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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地表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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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ＯＰ ＥＮ 建筑事务所的实践 中 ． 地表始终扮

演着一个重要 的角 色 。 在 新近开 幕的上海油罐 艺术中

心中
一

个
＂

ｚ
＂

字形 的
＂

超级表面
＂

将原服务于上

海龙华机场 的 ５ 个独 立航油罐连 接起 来 ，

形成了
一座

开放 的城市公 园和
一

个艺 术机构的并 置 。 通过 回 溯这

一历时 ６ 年的项 目设计历 程 ，

文章试 图从关于城市地

表的理论话语和 ＯＰ ＥＮ 的 实践经历两条 线索 ． 对 这

＿项 目展幵论述 。 它 既标志 着 Ｏ ＰＥ Ｎ 长期 以来对城

市公共性和空间幵放 性的追 求 ． 也就如何更高品质地

维持这一公共性提 出 了新 的挑战 。

关键词人造地 表 ； 开放 性 ： 公共 性 ； 工业建筑 ；

上海油罐艺术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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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项 目 名称 ： 上海油罐艺术中 心

项 目 位置 ： 中 国 ． 上海

设计时间 ：

２０ １ ３—２０ １ ９ 年

建设方 ： 上海西岸开发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油罐艺术 中心

功能 ： 艺术展览空间 ． 活动空间 ． 餐厅 ． 咖 啡厅 ． 音乐 表演空 间 ．

美术馆办公室及艺术 品仓库等

建筑面积 ： １０ ８４５ ｍ
２

占地面积 ： ４７４４８

建筑设计 ： ＯＰ ＥＮ 建筑事务所

主持建筑师 ： 李虎 ． 黄文菁

设计团队 ： 叶青 ． 罗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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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ａ ｓ Ｋｏｗａ ｌｓ ｋｙ ． 蒋思敏

合作设计院 ：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景观设计 ： 北京易地斯埃东方环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照 明顾问 ： 上海 明驰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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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 ．  Ｌｔｄ．

