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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室内都市主义的改革

吴梓源

PEOPLE ARCHITECTS 建筑设计事务所  美国马赛诸塞州波士顿市  02453

【摘 要】纽约市的建筑内部空间通常严格划分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这种空间隔离限制了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
增加了社会疏离感。即使是尝试引入共享空间的福特基金会大楼，其开放程度仍然有限，未能彻底打破私人空间与
公共空间的界限。相比之下，香港的室内都市主义设计理念通过混合功能、自由流线和开放空间布局，增强了建筑
内部的人际互动。本文探讨如何借鉴这些理念，并以纽约证券交易所服务器楼的改造方案为例，提出全新的空间设
计策略，使建筑不仅满足技术需求，同时促进公共交流，重新定义纽约市的室内都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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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空间通常以墙壁和楼板分隔不同活动区域，

形成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然而，这种完全隔离限制了

城市居民的交流，影响生活质量。建筑内部的居民缺乏

互动，私人空间的住户与公共区域的使用者之间毫无联

系。这种空间隔离在大城市尤为普遍，尤其是纽约等高

密度、高分区的城市。借鉴香港风格的室内都市主义，

有助于打破这种隔离。该设计强调多功能混合、自由流

线和开放布局，通过模糊私人与公共空间的界限，增强

人际互动，提升空间利用率和社会价值。这些理念被应

用于纽约证券交易所顶部新服务器楼的设计，以尝试解

决私人与公共空间的割裂问题。通过多样化功能规划、

灵活流线和开放结构，该建筑不仅提升空间体验，也为

重新定义纽约市的空间关系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尝试可

为其他大城市提供借鉴，推动更紧密的人际联系和丰富

的城市生活。

1  纽约市建筑空间的现状与问题

纽约市建筑物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完全分隔，

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主要源于缺乏

彼此之间的接触，而这种情况又是由钢筋混凝土墙壁的

阻隔以及对不同楼层空间访问的限制造成的。在纽约的

大多数建筑中，公共功能通常被设置在较低的楼层，以

便向城市开放，而私人功能则位于建筑的较高楼层，用

于私密的工作和交流活动。这种空间安排的一个标志性

例子是位于曼哈顿中城东 43 街 320 号的福特基金会大

楼。福特基金会大楼（Ford FoundationBuilding）内

设有一个大型的室内公共植物园，这片植物园被高达

174 英尺的玻璃幕墙环绕，内部种植着各种植被，作为

建筑内部工作人员和外部公众的共享空间［1］。然而，

这个公共植物园仅占据了建筑底部的两层楼，而建筑的

其余楼层则被限制为私人用途，用于商业活动。这意味

着城市中的公众只能进入底层的植物园，与位于更高楼

层的私人区域的工作人员的接触点仅限于建筑内的这片

植物园。这种限制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即城市公众

与建筑中高层区域的人们之间实际上并没有更多的接触

点。换句话说，公共区域与私人区域之间缺乏交汇点，

这种设计导致了更高的分离感，并增加了人类生活在空

间和社交上的割裂可能性。虽然福特基金会大楼通过植

物园尝试创造了一种公共与私人的交互形式，但其有限

的开放程度并不足以真正打破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

的隔阂。这种设计模式反映了纽约许多建筑中的普遍现

象，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分离状态。

2  香港室内都市主义的启示

为了增加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联系，需要在建筑

中建立更多公共区域和私人区域之间的交汇点。一个值

得研究的优秀案例是香港的空间布局模式。与纽约市的

内部城市主义相比，香港风格的内部城市主义更加开放。

正如 Jonathan D.Solomon 所描述的：“决定空间如何

被占用的层级不是基于实体与空隙的对立．．．．．．

而是通过对氛围的操控”［2］。香港的空间布局主要受

到社会秩序和人们日常生活氛围的影响，这意味着建筑

中的功能安排并不单一，流线设计没有过多限制，私人

空间也并非完全封闭。在香港，住宅公寓作为私人区域

