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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cities, many countries are transitioning from the A Century of The Car to the Car-free 

Era, actively exploring the street model of car-free cities. This shift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renew and transform vehicular spaces 

in central urban areas. By reviewing the theory and design philosophy of palimpsest, this article clar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limpses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urban landscape spaces. Coupled with the urban renewal trends toward green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idea of green palimpsest by extracting historical heritage elements, current demands, and potential change 

from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the design practice of the Strand Aldwych in London, the strate-

gies of green palimpsest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 value attributes of vehicular spaces in central urban areas. They delivered 

historical, cultural, social, ecological, and multi-layered benefits. The idea of green palimpsest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future urban renewal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ar-fre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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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可持续健康城市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正致于从汽车世纪转向无车时代，积极探索无车城市的街区模

式，这为中心城区车行空间的更新和改造提供了机遇。通过梳理复写理论和设计哲学，明确复写的特性及其

在城市景观空间中的应用，结合绿色发展的城市更新趋势，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角度提取历史遗产、当

下需求和潜在变化的要素，提出绿色复写理念。在伦敦斯特兰德奥尔德维奇的设计实践中，绿色复写设计策

略的成功运用，转变了中心城区车行空间的价值属性，带来历史、文化、社会、生态等多层效益。绿色复写理念

的提出为未来的城市更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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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

私家车逐渐成为城市街道上的主导力量，此

时被人们称为“汽车世纪”[1-2]。据统计，从

1950–2019年初，全球机动车数量从约7 500

辆上升到12.5亿辆，并预计到2035年增至

18亿辆 [3-4]。然而，人们对于汽车的严重依

赖对环境、社会经济和公共健康造成了巨

大的负面影响，例如空气恶化、噪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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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热岛、城市公共空间减少、交通拥堵