＂

任何建筑 ． 在其成 为
一

个物件 （
ｏｂ

ｊ

ｅ ｃｔ
） 之前 ．

首先完成着对
一片地景 （

ｌａｎｄ ｓｃ ａ
ｐ
ｅ

） 的转变 。

＂

［

｜

］
２
７

斯

坦 ？ 艾伦 （ Ｓ ｔａ ｎＡ ｌ ｌ

ｅ ｎ
） 如是 写道 。 当

一些 建筑小心翼

翼地 回应着场地的地形之时 ， 另
一些建筑则 以一种更

富于英雄主义的姿 态完成着对地表的重新构建 。 毫无

疑 问 ， 屡屡被描 述为
＂

现代主义者
＂

的 Ｏ ＰＥＮ 建筑

事 务所 （ 以下 简称
＂

Ｏ ＰＥＮ
＂

） 的李虎 和黄文菁 属于

后者
？

。
从秦皇岛歌华营地体验 中心 的面朝剧场缓缓

起坡 的 内院 ． 到北京四 中房 山校区中 的
＂

多重地面

再到 与滨海沙丘地 貌共生 的 Ｕ ＣＣＡ 沙丘 美术馆 ，

地

表在 Ｏ Ｐ ＥＮ 的实践 中 始终扮演着
一

个重要的角 色
ｐ ］

。

新近开幕的 油罐艺术 中心也不例外 。 在这 片曾经作为

上海龙华机场的平坦场地上 ．

一

个被称为
＂

超级表面
＂

（
Ｓｕ

ｐ
ｅ ｒ－ｓｕ ｒｆａｃ ｅ

） 的人造地表将原服务于机场的 ５ 个独

立航油罐连接起来 。
起伏的

＂

地表
＂

之上 ， 是一片 开

放 的城市公 园 ，

？

＂

地表
＂

之下 ， 是 巨 大的 内部 空间 ：

而作 为工业建筑遗 存的油罐 ， 则被新的功 能
——艺术

展厅 、 餐厅及音乐表演空间所填充 。

对油罐艺术中心的解读 ， 来源于上述两条线索的

交织 。

一方面 ， 从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民用机场到复

合城市公园 的美术馆建筑 ， 它提供着一个重新思索
＂

地

表
＂

意义的机会 ： 它是 中性的 、 自然的吗 ？ 它可 以是

人工的和技术的 吗 ？ 当
＂

人造地 表
＂

成为建筑 ． 它能

够重塑美术馆 的机构性吗 ？
能够形成 另一种城市公共

空间和内部 空间之 间的关系吗 ？ 另
一方面 ．

与 Ｏ ＰＥＮ

的其他项 目 相比 ， 重构地表既是 油罐 艺术 中心的主导

性空 间组织策 略 ，

也是 Ｏ ＰＥ Ｎ 长期 以来追 求城 市公

共性和空间 开放性 的
一

个标志点 。
它既在最大程度上

实现了 对上述 两个 目 标的追求 ． 也就如何能够更好地

维持开放空间的品质提出 了 新的挑战 。

１ 从平整地形到人造地表

关于地面 的态 度 以及 由 其延伸而 来的 建造可能

性 ． 或许可 以简略地被四 个片段所叙述 。 在《直角之诗》

中 ， 柯布西耶 以富有诗意而神秘 的语言描述在大地之

上 、 阳光 之下的人之境况 。 当人们仰面平躺之时 ． 空

间 变得不可理解 ： 唯有当人 们直身站立之 时 你能

感知的事物 ． 跟 自然缔结了一种 团结的合约 ： 那就是

直角
。

＂

［
３

］ 大地所构成 的水平面和 肉 身直立所形成 的

纵垂线 的正交 ． 成为 人们理解空 间和世界的前提 。 同

样
＂

直立
＂

于大地之上的建筑物则 以物质化的 方式显

现着这种正交的空间体 验 。 或许恰恰是这
一显而易见

的 事实使得地面往往被 认为是既定 的 、 自然 的存在 ．

而作为人造物 的建筑则以
＂

直 角
＂

的正交关系和物件

式的姿态存在于场域性的地景之 中 。

然而
．

地面始终是 自然存在 的吗 ？ 对于
一座建筑

物的场地 来说 ． 答案似乎未必是 肯定 的 。 阿尔伯蒂曾

写道 一处暴露在天空下的场地表面应该在每 １ ０ 尺

的距离上 有着起码 ２ 寸的降坡 。
由此 ， 可让雨水或是

流入水窖 ． 或是流入排水渠 。 如果雨水不能被排 向大

海或是河流 ． 那则需要找合适 的地点 ， 挖出 能够通到

流水层 的竖井 ， 再将以 卵 石回填井体 。 如果这一做法

也 不可行 ， 那么
，

最后的建议便是开挖大坑 ．

向里面

丢下煤后 ． 用沙子回填 。
这样 ， 它就能够回 收和清理

任何地表的水 。

＂ ｗ 阿尔伯 蒂的 描述揭 示了 建成环境

中 的地面 的人工性 ： 看似 自然的地面依赖于 人工材料

的层层构建 ． 而看似平 整的地面则往往由于排水 的需

要 ， 有着微小的坡度 。

如 果说阿 尔伯蒂 的人工地 表 尚 以大地 的面 目 出

现 ． 那么被架起的
＂

人 工地面
＂

则是现代主义建筑的

—项鲜 明 的特征 。 柯 布西耶 的多米诺 （ Ｄｏｍ－

ｉ

ｎ ｏ
）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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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 ｃｔ ｕｒｅ２０ １ ９／４６５

