络强

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老厂房、旧船坞、废弃机

械等虽然没有了实用功能，

但它们沉淀着城市历史，镌

刻着岁月印迹，更承载着老

一辈产业工人难以割舍的记

忆。很多工业遗产都在保护

利用过程中“浴火重生”，成

为博物馆、文创产业园、艺术

区等，再次焕发生机，并融入

百姓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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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是工业文明的见证,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

分。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

《推动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让工业遗产保护利

用问题再次引发关注。当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现状如何？怎

样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让其更好地“活”在当下、焕发出新的光

彩？各地都正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人们也期待

着越来越多的工业遗产能够在城市变迁中实现蝶变。

国 家 发 改 委 、工 信

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文

物局、国家开发银行前不

久印发的《推动老工业城

市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提出，当前我国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工作相对薄弱，

特别是一些工业遗产遭到

破坏、损毁甚至消亡，亟须

采取措施进行有效保护与

合理利用，助推老工业城

市实现从“工业锈带”到

“生活秀带”的转变。《方

案》指出，推动老工业城市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是一项

系统工程。老工业城市应

从尊重历史、尊重文化的

角度出发，立足城市发展

实际，学习借鉴国内外有

益经验，探索加强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打造“生活秀

带”的有效路径。

工业遗产是具有历

史学、社会学、建筑学及

艺术、科研、经济价值的

工业文化遗存，包括建筑

物、机械设备、生产场地、

实物样品以及与工业相

关的社会活动场所等等，

它们往往是一个国家、一

个地区、一座城市历史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

上，近代以来我国许多城

市的形成及其特色，恰恰与当地工业

发展密切关联，因此有人把工业遗产

称为“城市名片”。譬如北京的长辛店

（铁路）、酒仙桥（电子工业）……

较之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现代工

业起步晚、发展慢，但从清末洋务运

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算起，迄今

也有 160 年历程，如果上溯至明代手

工业历史，时间超过 400 年。特别是新

中国成立后，我国工业化进程发生历

史性转折，步伐明显加快，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就创造了难以计数的中国

工业“第一”。与之相关的工业遗产，

无不记载着包括伴随中国工业发展

而成长、壮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丰富

的历史和文化信息。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许

多工业遗产还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

并且随着日益加快的城市改造建设

和工业布局调整，正在被蚕食、拆毁，

逐步消失。譬如我国最早建立近代工

业 、号称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的上

海、天津、青岛，抗日战争时期云集民

用、军工企业的战时工业基地川西地

区，明清以来各类手工作坊、商业码

头林立，人称“民族工商业摇篮”的无

锡、南通……这些地方和城市中大量

的工业遗存已经所剩无几，而且仍在

拆毁之中，很是令人痛心。

所幸，随着“中国工业遗产保护

名录”的公布以及相关政策的出台，

为今后的保护 、利用打下了一个基

础。保护工业遗产，思想观念是决定

性因素。工业遗产是历史文物，要妥

善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加以利用。

《方案》提出，要依托价值突出、内涵

丰厚的重点工业遗产，开展工业遗产

价值阐释展示，弘扬工业遗产当代价

值；支持设立重要工业遗产博物馆、

专业性工业技术博物馆、传统行业博

物馆等，都是颇有开发前景的意见。

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如首

钢新园区、酒仙桥 798 艺术区），希望

今后做得更多，更好。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等五部

门联合印发的《推动老工业城市

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实施方案》提

出，要以老工业城市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为切入点，促进城市更新

改造，探索老工业城市转型发展

新路径，实现从“工业锈带”到“生

活秀带”的转变。让改造后的工业

遗产真正地融入市民生活。

工业遗产改建，说到底是为城

市、为市民服务，对此，同济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主任

章明指出，老厂房改建，需要考虑

“在地性”，每一栋房子都有其存在

的场所，不仅要针对工业遗址本身

进行改造，还要将周边的环境共同

提升。

昔日的上海杨浦滨江南段，占

据了江边 40 米宽 100 多米长地带

且已废弃的烟草公司机修仓库外

形方方正正，带形高窗、瓷砖贴面，

不但在视觉上阻断了城市与滨江

的联系，也阻断了这个区域规划新

增道路的通行。章明团队在项目改

造设计过程中，并非只聚焦仓库本

身，而是考虑到长达 5.5 公里的杨

浦滨江整体的情况——采用削减

的方式，将仓库的体量中心掏空并

设置了双螺旋的景观盘梯，整个双

螺旋楼梯通过清晰可读的建构方

式，形成框架体系中竖向的漫游线

索，连接五层各自向南北两头悬

挑、伸出8米的环形游廊，城市、江

岸、游人、航船、水浪、风雨、晨昏都

被组织到了景观体系之中。

改造后的仓库脱胎换骨成集

市政基础设施、公共绿地和公共

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城市滨江综合

体——绿之丘，在设计上通过垂直

划分道路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

置立体绿化等手段，打通了城市与

滨江的阻隔，人们可以在这里自由

地穿梭和漫步。

在北京，前身为燃气用具厂厂房

的朝阳规划艺术馆，将工业遗产保护

利用与社区营造、公共服务结合起

来，积极探索数字化智慧展馆模式，

打造居民公共文化生活的会客厅。

曾有专家指出，将工业遗产改

造为学校、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

等也未必不可。采取什么样的模式

取决于当地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政

府的财政能力，工业遗产的保护应

该因地制宜。

“工业遗产是人们的情感记忆

和精神家园，是一个区域文脉传承

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星说。工业遗

产不仅属于当代，更属于未来。新

时代的工业遗产不仅应成为展示

工业文明的窗口、激发创意灵感的

舞台，还应接续城市精神，成为全

社会共建、共享的新地标。

（本版编辑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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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新一轮产业革