和事故死亡等。一些城市已经认识到这个

问题，并致力于减少汽车的使用，追寻积

极可持续的交通方式，探索无车时代。此

背景下，城市中心城区车行空间将有潜力成

为未来新型公共空间，这对于景观设计师

和城市规划师提出新的挑战——如何挖掘

场地的潜在价值，通过设计干预和介入的

手段，打造一个适应未来的宜居空间和弹

性城市。

事实上，无车概念并不是一个新的想

法，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从无车

城市到汽车城，再到现代主义的无车城市，

或到未来的无车时代，其概念正以一种“复写

（palimpsest）”的视角重构城市公共空间。复写

是一种积极利用场地特质和处理场地历史信

息的方式，其揭露过去和重构未来的能力被

认为是景观设计视角下的设计哲学 [5]。在无

车城市的背景和绿色城市发展趋势下，本研

究对复写的理论和哲学进行梳理，结合具体

设计案例，试图提出并构建绿色复写理念，

以期为提升全球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提

供指导。

文章介绍了无车城市的概念及其对城市

规划的影响，阐述复写的理论基础及其在城

市建筑层面中的应用，提出绿色复写理念及

其在景观空间中的潜力，通过对伦敦斯特兰

德奥尔德维奇街区的案例研究，分析其历史

文化和社会生态背景、设计特点和策略、实

施过程及取得的成效，探讨无车理念和交通

基础设施的景观化趋势下，绿色复写设计策

略在提升城市可持续性和宜居性方面的潜力

与挑战。最终，本文提出无车城市背景下绿

色复写理念在未来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中的

应用前景及政策建议，以期为全球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无车城市发展

1.1 无车运动到无车城市

无车运动部分源于早期反对新建道路的

积极运动 [6]，包括1991年在特威福德修建M3

延长线开始的反公路运动，和1992年旧金山

“临界质量”的自行车运动。这些广泛的社会

压力和消费者压力促进了无车城市运动，其

理论最先于1996年在克劳福德（J. H. Crawford）

的著作《无汽车城市》（Car-free Cities）中被提

及，而后于2009年根据欧洲城市广场、街

道设施、拱廊、高密度和狭窄的街道在《无

车设计手册》（Car-free Design Manual）中被完

善 [7]。克劳福德在区域范围和地区层面上概

述了规划新城市和改造现有城市的概念，阐

述新城市将拥有安全舒适的轨道交通系统

和地区性的无车步行地块 [6]。尽管克劳福德

的无车城市愿景目前被视为一种激进的思想

和“乌托邦”，但其预测了未来城市社区的

社会态度 [8]，代表了未来城市发展的一种趋

势。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倡绿色出行，发展可

持续交通，积极进行各种减少汽车依赖（car-

dependence）的试验，试图追寻和探索无车城

市的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无车

城市并非是无机动车城市，而是提倡将出行

解决方案从私家车转变为更加环保、以人为

本的交通模式的无私家车城市 [8]。在这一愿景

中，公交车、卡车、出租车、应急车辆、摩

托车甚至共享汽车仍有可能出现，以满足货

物和人员运输的需求 [7]。然而，向无私家车化

的无车城市转型存在各种障碍，多数国家选

择通过缓慢渐进的变化来限制某些区域 /道

路的交通 [7]，从而逐渐减少汽车的使用，实

现从局部无车到全域无车的城市景观。例如

“无车日”“交通静默（traffic calming）”“步行化

街区”“无车社区”“15分钟城市”“超级街区

（superblock）”“重拾街道（reclaim the street）”“活

力街区”等无车尝试已在世界各国积极展开。

1.2 无车城市主要模式

在欧洲，许多城市加入无车城市的探索

行列并构建不同的无车模式。英国伦敦在政

策的支持下在牛津街开展无车街区模式，通

过禁止汽车驶入和阶段性的步行街改造逐步

实现牛津街步行化模式 [2]。街区内引入新的

座位区域，创造新的公共空间，增加自行车

道，拓宽人行道，旨在促进城市更新和提

升，将街道归还给公众。挪威奥斯陆在市区

采取“大爆炸”的方式（突然进行大规模的

变化或限制或禁止城市大部分地区的汽车使

用）[7]来推行市中心无车模式，通过将35英

里的道路和700多个停车位改造为自行车道

和小公园等公共空间 [2]，来减少污染、改善

空气质量、提高生活幸福感，为行人和骑自

行车者提供更安全的街道空间。丹麦哥本哈

根通过一系列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民参

与，每年减少一小部分道路空间，采用缓慢

渐进的方式减少汽车依赖 [7]。该城市通过编

制内聚的步行街巷网络 [2]，修建与公共交通

结合的超级自行车高速公路等方式来推行自

行车主导的混合无车模式。西班牙的超级街

区是无车城市行动的另一创新性城市设计

和交通管理模式，其提出将现有的几个城市

街区组合封闭，取消大多数停车位，禁止机

动车驶入，引入自行车道、游戏区和绿地空

间，来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改善空气质量

并创造更多以人为中心的公共空间。其对于

城市空间肌理的重构、街道空间的绿化和

街区内外衔接的优化起到重要性作用，为全

球城市设计和无车城市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借

鉴和参考 [9]。除此之外，“X分钟城市”[10]作

为应对全球气候危机、提升城市和社区韧性

的城市规划理念，正致力于在一定的步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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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范围内构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单

元模式，减少居民对汽车的依赖，实现无

车城市景观 [11]，打造健康便利、环境友好的

可持续发展空间。全球各大城市在积极探索

适应于国情的类似模式，例如美国俄勒冈州

波特兰、澳大利亚墨尔本和英国伦敦提出的

“20分钟社区”，法国巴黎的“15分钟城市”，

中国上海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意大利米

兰和加拿大渥太华的“15分钟社区”，新加坡

的“20分钟城镇”，新西兰汉密尔顿的“20分

钟城市”等 [10]。这些对于传统城市交通的挑

战和无车未来的探索正在“复写式”引领城

市交通模式的转变 [12]、公共空间的改造更新

和城市形态的演变，表达了人们对于健康可

持续生活的愿景。

2 绿色复写理念

2.1 绿色城市更新发展

随着大气污染和气候危机的日益严重，

减少资源依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

球共识，许多国家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推动

经济结构向低碳、环保和绿色可持续方向转

型。欧盟于2019年通过“欧洲绿色协议”，旨

在从气候、环境、能源、交通、工业、农业

和可持续金融等领域，推动欧盟走向绿色转

型之路，并致力于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 [13]。

在中国，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发展”

列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另外，“十四五”规

划提出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修复自然生态空

间，将低碳生态理念融入城市更新中，构建

绿色低碳的更新机制，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 [14]。绿色城市更新作为以生态环境