｜ 酒吧６ 展厅

２ 画库７ 备展间

３ 厨房８ 前厅

４ 电梯厅９ 咖啡厅

５ 报告厅１ ０ 多 功能空间

８

Ｍ 艺术 商店

１ ２ 门厅

Ｉ ３ 开敞办公 ／艺术工作室

１ ４ 城市广 场

１

５ 后勤

１ 音 乐现场 ３ 多功能空间

２ 餐 厅 ６ 露台

３ 展 厅 ７ 城市广场平台

４ 前 厅 ８ 配电间

５ ． 超级表面

６ ． 草坪广场

７
． 超级表面上起伏的 草坡

８ ． 首层平面

９ ． 二层平面

１ ０． 第一版方案 模型

１ １ ． 第二版方案 模型

１ ２ ． 最终实施方案模型

型架设于 ６ 个方形柱础之上 ， 与大地保持 着刻意的距

离 ； 两片错动 的平台使得 密斯
？ 凡 ？

德 罗的范斯沃斯

住宅轻盈地漂浮于林地之上 。 在这些 案例 中
， 架空的

平台并非为了 适应坡地 ，

也不似底层架空 的做法
一般 ，

产生 出可使用 的开放 空间 。
相反 ， 正如大 卫

？

莱 瑟巴

罗 （
Ｄａｖ ｉ ｄ Ｌｅａｔｈｅｒｂａ ｒｒｏｗ ） 所指 出 的 ． 被架起的地面

与天花一道 ．

＂

通过水平表面来限定 出一种 空间 布置 ．

而回避诉诸于垂直向 的围合 。

＂

［
５

］

从建筑到城市 ． 当
＂

人工地面
＂

成为
＂

人 工地表
＂

后 ， 它提供了对 当代城市 的非连贯 、 非稳 定的混乱形

式的解决方案 。 在 １ ９９９ 年的一次讲座 中 ． 肯尼斯 弗

兰姆普敦 （ Ｋｅ ｎｎｅｔｈＦ ｒａｍ
ｐ
ｔｏｎ

） 通过将
＂

巨形作为
一

种城市景观
＂

（
ｍｅ

ｇａ
ｆｏ ｒｍａｓｕ ｒｂ ａｎ ｌａ ｎｄｓｃ ａ

ｐ
ｅ ） 有力地

回应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 现代城市逐渐成为
一系

列独立的物件而非有机 的连 续体 的状 况 。 对于弗兰姆

普敦 来说 巨形 是地形 的 ， 它的轮廓 线及其源 自 内

在功能的塑造场所 的特征在水平方向 上伸展 。

＂

［
６

］
１ １

从

维托里奥 格里高蒂 （
Ｖ ｉｔｔｏｒ ｉｏ Ｇｒｅｇｏｔｔ ｉ

） 的佛罗伦萨

大学扩建提案到亚瑟
？

埃里克森 （
Ａｒｔｈｕ ｒＥ ｒｉ ｃｋｓｏ ｎ ） 的

温哥华罗布森 广场 ， 再到 更为近期 的 Ｆ〇Ａ 的横滨国

际码头 以及 Ｗｅ ｉ ｓｓ＋Ｍａ ｎ ｆｒｅ ｄ ｉ 的西雅图奥林匹克公园 ，

这些项 目 往往通过地形 的介入 ，

在破碎的城市空间中

重 新塑造 出 强有 力 的公 共空间 ． 动 态地将场 地 、 结

构 和功 能结 合于
一

个完 整 的形式之 中 。 这也恰恰是

Ｏ ＰＥ Ｎ 对
＂

地表
＂

的态度 。 弗兰姆普敦将北京四 中 房

山校区中 的人造地表所复合 的上部较 为私 密的教室和

下部开放的大型公共空 间形容 为
一种

＂

社会凝聚器
＂

，

并 将其与 他在
＂

巨形 作为一种城市景 观
＂

的演 讲中

所提到的稹文彦的新加坡共和理工学院和斯蒂文
？ 霍尔

（
ＳｔｅｖｅｎＨ ｏ ｌ ｌ

） 的深圳万科 中心项 目相 比较 ＇而在油

罐艺术 中心 中 ．

＂

超级表面
＂

恰恰扮 演着这样的
一

个

角色 。

２ 超级表面

油罐艺术 中心所在 的上海西岸属于龙华片区 。 它

得名于上海历史最 为悠 久的古 刹龙华寺 。 如同诸多江

南水 乡
一般 ，

这里 曾经 有着纵横发达的河道网络 ， 水

路航运 的发展使得它在 明代 中后期开始出现在各类水

陆要津 的记载 中 。 随着上海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

水 乡

的地 貌特征从 丨 ９ 世纪开始 发生 着巨大的 变化 。 河道

被填埋 ． 地形被平整 ， 以满足工业建筑的建设用地需

求 。 油 罐艺术 中心所 处的这片 场地于 １ ９ １ ５ 年被 当 时

的北洋政 府征为操练场 ， 并于 １

９２２ 年被辟为机场
［
８
］

。

龙华机场起 初作为军用 ， 而后逐渐转为民用 。 平坦 的

跑 道 、 交错的辅助道路以及仓库 、 航站楼等辅助性建

筑使得这 片场地具有了 更多的人工特征 。 这其 中也包

括 了三大 四小 的 ７ 个航油罐 。
４ 个小 型油罐 以 ２ 列 的

布局自 成
一组 ． 位于

一个方形 的水池 中 ，

３ 个大型油

５ ． Ｓｕｐ ｅ
ｒ
－

ｓｕｒ ｆａｃｅ

６ ．

 Ｅｖｅｎｔ
Ｐ ｌａ ｚａ ｌ ａｗｎ

７．

Ｕｎｄｕ ｌａｔ ｉｎｇ ｇｒａｓｓｏｎ ｔｈ ｅＳｕｐ ｅｒ
－

ｓ
ｕｒｆａｃｅ

８ ．

 Ｆｉ

ｒｓｔ ｆ ｌｏｏｒ
ｐ ｌａｎ

９ ． Ｓｅｃｏｎｄ ｆ ｌｏｏｒ
ｐ ｌａｎ

１ ０． Ｍｏｄ ｅ 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 ｔ
ｓｃｈ ｅｍｅ

１ １

．

Ｍｏｄ ｅ ｌ 
ｏ
ｆ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ｃｈｅｍ ｅ

１ ２ ．

Ｍｏｄ ｅｌｏｆ ｔｈｅ ｆ ｉｎａ ｌ ｓｃｈｅ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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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ｔｕｒｅ２０  丨 ９ ／４６ ７