并不是整栋建筑中唯一的功能。相反，一栋建筑内可能

包含餐厅、理发店、酒店、咖啡厅以及其他功能性空间。

这种多样化的功能分布源于社区成员的需求 -这些需求

由建筑中的居住者共同决定。由于每个空间的开放式布

局，这些功能之间的流线也非常自由。例如，人们可以

穿过商店或理发店，从一条走廊走到另一条走廊，从而

到达建筑另一侧的咖啡厅。此外，有些功能可能会跨越

两层楼，比如餐厅，这有助于增加各楼层之间的人流交

互。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在某个空间停留，与空



-78-

	 建筑施工管理	
2024 年6卷4期

间的主人进行交流。通过这种开放的空间设计和自由

流线，不同文化背景和职业领域的人们能够在同一栋

建筑内进行更多的沟通和互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香

港的重庆大厦（Chungkng Mansion）［3］。这座建筑

中包含大量的住宅公寓、90 家酒店和 140 家商店。这

些商店种类繁多，包括服装店、手机店、影碟店、餐厅、

咖啡馆以及货币兑换店等。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东

南亚的居民和商人聚集在这里生活和经商。人们可以

自由穿梭于不同的商店，在某些区域停留并与其他人

交流。这种建筑模式不仅打破了私人空间的孤立性，

还为人们提供了进行文化交流和社交活动的平台。在

香港风格的内部城市主义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建

筑设计最大化地鼓励和放大。人们不再局限于自己的

私人空间，也不再仅限于与建筑中少数熟悉的人交谈。

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多样化的功能安排和自由的空间

流线，人们能够实现跨区域的文化交流和丰富的社交

活动。这种模式为现代都市建筑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

间融合提供了有力的启示。

3  纽约证券交易所服务器楼的改革设计

通过打破纽约市建筑内部阻碍人们交流的壁垒，

香港室内都市主义的空间布局特征可以被应用于城市

中的任何未来建筑项目，例如位于曼哈顿纽约证券交

易所大楼顶部的新服务器楼。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在

这座服务器楼中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功能类

型的混合、自由流线的设计以及开放式空间布局。

传统单一功能的建筑设计应该被多功能类型的混

合模式所取代。服务器建筑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封闭的

私人空间，仅用于存储服务器设备且不包含任何人的

活动。然而，尽管这类建筑的主要功能是为服务器提

供存储空间，但并不需要局限于这种传统的功能定义。

建筑可以转变为一个多功能区域，融合公共和私人

用途，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例如，在服务器楼的较

低楼层，可以设置面向公众的教育展览空间，为访客

提供关于数字经济的新信息。同时，这些楼层的展览

空间还可以与服务器维护人员的私人工作站区域相结

合。访客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可以与维护人员直接

交流，了解服务器技术的细节。通过这种方式，低楼

层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入口大厅，而是一个促进私人

区域工作人员和公共区域访客之间互动的空间。此外，

传统意义上被视为私人存储用途的高楼层服务器存储

区域也可以融入公共功能。例如，在这些楼层中可以

设置图书馆和纪念品商店等公共空间。访客可以在图

书馆中阅读有关数字经济的书籍，与他人展开关于技

术和经济的讨论。同时，他们还可以在商店购买纪念

品，通过购物的方式了解纽约证券交易所建筑的历史，

并与其他人讨论相关话题。尽管这些空间主要用于存

放服务器，作为私人区域存在，但它们也在公共楼层

的交流和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公共区域注入了

活力。通过这种设计方法，在建筑内部建立起了一个

隐形的交织关系，将私人功能与公共功能巧妙地融合

在一起。服务器楼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技术设施，而是

一个开放的、多功能的交流平台，不仅服务于其技术

需求，也为数字经济的知识传播和社区交流提供了空

间。这种创新的功能混合模式为建筑在高密度城市环

境中的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重新定义了公共与

私人空间的关系。

    