优先为前提，以绿色低碳社区建设为主要单

元，以绿色出行和绿色交通为体系，以基

础设施的蓝绿化改造为重要环节，推动健康

可持续、生态友好、功能复合的城市更新模

式，已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关键方向和重

要议题 [14-15]。

2.2 复写概念及隐喻

“复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alimpsēstus”，

古拉丁语指的是重新写过的纸或羊皮纸，古

希腊语“παλίμψηστος”表示重新刮擦，也表

示被抹去字迹或部分擦除的羊皮纸 [12]。在19

世纪的相关文献中，复写被用于描述被重新

使用或改变后仍保留其早期形式的痕迹的东

西，有多层性的含义 [12]。然而，现阶段复写

已远远超出其最初的字面意义，而成为适用

于各个研究领域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它是

将过去概念与现在概念放在一起进行考虑，

互相缠绕又相互分离 [16]，提供一种独特的方

式来探索过去如何与现在互动，从而创造出

对时间、记忆和空间的动态、多层次的理解。

心理学家对于记忆痕迹的研究与复写概

念有深刻的关联 [17]，他们用复写的隐喻性来

描述记忆痕迹的多层次性和动态性，认为新

的记忆会叠加在旧痕迹之上，而非完全抹去。

复写在生态学家的视角下由于自然系统的内

在叠加性 [16]，隐喻描述了自然景观的多层演

变例如泥炭沼泽的分层结构和物质变化。文

化地理学家用复写来隐喻行为者如何使用历

史和意义的层次来刻画场地 [17]，他们认为景

观既不是自然景观，也不是文化景观，而是

两者的混合体，“处于不断发展或消解和更替

的过程中”[17-18]。考古学家则不仅强调复写的

物质纬度及其精神层面，如铭刻和抹去的双

重过程如何影响集体记忆。在建筑层面，人

的需求和文化关系的变化导致建筑经常被翻

新或重新利用，但其清晰可见的过去的功能

和美学痕迹使其成为实物复写的隐喻。

在城市景观的语境中，复写一方面可以

通过解构和重读的方式作为空间分析的工具

隐喻地表明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和变化 [16]，

解释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另外一方面可以通过自治和互设的特性作为

空间设计的手法强调单层结构的价值和独立

性以及多层信息的意义和互动性 [19]。

2.3 绿色复写理念

在绿色城市更新的趋势及复写理论的基

础上，绿色复写以升级的形式成为与过去对

话、与现在融合、与未来沟通的理念。其不

仅表现为对过去历史的传承或复原，而且以

对“新旧”复写技术创新的方式存在——强

调挖掘场地历史文化脉络、城市记忆和场所

精神，赋予场地历史遗产新的形式和功能，

注入新的社会和生态碎片以回应当下的功能

需求，并预判和适应潜在的发展动向，在满

足当下需求和未来变化的基础上呼应和隐喻

原有的遗产记忆 [19]。

活态层叠、新旧共生和动态平衡是绿色

复写的核心。绿色复写通过构建多层信息，

复合多重结构实现多样的空间变化与价值传

递；“新置”和“原置”形成显性的共存与黏

合，创建一个融合矛盾、多层共生的系统，

灵活的适应机制和弹性的空间结构，构建一

个在时间演化中持续回应环境与社会需求的

动态平衡体系 [20-21]。其强调时间深度和时间

透视主义的概念 [22]，是一种多维时空叠加的

设计方法。

绿色复写有三个基本层级（图1）。（1）

历史遗产层，此处遗产不仅是有形的物质

遗产，如建筑遗迹、材料碎片和植物群落

等，还包括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如城市记

忆、场所精神、生活习惯、文化艺术和隐形

叙事等 [23]。绿色复写通过解构重读的方式对

场地的历史信息进行提取、分析、保留和重

构，活化场地遗产，延续空间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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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需求层，包括如社区互动、空间开放和场所包容的社会需求