１ ３ ． 与护坡结合的座位

１４ ． 油罐轴测 图

１ ５ ． 油罐剖面图

１ ３ ＿  Ｒａｍ
ｐ

ａ ｎｄ ｉ ｎｔ ｅｇ
ｒａｔｅｄ

ｓｅａ ｔｉｎ
ｇ

１ ４ ．Ｔａｎ ｋ ａｘｏ ｎｏｍｅｔｒ ｉｃ
ｓ

１ ５ ．Ｔａｎ ｋ ｓｅｃｔ ｉｏ ｎｓ

罐则排成
一

列 ， 位于 ４ 个 小型 油罐东侧 。 随着浦江两

岸工业功能的疏解 ． 这 片场地迎 来了 又
一

次根本性的

变化 。 如今 以上海西 岸而 为人们所熟知的这
一片区域

成为一个 以文化和艺术 为先导 的城市活力滨水区 。
龙

华机场的旧跑道被拓 为云 锦路 ． 原机场仓库被改造为

西岸艺术中心 ．

而 ７ 个油罐所 在的区域则被规划为
一

个艺术中心 。

项 目 源起于 ２０
１

３ 年
，

作 为机场 的一部分
，

这块

场地缺 乏一个清 晰可辨的边界 。 除去 ７ 个油罐 之外 ．

其周边还散落着
一些大大 小小 的辅助用房 。

场地一侧

仍需被用作直升机场 ． 龙耀路 隧道斜向 从地下穿过场

地另 一角 ． 既有 的隧道结 构对于其上方场地的建设有

着异 常严 格的要 求 ．

几乎需 要维持原有的荷载状态 。

这些导致场地条件 变得极 其复杂 。 设计伊始 ， 场地是

一个两边 呈锯齿状 的异形形状 ， ４ 个小型 油罐和 ３ 个

大型油罐 中最南端 的油罐被保 留下来 。 在功能上 ，

它

被定位为 一个表演艺术 中心 。 面对这样一块被 周边条

件切 割后的场地 ． Ｏ Ｐ ＥＮ 的第
一

稿方 案采 用了
一系列

分散 布置 、 形状各异的几何原型来化解场地形状的怪

异 。 ４ 个小型油罐所在 的方形水池被 加上了
一

个 立方

体式的框架 ， 它被称 为
＂

油罐立 方
＂

。

一组 盒子状 的

小 房子 占据 了
＂

油罐立 方
＂

南侧 的剩 佘场 地 。 在 唯

＿＿

个保留下来的大型油罐 中 ． 建筑师贯 穿置入了
一

个 两端开 口 、 微微张开的盒子 ，

构成 了表演艺术中 心

的观众厅与室外舞台 。 面 向黄浦江的
一侧 ．

一

个梯形

的草坡逐渐抬起 ，

它的下方被用作江景餐厅 ， 而上方

则可 兼做观景平台和室外剧场 。 靠近 龙耀路 隧道
一

侧

的南 侧场地被全部规划为
一片绿地 。 尽 管这一方案随

后发 生了 较大的调整 ， 但 ３ 个元素业 已出现 。 场地南

侧 的绿地成为最终方案 中
＂

都市森林
＂

的原型 ． 大型

油罐 通过体 量穿插而形成舞 台的做法保 留下 来 ， 而最

为 重要 的元素 则是梯形绿 坡 。 它 让人 想起 ＯＰ ＥＮ 于

２０ １ ２ 年 刚刚 完成的 秦皇 岛歌 华 营地体验 中心的 内部

庭院
。 在这一项 目 中 ． 多边形体量 中所切割 出来 的长

方形 内院 同样具 有多重的使用可能性 。 结合小剧场 舞

台后的折叠 门 的可开 启设计 ．

它可在室外庭院 ． 延伸

舞 台 ． 露天 影院等 多种功能以及
＂

虚
＂

的空 间状态 与
＂

实
＂

的空 间状态之 间切换
［

９
］

。 值得注意 的是这一 内

院与室 内剧 场的剖面 关系 ． 为 了保证多边形体块 的完

整性
．

对高 度要 求较高的小剧场被安排在场地地势 较

低 的
一侧 ． 而 内 院则 由 小剧 场

一

侧缓缓起坡 ， 直至 另

一侧 Ｄ Ｉ丫 空 间的标高 。
这一缓坡 ． 既调和 了整体体量

和不 同功能 的空 间需 求之间 的矛盾 ． 也借助场地东西

方 向 ３ｍ 的高差 ． 自 然地形成 了舞 台和室外观众席 之

间 的观看关 系 。 类似的关系也 出现在了 油罐艺术 中心

中 。 然而 ． 如果说歌 华营地体验 中心的 内部庭院借 力

于场地地形 ， 那么在 油罐艺术 中心 ． 地形则来源于 人

工 ： 混凝土 结构 、 覆 土层 、 植被和小径所叠加 的人造

〇 ２ ０ｍ １

５



６８时代建筑 Ｔ ｉ ｍｅ＋Ａ ｒｃ ｈ ｉｔｅｃｔｕ ｒｅ２０ １ ９／４

地表共 同完 成着对场地的重新构建 。人造地形的抬起 ．

自 然而 然地形成了 其表面之上的开放 的城市空间
——

— 座可 兼做室外剧 场 的公 园 ， 和 表面 之下 的 内部空

间


间江景餐厅 。 弗兰姆普敦笔下 的
＂

重塑城市

地景的潜力
＂

开始在此浮现
［
６
］

１ ２

。

２０ １ ４ 年年初 ． 西 岸 片 区的 规划 变得逐渐 明晰 。

随着毗邻场地的西岸梦工 厂的定位的明确 ， 油罐片 区

的定位从表演艺术 中心转 向 了视觉艺 术中心 。 几经调

整的场地边界直接影 响着 ７ 个油 罐是拆除或是保留 的

决定 。 在第二稿方案 中 ． 位于 ４ 个小型油罐组东北角

的油罐被划 出 场地范 围外而 需拆除 ，

３ 个大型油罐列

中 靠南的 ２ 个则被保 留 。 在上
一轮方案中 ． 作为独立

元素出现的梯形草坡 在此 演化 为
一

片不规则的人造地

表
．

主导着场地 的组织 布置 。 它从龙腾大道一侧起坡 ，

以一个类似
＂

Ｚ
＂

字形的形态 ， 在不同的标高将三小

两大 ５ 个油罐连接起来 ， 并延伸至滨江
一侧 的项 目空

间 。

一系列 巨大 的长 方形切 口 为
＂

地表
＂

之下的展 览

空 间提供采光 。 这些切 口仿佛回应着大地艺术家迈 克

尔
？

黑泽尔 （
Ｍ ｉ ｃｈａｅ ｌＨ ｅ ｉｚ ｅ ｒ

） 的
一

系列对大地的切 割

作品 。 事实上
． 在设计过程中 ，

当建筑师有意识地将

单体 式的建筑与广袤 的地景融 为一体 时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的大地艺术成为他们的灵感来源 。在某种意义 上 ，