纽约交易所服务器空间设计 - 整体切面图（左）

＆细节切面图（右）／设计：吴梓源（Sam Wu）＆

Loewie Long

除了全新的功能布局形式之外，传统的封闭式

空间格式也被完全开放式的设计所取代。传统的空间

分隔方式通过在建筑中加入实体墙和实体楼板实现，

这种设计理念主要关注个体的隐私条件，而忽视了个

体与外部公共世界之间的联系。然而，找到一个既不

侵犯个体隐私又不限制公共区域连接的平衡点至关重

要。一种新的设计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空间困境。

“空心”墙体是这一新技术的关键设计元素。与传统

的实体墙不同，这些墙体由类似链条的空心圆形元素

组合而成。通过这些空隙，人们可以与对方进行交流，

同时墙体仍然能够界定私人区域的边界。通过这种设

计，私人空间能够自然地融入公共空间，创造更多私

人与公共区域之间的交汇点。此外，“碎片化”的楼

板设计也同样有助于增强两种空间之间的连接。传统

的一整块大楼板被分解为悬挂在墙体之间的碎片化楼

板。每块楼板的高度可以被调整到不同的水平，从而

形成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处于不同楼板上的人们可

以通过视觉和语言进行交流，同时仍然保留在各自的

私人区域内。楼板之间的高度差形成了新的公共交流

空间，人们可以在这些垂直差异的空间中互动。通过

这些设计创新，“空心”墙体和“碎片化”楼板在提

供隐私保护的同时，最大化地促进了公共区域和私人

区域之间的互动。这种开放式空间设计不仅为人们提

供了更多交流的机会，还通过动态的空间关系重新定

义了公共与私人空间的边界。通过这些新形式的建筑

元素，传统的设计限制被突破，人们能够在建筑内部

更自由地互动，同时享有隐私和公共连接的双重好处。

流线设计是促进私人区域和公共区域之间交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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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元素。在许多传统设计中，尽管私人流线可以较顺

畅地转化为公共流线，但公共流线往往被私人区域的封

闭所阻断和限制。这种现象因为缺乏机会让两种区域的

人进行互动和交流，对两者之间的沟通产生了负面影响。

与传统模式相反，服务器楼的流线设计采用了自由形式

和开放路径，覆盖建筑的大部分区域。访客在较低楼层

可以通过自动扶梯和大尺度楼梯流畅移动，而随着楼层

的升高，流线的规模逐渐缩小，更多地以小型楼梯和坡

道为主。虽然高楼层的流线规模减小，但由于功能分布

的增多，流线的数量也相应增加。这种设计意味着私人

流线与公共流线的交汇点增多，从而创造了更多互动的

可能性。例如，访客可以通过服务器区域，从图书馆前

往商店。这一过程中，公共流线与私人流线产生交集。

在这些交汇区域，访客可能遇到维护人员，并在行走时

开启对话。这种交汇设计不仅打破了传统建筑中流线分

隔的界限，还使得建筑内部的各区域之间形成了更多的

联系和交流。通过自由流线的设计，建筑内部不同功能

区域之间的互动性被大大增强。流线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使得更多的人在建筑内移动，从而在各个区域中发生更

多的沟通与交流。随着访客和维护人员的流动，建筑逐

渐成为一个促进交流和合作的动态平台，打破了私人与

公共空间之间的固有分离，为建筑空间的使用注入了新

的活力。

4  结束语

纽约市的室内都市主义改革需要突破传统建筑空

间的封闭性，采用更具开放性和互动性的空间设计策略。

借鉴香港的室内都市主义理念，通过功能混合、流线优

化和开放式空间布局，建筑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隔离

感，提升空间的社会价值。纽约证券交易所服务器楼的

改造方案展示了一种新的建筑模式，即在满足技术需求

的同时，增强空间的公共性，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多

功能的交流平台。未来，建筑师应更深入地思考空间布

局与社交互动之间的关系，探索更加灵活的设计策略，

以适应现代城市的发展需求。这一设计理念不仅改善了

建筑使用者的互动方式，也为未来的城市规划提供了重

要的借鉴。通过重新定义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

高密度城市的建筑环境可以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为城

市居民创造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社交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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