层和如空气清洁、生物多样性丰富、基础设施蓝绿化、资源可持续的

生态功能层。绿色复写通过融合更新的方式对场地的当代信息进行整

合和转化，演化空间结构，回应当下需求。（3）潜在变化层，包括气

候挑战、文化多元、需求转型和数字智能化趋势等信息。绿色复写通

过渗透与预判的方式对未来的信息进行模拟和评估，适应未来变化，

塑造弹性空间。这三个层级具有自治性和互设性 [19]，各自独立又复合

交叠、共生和平衡，成为景观设计视角下绿色复写设计的手法。

绿色复写作为一种潜力的分析工具和设计手段，可以使人进一步

认识到场地的历史文化层的潜在价值，发挥新置设计层的置入调节作

用[20]，未来愿景层的渗透和导向作用，创造性复写原场地骨骼结构与

新旧碎片，打破时空壁垒 [19]，将时间、空间、地理和想象力相融合，

表达了对历史的怀念、当下的了解和未来的幻想的空间叙事，有利于

构建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多层信息的可持续景观体系，促进生态宜

居城市建设。

3 无车城市背景下绿色复写设计案例

3.1 项目背景

斯特兰德奥尔德维街位于伦敦市威斯敏斯特区，该街区西邻圣

马丁教堂，俯瞰特加法拉广场，毗邻堤岸和泰晤士河、大英博物馆、

考文特花园以及热闹的南岸，与伦敦很多重要的地标联系密切，是伦

敦重要的历史地理中心。然而，汽车世纪下的繁忙的斯特兰德街逐渐

成为伦敦最拥挤、污染最严重的街道之一，空气质量差、行人和骑行

者不便、交通事故率高、公共空间欠缺等问题使这个每年有1 400万人

使用的地区丧失活力[24-25]。

2015年12月，北岸商业发展局委托Publica公司在“2015北岸公共

领域愿景和战略（2015 Northbank Public Realm Vision and Strategy）”[26]的基础

上为斯特兰德奥尔德维街区制定公共空间设计愿景，委托Norman Rourke 

Pryme（NRP）提供交通建议 [27]，包括分析、评估并制定交通框架，期望

缓解该地区的交通问题、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增强空间连通性并鼓励

庆祝公共生活，使其成为一个集创意、历史、文化、智力交流、工作、

学习、参观、生活为一体的世界顶级城市长廊 [26]。之后，威斯敏斯特

市议会的场所塑造团队在交通框架的基础上，对该地区进行城市设计

研究并提出城市设计框架，这为后期景观设计顾问LDA Design介入提供

指示。LDA Design通过将历史和城市看作复写本的方式来阅读场地历史

信息 [28]，挖掘场地潜在价值，将场地的当代层与历史层进行叠加，同

时从未来的视角前瞻性地置入潜在空间需求和生态变化，打破时空

界限，使多层信息交叠共存，为斯特兰德奥尔德维街区打造了一个以

人为本的新型公共空间，其设计手法可以总结为绿色复写。

3.2 场地阅读

3.2.1 历史遗产的解构与重读

斯特兰德奥尔德维街区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图2），一部分是

斯特兰德地区，一部分是奥尔德维地区。斯特兰德地区历史文化价值

丰富，其自公元190年以来一直是一条重要的东西通道，是威斯敏斯

特大教堂到圣保罗的礼仪之路，曾被用作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

周年庆典等仪式的游行路线，并连接伦敦许多最伟大的文化和知识机

构，其中许多物质遗产都受到最高级别的遗产保护 [24]。除此之外，该

地还拥有历史悠久的伦敦梧桐树这类生命遗产 [29]，并定期举办艺术展

览、艺术节、表演和研讨会等，是伦敦充满活力的文化和艺术中心。

而奥尔德维街则是一个较年轻的区域，它是在20世纪构建出来的，

是一个与巴黎宽阔的街道和林荫大道相媲美的空间，拥有较大的流动

性。LDA Design通过对两个街区物质和精神遗产的挖掘和解读，提取了

场地显性和隐性的历史层（表1），并基于现代的需求和未来的预判，

1

图1   绿色复写理念模型
Fig. 1   The idea model of green palimps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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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遗产并赋予其新的形式和功能。 