正如 这稿方 案的工作模型所概念化地呈现的 ． 切 割 、

抬起 ． 弯折的操 作使得方案成为
一座城市尺度上 的地

形建筑 （
Ｌａ ｎ ｄ ｆｏ ｒｍ

）与先前的梯形草坡相 比 ．

这

片被命名 为
＂

超级 表面
＂

的地形糅合 了更 为多样和 复

杂 的功能与 流线 。 作为
一层表面 ， 它同时考虑着地形

的起伏 、 内部空 间的需求和结构体系的布置 ． 也 引导

着来访的市民们或是 漫步于碧草茵茵的公园中 ． 或 是

靠近感受作为工业遗存的油罐 ． 或是漫步来到项 目 空

间及滨水步道 。 作为一个空间体 ． 它则连接起 ５ 个 油

罐 ． 容纳着 门厅 、 展厅 、 办公 、 服务等多种功能 。

最终 的实施 方案与第二稿方 案在场地布 置上较为

接近 ． 仅在
一些局部做出 调整 。 黑泽尔式的切割开 口

被调 整为
一些散 布在草地中 、 为下部空 间采光 的圆形

天窗 。

＂

超级表面
＂

最终成为
一座带有蜿蜒步道的公园 。

由原消防泵房改造而成的项 目 空间与
＂

超级表面
＂

脱离

开来 ．

建筑师将其平屋顶改造为带有斜 向天 窗的锯齿

状屋顶 。 在项 目 空 间和
＂

超级表面
＂

之间的是
一座由

原消防水池改造而来 、 深约 ２ ｍ 的景观小品
＂

橄榄水池
＂

。

项 目 空间将主要用于举办艺术驻留和小型展览 。 在其他

部分 ，

一

些设计细节 的加入使得整个油罐艺术中心作为

城市开放的公共空间变得更加富有生趣 。 跌落式的水池

和台阶引导 着来访者来到下沉的城市广场 。 广场中 央 ，

一

个圆形喷雾装置既暗示着那些被拆除 的油罐的痕迹 ，

也为广场塑造出一种弥漫的雾境 。 贯穿整个南侧基地的
＂

都市森林
＂

延续着艺术 中心的主题 ． 茂密的林间将散

布
一些艺术装置作品及被保留下来的工业设备 。

３ 重新装载

对三小两大 的 ５ 个油罐的改造是
一

次以艺术对其

进行重 新装载 的过程。 在李虎和黄文菁第
一次探访场

地之 时
．

这些 油罐业已被清理干净 。 无论是 在直径约

为 １ ２
ｍ 的小型油罐或是直径约为 １ ５ｍ 的大型油罐中 ，

白色 的圆形罐壁和如穹顶般微微隆起 的罐顶显现出
一

种原 始而宏大的空间意味 。 储存航油 的特殊 需求决定

了油 罐结构的极简特征
——它直接 由

一层下厚上薄的

钢板 构成 ． 这使得内 部圆形空 间的纯粹性被进
一

步强

化
［

１ ＜）
］

。 在这种 原型 式的向心空 间 的基础 上 ． 如何使

得每
一个油罐具有不同 的个性 ． 为参 观者提供迥异的

空 间体验呢 ？ 在功能之外 ． Ｏ Ｐ ＥＮ 的设计介入也试图

在 空间层面上实现油罐的
＂

重新装载
”