命的兴起，工业（制造业）正在朝

着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全

国各地有许多老工业城市，由于

产业变迁等因素，留下了大量废

弃的工厂、矿区等。如何处理这

些工业遗产，一度成为不少老工

业城市的难题，考验着城市管理

者和建设者的智慧。在众多的方

法策略中，将工业遗产和工业建

筑改造成工业遗址性博物馆，被

视为一种有效途径。对此，辽宁

沈阳铁西区就交出了一份优秀的

答卷。

沈阳铁西区拥有丰富的工业

遗产资源，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新近被评选为“沈阳新十景”

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沈阳）就位于

这里。据了解，该馆所在的沈阳铸

造厂始建于1939年，在1956年被

正式定名，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专

业化铸造企业。2007年 4月，该厂

升级改造搬迁，铁西区委、区政府

经反复论证，决定把铸造厂的一

车间改造成铸造博物馆。在保留

原厂的混砂、落砂、排砂、抛丸等

系统，保留冲天炉、10吨天吊及运

输轨道、举架高达 30米的厂房基

础上，营造工人生产场景，主体建

筑基本保留原貌。

经过不断改扩建，这座集中

展现东北老工业区工业文脉的

中国工业博物馆于 2013 年 9 月

1 日正式对外开放，馆藏工业藏

品 18600 余件，其中被国家定级

的 三 级 文 物 154 件 、一 般 文 物

165 件。通过展示大型工业厂房

遗址、记录时代精神的机器设备

和具有标志性事件的工业发展

历史，中国工业博物馆将工业历

史进程中的文明与进步呈现给

了游客。

此外，依托重钢原型钢厂部

分工业遗存建设而成的重庆工业

博物馆，浓缩了山城工业发展的

百年风华；作为国家工业遗产旅

游基地的柳州工业博物馆，见证

了柳州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开辟

有航空科技与历史综合展馆、城

市候机厅、模拟飞行厅、航空主

题餐厅等功能区的成都立巢航空

博物馆，让民众“看得到航空、听

得到航空、摸得到航空、甚至吃

得到航空”……正如故宫博物院

前院长单霁翔曾指出的：“对很

多城市来说，藏有历史故事、凸

显本地特色的工业遗存就是最好

资源，将在塑造城市文化中扮演

重要角色。”当昔日繁华褪去，那

些承载着一段时代“高光”记忆

的工业遗产不该被淡忘甚至遗

弃，而应以新的形式在城市空间

中重焕生机。

如果说改建博物馆是为了

留住城市记忆，那么要让工业遗

产再次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还要

通过活化利用，将文化、艺术、商

业、展览、演艺、教育等多种元素

及业态融入其中，实现工业遗产

的保护与合理开发。对此，不少

城市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并出现了一批叫得响的项目：周

末，去北京 798 体验一次艺术展，

去成都东郊记忆观看一场音乐演

出，去青岛啤酒厂了解啤酒的生

产工艺……如今，“打卡”城市网

红工业遗产，早已成为不少人的

休闲娱乐方式。

“其实，北京著名的 798艺术

区就是由上世纪 50 年代的老厂

区空置厂房改建而成。在改建

中，798 充分利用了原有厂房的

包豪斯建筑风格并加以修饰，将

其改为富有特色的艺术展示空

间，集成了画廊、艺术中心、艺术

家工作室、设计公司、餐饮酒吧

等多种形态，将工业厂房与艺术

完美结合在一起。发展至今，798

艺术区已经成为了北京都市文化

的新地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文化旅游与规划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

院副院长钟栎娜认为，798 艺术

区是城市工业遗产“华丽转身”，

将艺术价值重构并呈现在世人面

前的典型案例。

“华丽转身”的工业遗产之所

以备受追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便是老厂房承载着历史和不

同年代人们的情感记忆。工业遗

产的价值再生，不仅在于改造后，

文化、艺术等元素所带来的商业

和观光效益，也在于与身处这座

城市的大众建立起的情感联系。

近一段时间，拥有 97年历史

的上海制皂厂升级为了体验中

心。复古与时尚在这里交汇，而诞

生于此的蜂花檀香皂等产品，更

承载着老一代市民的青春记忆。

“皂梦空间”场馆内，镶满各种肥

皂模型的肥皂墙、变身艺术装置

的反应池、以圆形管道连接的馆

内空间，都向人们传递着制皂厂

的点滴印迹。制皂厂的生产车间

里的次氯酸钠池和生物转盘池等

空间还被改造成“白七咖啡厅”

（名字由皂字拆分而来），出售肥

皂造型的蛋糕。作为新晋网红“打

卡”点的“皂梦空间”出现在了不

少市民的朋友圈中，引发了一波

怀旧热潮。

承载“高光”记忆
留住工业文明发展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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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利用
助力工业遗产“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