3.2.2 当代需求的融合与更新

当下汽车主导的斯特兰德奥尔德维街区

历史遗迹失活、文化艺术没落、商业经济陷

入困境、环境质量糟糕、公共空间被遗忘且

空间连通性较弱，这些现存的问题需要采取

相应的设计策略和手段来重新书写场地故事。

欧洲各国正在积极探索和尝试无车城市模式，

促进城市交通模式的转变和公共空间的更新，

推动城市向低碳、环保和绿色可持续方向转

型。英国伦敦在交通无机动车化的道路上做

出巨大努力，发布相关文件如“政府清洁计

划（Clean Air Plan）”[30]、“英格兰自主出行计划

不确定性，如频繁的极端天气、加速的城市

热岛效应和空间的转型，也是斯特兰德街奥

尔德维街区的潜在威胁。LDA Design从未来的

视角预判并前瞻性地回应潜在的生态和社会

变化，通过生态方法和动态设计来适应未来

的城市空间。

3.3 绿色复写策略制定 

通过对场地历史，当下和潜在信息层的

阅读和分析，设计以旧的历史文化属性为基

础，以新的生活功能需求为参考，以未来的

气候变化适应为目标，以绿色复写的方式在

斯特兰德街区构建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多

层的景观体系（图3）。

表1   提取的场地历史层
Tab. 1   Historical layers extracted in site

物质遗产
Physical heritage

精神遗产 
Spiritual heritage

保护性建筑 历史性树 城市记忆 文化艺术

圣玛丽勒斯特兰德教堂、圣克莱门

特丹尼教堂、萨默塞特宫、布什故

居、伦敦国王学院、澳大利亚公署、

印度之家

伦敦梧桐

斯特兰德街道空间的的演变（从无车到马车再到

机动车主导）、斯特兰德作为东西方向的庆典游

行路线、圣玛丽勒斯特兰德教堂的昔日风光、圣

克莱门特丹尼教堂的轰炸历史

古老的书店、博物馆和文化机

构（文学和学术文化）、街头

艺术文化氛围、剧院与戏剧文

化、建筑文化

框架（Active England Travel）”[31]、“伦敦环境战

略（London Environment Strategy）”[32]，积极在城

市中心开展无车区试验，鼓励减少机动车交

通，优先选择步行和自行车的交通出行方式，

增加更多可停留的公共空间，提高空气质量

和人群健康并打造更易横跨的马路，致力于

将伦敦打造成世界上最环保的城市，确保伦

敦更加绿色、清洁，为未来做好准备 [32]。LDA 

Design在阅读和分析场地固有和潜在价值的基

础上，整合当下的城市发展需求，通过调整

层间的关系来激发新的场地活力。

3.2.3 潜在变化的渗透和预判

日益严重的气候问题给城市地区带来的

2 3

图2   斯特兰德奥尔德维街区的特色区域
Fig. 2   The featured areas of the Strand Aldwych

图3   绿色复写在斯特兰德奥尔德维街区的设计策略
Fig. 3   Strategies of green palimpsest in the Strand Aldwy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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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活化场地遗址，重构街道记忆

作为历史文化丰富和艺术气息浓厚的街

区，斯特兰德的演变见证了伦敦的发展和转

变，记录了伦敦中心城区的变迁故事，产生

并持续发生着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生产生活

变化 [33]。斯特兰德街区不仅曾经是庆典等仪

式的游行路线，拥有众多的保护性建筑遗迹

和深厚的历史积淀，还有活跃的当代艺术生

态以及丰富的公共文化活动（图4），承载了

伦敦过去几个世纪的文化记忆，是伦敦文化

脉搏的一部分。然而，汽车世纪的交通闭塞

和机动车主导的繁忙街道，擦除和覆盖了其

昔日的城市记忆和场所精神，使其历史价值

逐渐消失，现今潜力价值逐渐忽视。如何使

用创新的设计手法，使新旧价值对话，在活

化场地遗址、重现历史空间的同时链接未来

的气候变化和社会文化发展，在延续场所精

神的同时重构未来街道记忆，是绿色复写在

斯特兰德街区的实践。具体策略如下：

一级保护建筑圣玛丽勒斯特兰德教堂

坐落于场地中央，是斯特兰德西端的标志性

建筑。为了强化圣玛丽勒斯特兰德教堂的圣

所概念，使其不再被车道隔绝而充当美化过

的交通岛的角色，恢复其往日的光彩，吸引

众多的教徒，设计保留现存教堂西面的小庭

院（内圣殿），并在庭院栏杆外和教堂周围

增加植物种植，同时向北延伸，增加花园的

面积，加入座椅和休息区，从而有效地创建

一个“外圣殿”。这不仅保留其历史价值，唤

起人群对于场地昔日的公共记忆和场所空间

的感知，还融合其作为新公共空间的现今价

值，提供绿色游憩、休息、交流、户外学习

等功能，新旧共存，活态延续（图5）。

圣克莱门特丹尼教堂前面的花园里摆着

优雅的波特兰石长椅，反映教堂被炸毁的历

史，而教堂内部的地板是外部铺装的灵感来

源。设计呈现遗产的内在价值，揭露场地特

质和历史真实性。

为了保留斯特兰德街曾经作为维多利亚

女王1897年钻石庆典等仪式的游行路线功能

和记忆，设计将延续其东西连通性的功能属

性和空间特色，使场地精神文化与物质空间

4

图4   伦敦的文化日历
Fig. 4   London’s cultural calendar

图5   改造前后的圣玛丽勒斯特兰德教堂周边景观
Fig. 5   The landscape around St. Mary Le Strand before and after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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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28]。设计保留斯特兰德街区的伦敦梧桐树