。

毗邻龙腾大道的 Ｉ 号罐和 ２ 号罐分别拥有独立的

出入 口
．

为 油罐艺术 中心举办 多个平行展览提供了可

能 。

一个向外凸 出的圆形入 口首 先将参观者引入位于

场地西北角 的 Ｉ 号罐 。 在 丨 号罐内 ，

置入其 中的鼓形

内胆构成 了
一

个
＂

罐 中之 罐
＂

。 在两 面壁体之间 ．

一

部台阶引 导着参观者拾级 而上 ， 直至二层展厅 。 向外

鼓起的
一

侧壁体使得人 们在这里盘旋而上时仿佛行走

在理查德 塞拉 （ Ｒ ｉ ｃ ｈ ａ ｒｄＳ ｅ ｒｒａ
） 的作品 中

一

般 ． 身

体所在的空间逐渐地收 缩 ， 而抬头仰望 ． 壁体之 间的

缝 隙却逐渐放 大 。 在不断 收缩和 向 上漫步的过程 中 ．

一

个 圆形 门洞指示着参观者进入鼓形内胆之 中 。 这一

圆形房 间被 设想 为餐厅 ， 但也可兼做独立展厅 。 与 Ｉ

号罐相邻 的 ２ 号罐 同样有着
一

个面朝龙腾大道的 圆形

管道状入 口
。 沿 着这

一

如隧道般的入 口拾级而上 ． 再

经过罐 内 的
一

段旋转楼梯后 ， 最终参观者发现 自 己置

身于一处 圆形的户外庭院 中 。 同 时 ， ２ 号罐也是 ５ 个

油罐 中唯
一一

个被大部分打开的油罐 。 户外庭院 的周

边簇拥着一 系列小型展厅 ． 庭院中 的一部楼梯 引导参

观者 来到屋顶 平台 ．

一 览城市 、 公 园与江滨 的风景 。

２ 号罐 的设计暗藏着建筑师希望能够最大 限度地使油

罐艺术 中心成为
一

个开放机构的意图 。 从入 口 到 圆形

内 院 ． 再到屋顶平 台 ． 这一流线完全对市民开放 。 由

此 ， 与其说 ２ 号罐 的圆形内 院和屋顶平台是艺术 中心

的一部分 ．

不 如说它是属于
＂

油罐公园
＂

的观景小筑 。

３ 号
、
４ 号

、
５ 号罐 则被通过

＂

超级表 面
＂

所覆

盖 的巨大 的内部空间所连接 。 正 如斯坦 ？ 艾伦所指出

的 ， 即便没有绿植或是 类生物形态的形式语言 ．

一个

巨大 的延展 性空 间同 样暗示 着 自 然的存在
［

１

］
２９°

。

＂

超

级表面
＂

之下 的空 间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空 间 。
这一从

城市标高 上来 说隶 属于 地下 室范畴 的空 间 ， 通过面

向 主广场 的玻璃幕墙和 圆形天窗满足着 自然采光 的需

求 。 作 为结构 支撑的混凝 土圆柱并 不完全均 匀布置 ，

而是不断协调 着规 则柱 网 和油 罐的 圆形 平面之间 的

几何变化 ． 甚至局部 的某两根柱子构成了如树干般的
＂

Ｖ
＂

字状 。
３ 段分 别环 绕 ３ 个油罐 的坡道形成了 这个

连续 、 流动空 间中 的停顿 。 在 ４ 号罐的周 围 ， 倾斜的

白 色钢栏板伴随 着环形坡道的上升而不断地升高 ． 如

同环绕 山峰的 台地 。 随 着坡道和护栏的抬升 ， 天花也

缓缓隆起 ． 直至一圈漫射 的天光将其和油罐表面分离

开来 。 事实上 ， 无论是坡道 或是 围绕油罐的天光设置 ，

１ ６ ． 三号罐护坡

１ ７． 门厅

１ ８
？

２０． 城市广场

１ ６ ．Ｒａｍ ｐ


ｔｏ Ｔａｎｋ ３

１ ７． Ｌｏｂ ｂｙ

１ ８
－

２０． Ｕｒｂ ａｎＰｌａｚ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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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来 自对 限制条件的巧妙利用 。 前者顺势借用着 属于