线，并通过植物设计和景观小品设计，将三

者融合，构建新型生命遗产空间（图6）。

项目设计了读书空间、知识中心、社交

活动草坪和灵活广场来连接场地艺术和文化

中心，响应邻近的用户群体和建筑物内已存

的创造性能量 [33]，为新的艺术创作、知识共

享、表演制作提供精神场所，使新旧记忆叠

加，刻印场地新名片（图7）。

项目邀请艺术家参与场地的设计与开

发，旨在于早期概念阶段为新街区的身份和

文化作出贡献 [34]，重新构建街区创意记忆。

例如尼克 ·莱恩工作室（Nick Ryan Studio）在整

个空间内创建了一个特定场地的声音装置 [34]，

以创造突破听觉极限的体验和吸引新的音频

受众。

场地内新旧铺装的叠加和变化在传递既

定故事和价值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记忆和

意义，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体现了复写的

设计哲学。

场地强化和完善的夜间照明系统，不仅

能提高场地安全性、丰富街道层次，还能加

强该地区夜间的历史特征和历史古迹，激活

街区夜间经济，并唤起该地区丰富的娱乐和

庆祝历史。

3.3.2 再现无车场景，重塑绿色交通

斯特兰德街的交通出行方式随着历史和

社会的发展出现多层叠加的现象，从无车到

马车再到机动车主导的街道空间的演变隐性

叙述了其历史记忆和场所价值。作为汽车世

纪背景下机动车主导的旧街道空间层级，已

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层级对于空气、噪音、绿

色空间以及生态可持续的需求，新的无车场

景和绿色交通系统将以绿色复写的手法再现

和重塑。具体策略如下：

机动车以及停车位以擦除的方式消失在

斯特兰德羊皮纸上，只在有限的时间或特殊

期间允许服务车辆或紧急车辆进入来满足场

交织，以活态的方式传承历史记忆遗产。

场地内的伦敦梧桐树是一种有生命的

遗产，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和动态变化的特

7

6

图6   生命遗产空间
Fig. 6   The space around live heritage

图7   斯特兰德街道潜在的艺术活动场所
Fig. 7   Potential spaces for artistic activities in the St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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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需求，迎接无车时代（图8）。