油罐
一

部分 的阶梯状基础护坡 ，

后者则来源于结构设

计的要 求 。 由于缺乏历史资料 ， 结构 师无法对既有油

罐进行结构计算 ， 所 以新结构必须独立于老结构之外 。

在 功能上 ，

３ 号罐 内部不做任何划分 ． 建筑师仅

仅在其
＂

穹顶
＂

中 央切割出
一

个圆洞 ， 来形成万神庙

般的光影 变幻 。
这一尺度巨大的原工业空间主要将 用

于展示大型装置艺术 。
４ 号罐则被划 为三层 ． 底部两

层 主要 为 适于展示架上绘 画作 品 及小型 装置作品 的
＂

白盒子
＂

空 间 ．

顶层 则作为艺术中心的办公及会客

使用 ． 并设置可观江景的屋顶平 台 。
５ 号罐 由

一层较

高 的多功 能大型展厅及
一层较低的小型展厅组成 ， 相

对更为封 闭 ． 适 宜于新媒体 艺术的展示和小型表演 。

即 便在 ２０ １

９ 年 ３ 月 油罐艺 术中心开幕 后 ， 调 整

依然在 发生着 。 油罐内 的空间往往需要根据展览和活

动需求而 灵活使 用 。 对于李虎和黄文菁来说 ． 他们开

始意识到这
一项 目 或许会始终处在

一

个
＂

未完成
＂

的

开放状态 中 。
建筑师提供着

一

种基础设施式的空 间 ．

不 同的展 览和事件则将 以各 自 的方式去
一

次次
＂

重新

装载
＂

这 些空间 。

４开放的人造地表

当 弗兰姆普敦于密歇根大学做题 为
＂

巨形作为
一

种城市景观
＂

的讲座时 ， 他所试图回应 的是
一种破 碎

的城市状态
：

城市空 间不再是
一

个结构清晰 的连续体 ．

而仅仅是物件式的建筑割据之后 的剩余空 间 。 当城市

空 间被封闭的 ． 私人化的 内部空 间所 割裂之后 ． 城市

空 间的公共性也变得岌岌可危 。 正是这一状态促使 弗

兰姆普敦提出 了
＂

巨形
＂

的概念
。 在讲座 临近结 束之

时 ， 他指出
＂

巨形如 同 １ ９ 世纪 的拱廊
一般 ， 有 着在

城市中 塑造
一

个公共领域 的潜 力 ， 而 否则城市将成为

一个完全私人化的 、 过程导 向 的 、 在 很大程 度上 无场

所 感的环境
＂

［
６
］
４６

＿

４７

。

无论 Ｏ ＰＥ Ｎ 的项 目 设计策 略所 强调 的 ，

或是 李

虎和黄 文 菁在采访 中所 陈述 的 ． 抑或 是对 Ｏ Ｐ ＥＮ 的

项 目评述 中提到的 ， 对城市公共性的反思始终贯 穿着

ＯＰＥＮ 的实践 。 周榕曾指出
＂

室外公共空间泛公园化
＂

几乎是 Ｏ Ｐ ＥＮ 参与大型公共建筑项 目 的设计标签
［

｜ ｜

］

。

与
＂

公园
＂

一词相 比 ．

＂

具有 开放性 的人造地表
＂

的

描述或许能够更 为清晰地 呈现 出这
一策略的建筑可能

性 。 尽管如上 文所简略 提到 的 ．

对 地表 的处理业 已

在 秦皇岛 歌华营地体验 中心 、
北京 四 中房 山校 区以及

ＵＣＣＡ 沙丘美术馆中发生 ． 但这些项 目往往 由于有着

特 定 的使用对 象 ． 而 未能 完全实现 ＯＰ ＥＮ 在 早期 的

＂

二 环 ２０４９

＂

和
＂

红线公园
＂

提案 中 所期待的城市意

义上 的开放性和公共性 。 这使得油罐艺术 中心这
一历

时六年 的项 目 ，

构成 了Ｏ Ｐ ＥＮ 建筑实 践中 的
一

个标

志点
［

１

２
］
５６ ＿６ １

。 城市尺度上 的重构地表获得 了
一

种在机

构 的 内部空 间和城市的公共空 间之 间的平衡与互动 。

李 虎曾 多次提及对他来说印象颇深 的两个场景 ： 在里