奥德维奇街的双向车道更替原来的单车道，减缓交通速度，参

与交通再分配，而莱斯特和萨里街之间的斯特兰德街区变为步行区，

萨里街到阿伦德尔街和墨尔本广场则向公共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开

放，这样能够为目前以奥德维奇街为终点的公交车提供一个环路和巴

士站台空间，最大程度地改善公共领域，同时保持适当的交通容量和

周边公路网络的路边设施 [35]（图9）。

50个新增的自行车停车位 [36]和拓宽的邻街人行道作为新层置入

斯特兰德街道，保障路口的自行车和行人安全，减少街道拥挤和交叉

路口，为行人和骑行者时代的出现提供便利。

3.3.3 创构灵活空间，展望生态未来

斯特兰德街区的改造不仅体现新旧共生、遗产再生、记忆再现，

更展示了绿色未来的活态层叠和生态适应。项目一方面强调空间的适

应性和灵活性，为未来可持续扩展和发展留足空间；另一方面通过生

态修复和雨水管理等手段，提高街区的环境质量和气候适应性，达到

景观再生的动态平衡，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气候变化。绿色复写

的设计策略不仅强调过去与现在，更是对未来的思考和创构。具体策

略如下：

街区内设计大小不一的灵活弹性空间来服务未来不同规模的表演、

装置和活动，引入部分灵活和可拆卸的城市家具以应对未来不同的社

会功能，为空间未来的新趋势和居民对公共空间的新需求做好准备。

区域引入多功能生态区例如可持续排水系统，包括透水地面和雨

水花园，还增加了1 370 m2的生物多样性种植区（图10），包括41株春

花秋叶的树木、1 025株灌木、8 366株草本植物、37 395株球根花卉、

244种蕨类植物、3 739丛草和169 m2草坪等 [36]。这些区域与公共开放

空间相叠加，净化空气、提高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满足社会需求，提升

街区的生态韧性和气候适应性。

斯特兰德街区通过绿色复写的设计手法成功将伦敦中心城区的

车行空间从交通中解放出来 [37]，大大改善了街区空气质量。据统计，

在2019–2022年，区域内NO2比以往同期减少了56%[36]，从76 µg/m3降

低至34 µg/m3[37]。新增的各类植物提升了生物多样性及街区生态环

境。另外，街区还增强了公众联系、促进商业经济发展、延续历史文

脉并激活街区衰败的空间，展示高质量公共空间的内在价值（图11），

有利于鼓励其他大城市大胆行动，改造污染街道，为社区和自然创

造繁荣的空间 [38]。

4 绿色复写的机遇与挑战

绿色复写作为潜在的设计手法，通过抹去、铭刻和叠加的方式

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深度放在一起进行考虑，平等地呈现多层

的空间结构，创造性地诱发新的故事与记忆来构建多层融合的景观体

系。其在斯特兰德街区的成功应用对于无车城市背景下的城市中心城

区车行记忆空间绿色更新的机遇与挑战有以下两点：

（1）绿色复写的历史与现代共生的设计手法，是城市中心城区

车行空间文化再生的潜力手段。中心城区通常是城市最早的发源地，

车行空间往往毗邻历史建筑、遗产地和纪念碑等文化标志物，绿色

复写的多层特性可以兼顾历史遗产保护与现代功能需求，延续城市

文化脉络，促进城市多层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和人

9

8

图8   无车策略前后的斯特兰德
Fig. 8   The Strand before and after car-free strategy

图9   斯特兰德/奥尔德维奇交界处的拟议设计
Fig. 9   Proposed design for the Strand/Aldwych 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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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大国，拥有丰富的老城区、历史街区、老

旧小区等车行空间，同样面临如何激活城市

遗产空间、保护和促进遗产可持续发展以

新旧对话将为中国绿色城市更新带来诸多机

遇。然而，如何将遗产保护和交通功能相

平衡，避免交通再分配引起的交通拥堵状

况是车行空间绿色复写的潜在挑战。

（2）绿色复写的生态修复和环境可持续

的设计手法，是城市中心城区车行空间绿色

更新的潜力手段。城市中心老旧灰色基础设

施难以应对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城市洪涝

等，绿色复写通过将蓝绿空间置入或覆盖灰

色基础设施，使新旧共存、协同发展，构

建未来生态可持续和气候适应的愿景。中国

一直提倡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无

车城市背景下的车行空间的绿色复写将为紧

凑的城市中心地区提供创新的公共空间，为

未来的城市更新提供新的机遇。然而，如

何将绿色策略与现存的基础设施兼容以及

景观的维护和管理是车行空间绿色复写的潜

在挑战。

5 结语

绿色复写是城市景观中历史、文化、生

态和社会元素多层次的叠加，其重新定义新

与旧、传统与现代、当代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通过活态层叠、新旧共生和动态平衡来重建

场地身份，重刻城市名片。绿色复写理论强

调时间深度和多元互动的结合，为当代和未

来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

设计手法，对于全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参

考意义，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注：图2、图7改绘自https://strandaldwych.org/assets/
Documents/f3e8937de4/Strand-Aldwych_RIBA-stage-2.
pdf；图4来源于https://strandaldwych.org/assets/Documents/
f3e8937de4/Strand-Aldwych_RIBA-stage-2.pdf；图5改
绘自https://strandaldwych.org/timeline-new/strand-aldwych-
project-begins/；图9改绘自https://strandaldwych.org/assets
/Documents/36fe7d3051/TRAFFIC_NRP_Strand-Aldwych_
Scheme-Design-Summary_V2.2_Consulation.pdf；图11
改绘自https://landezine-award.com/strand-aldwych-london/；
其余图表均由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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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斯特兰德街道生物多样性丰富的种植区
Fig. 10   Planting areas with rich biodiversity in the Strand

图11   斯特兰德街道彩色平面图
Fig. 11   Master plan of the Strand

及如何缓解城市人口对于城市公共空间和

环境质量的需求。中国政府正积极探索遗

产活化利用的多元创新路径，绿色复写的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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