斯本 的国家美术馆中 ，

一群幼儿园儿童在老 师的指导

下
， 临摹现代绘画 的大师之作 ．

？ 在波 尔图音 乐厅 中 ．

特殊 的空间设计使得买不起音乐会门 票的市民能 够在

场 外观 看并 用耳 机聆 听演 奏
［

１

２
］

１

４ ５

。 在这 两座 文化 建

筑中 ． 艺术不再是高高在上 、 远离 大众 的 ， 而通过空

间的设计与组织邀请着人们前来参与其 中 。 这一 欢迎

的姿态也恰恰是油罐艺术 中心所展现的 。

＂

超级 表面
＂

和 ２ 号罐的观景平台对市民完全开放 。 油罐艺术 中心

面向下沉城市广场的主入 口玻璃 门 ． 也可 如歌华 营地

体 验中 心的舞台折叠 门
一般全部开 启 ， 使艺 术空 间和

城市空间融为
一

体 。 即便在
＂

地表
＂

之下的内部空间 ．

它依然在空间和视线上与城市公共空间有 着多重 的互

动 。 在 ３
、

４
．５ 号罐周 围 ， 随着环绕 油罐 的坡道 盘旋

上升 ． 室内 天花也随之 隆起 ． 由此产 生了
＂

地表
＂

之

上的起伏地形 。
这一

＂

上
＂

与
＂

下
＂

之间几何关系的

联动被由结构 需求而产生 的环形天窗进
一

步视觉化 ：

在地表之上漫步的公众可 以
一

瞥美 术馆中 的情景 ， 而

美术馆 中的参观者则可抬头仰望植物 、 天空 ． 甚至是
＂

地表
＂

之上嬉戏 ． 漫步 的人们 。 重 构地表
，

一 方面

使一座幵放的城市公 园得以 实现 ， 另
一方面也通过剖

面 的联 动将
＂

上
＂

和
＂

下
＂

、 公众和艺 术中心连结为

—体 。

当城市尺度上的开放性 和公共性被实现之后 ， 它

标志着新的思考 的开始 。
油罐艺术 中 心的开放与欢迎

的姿 态也为两位建筑 师带 来
一

个
＂

甜蜜的烦恼
＂

： 在

油罐艺术 中心开幕后 ， 蜂拥而来 的参观者几乎完全踩

坏 了
＂

超级表面
＂

的草坪 。 这也使得两位建筑师重新

探索新 的景观设计策 略 。 在开放 的人造地表被建构之

后 ， 下一个 问题便是 如何通过设计来维持高品质的公

共性 。

｛ 图片来源 ： 图 片由 Ｏ Ｐ Ｅ Ｎ 建筑事务所提供 ． 其中图 丨

． 图 ４
？

图

７ ． 图 １ ３ ． 图 １ ６
． 图 １ ７

． 图 １ ９
． 图 ２０  ： 摄影吴清山 ．

■ 图 １ ８ ： 摄

影 田方方 ： 图 ３
． 图 ８

￣

图 １ ２
， 图 １４

． 图 １ ５ ：Ｏ ＰＥＮ 建筑事务所 ）

注释 ：

① 对 Ｏ Ｐ Ｅ Ｎ 建筑作品的评述往往会将其与现代主义建筑的传统

相 比较 ． 譬如 青锋 的评论文章 《依然蜿蜒
一

一

歌华营地体验

中心与现代主义传统》 和 《体制内的 变 革者 ： 北京 四中房山校

区设计》 。

一方面 ．

Ｏ Ｐ ＥＮ 的 两位主持建筑师深受 柯布西耶的

影响 ． 另
一

方面 ． 在现代主义的经典形式语言之外 ． 诸如公共性 ．

机构重塑 ． 开放城市等 Ｏ Ｐ Ｅ Ｎ 所关注的议题也呼应着现代主

义建筑的社会议程。

② 地形建筑的概念来源于斯坦
？艾伦于 ２ ０

１ １ 年出版的 同名 著作 。

在其中 ． 他试图重新梳理现代与 当代建筑发展中的 另
一

条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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