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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人生活在文化之中，却同

时又生活在大自然之内……千真万确，北

京的自然就美，城内点缀着湖泊公园，城

外环绕着清澈的玉泉河，远处有紫色的西

吴晨：十余年一直为复兴北京的美好而努力
○孙乐琪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全体

会议上，吴晨代表建议推进北京城市复兴计划

山耸立于云端……”生于福建的林语堂，

曾在北京生活过。北京的美，令他惊艳。

在《京华烟云》中，他借大家闺秀姚木兰

之口，诉说着北京的美好。

而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吴晨（2000

级博，建筑），对林语堂的这段描述印象

很深，“北京真的很美好。”吴晨感叹

着，这里的过去，留下了深厚而绚烂的积

淀；这里的未来，也孕育着无限的机遇和可

能。最近十余年，这位曾获得过业界殊荣的

建筑师，一直在为复兴北京的美好努力着。

水系苏醒

“北京百废俱兴，正要开展城市规划

工作，希望你赶快回来。”70年前，一

清华大学的培养，实习同学们都具有优

秀品质，能够承担起相应工作。他相信，

新一代清华人只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积

累、不断挑战自己，未来是非常美好的。

“祝福大家都能有远大的前程，也希望更多

的清华人能参与到冬奥以及冰雪运动当中！”

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

京市延庆区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考察调

研时，刘玉民校友在现场向总书记汇报了

高山滑雪中心雪道建设情况。“听取介绍

后，总书记还向我询问了雪道建设坡度等

情况，我强烈地感受到总书记对冬奥会筹

办的高度关注。2017年，总书记曾先后两

次考察冬奥会筹办情况，2019年总书记到

北京冬奥组委考察，这次又考察了北京冬

奥会的三大赛区，深刻体现出总书记对冬

奥会筹办工作的高度重视。”刘玉民说，

“场馆建设过程中经历了许多困难，特别

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但现在可以自豪地

说，我们圆满完成了场馆建设任务。总书

记在考察过程中对场馆建设情况表示满

意，他还提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

意’、首钢滑雪大跳台、国家速滑馆等充

满中国文化元素的场馆。下一步，我们将

按照总书记在筹办工作汇报会上的指示要

求，加强对疫情的研判，完善场馆和基础

设施建设，包括赛前临时设施的建设，坚

决实现如期办赛、精彩办赛的目标。”

（转自微信公众号“清华研读间”，

2021年2月24日，作者张乐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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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从北京寄往美国。写信人是一对伉

俪——梁思成和林徽因，收信人则是一位

年轻人，名叫吴良镛。

正是这封信，给了吴良镛勇气，也为

他指出了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因为吴先生的缘故，我喜欢北京，

我也愿意为北京的建设出力。”吴晨说。

他愿意称呼父亲吴良镛为“吴先生”，他

觉得，这个称呼更加敬重，也更有同行的

亲近感。

小时候，吴晨住在清华园。每隔两三

周，他就会与同学骑自行车进城。路程虽

远，但吴晨乐在其中。清晨的鸽哨，夏天

的蝉鸣，老城旧事，让他觉得特别美好。

踏遍老城，翻阅古籍，吴晨对北京了解得

更深，“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北京还曾

是一个河湖纵横、清泉四溢、湿地遍布、

禽鸟翔集的水乡呢。”吴晨说着，吟出一

首古诗：“春湖落日水拖蓝，天影楼台上

下涵。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

南。”

这是明代“吴中才子”文徵明所作，

在他眼中，北京的美不亚于江南。“那时，

永定河、拒马河、潮白河、泃河四条自然水

系，穿山越野蜿蜒而来，沟通了北京200多

条小河大渠和湖泊坑塘后，滋润了北京的万

物生灵。”吴晨说着，一脸神往。

时光飞逝，再难觅“水穿街巷”。这

曾让吴晨好一阵遗憾，“没有水的城市毕

竟是不够灵动的。”不过，吴晨又觉得庆

幸，因为，他发现了弥补遗憾的机会。

2016年，前门东区域部分片区完成更

新，也正是在这一年，吴晨和团队为前门

找回了“尘封”多年的东三里河。

东三里河，明代时是北京城的泄水

道。清代时，金鱼池以北三里河的水已经

干涸。后来，明沟改暗道，三里河遗存的

部分河道已完全消失。为了能再现水穿街

巷，有关部门以及吴晨团队做了大量的工

作。2016年，东城区启动前门三里河片区

总体规划及绿化景观改造实施工程，先后

拆除164处违建，疏解河道范围内480户

居民，系统修复了前门地区的三里河水

面……2017年，东三里河终于再现于世。

每一处恢复与还原，都有吴晨团队倾

注的深意。青砖灰瓦的街巷间，水流潺

潺，河边的芦苇是依据“芦草园”而来；

挖掘的文物，置于河道周边，诉说着古老

的故事；那历尽风霜的老树，见证着河

道的沧桑；河畔旧时的会馆，经过腾退修

缮，已变成博物馆、陈列馆、剧场，记录

着如今丰富的文化生活，还有那泉涌，莲

花，鱼影……再现“水穿街巷”的灵动。

距此不远的北京坊，也倾注了吴晨

和团队的心血。闹市之中，“正阳观

水”“古坊寻幽”，遥相呼应，双双成为北

京“新十六景”中别具一格的美好景致。

在吴晨看来，老城风貌的保护与复

兴，水系苏醒尤为重要。“很多北京人

久闻其名、不见真容的西板桥水系也正在

‘苏醒’……”吴晨说，他和团队愿意为

唤醒更多的城市水系努力。

再现于世的东三里河水系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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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共生

如果用三张图来描绘儿时北京城的美

好，吴晨选择的画面是：清华园西方古典

风格的核心教学区、颐和园湖光山色的园

林以及老城区中肌理清晰的胡同。

“因为吴先生的缘故，我喜欢南锣鼓

巷。”吴晨说。

菊儿胡同，位于南锣鼓巷的东边，30

多年前，那里是一个积水、漏雨、危房的

典型地区。建筑密集，许多家庭无日照，

近80人居住的院落只有一个水龙头、一个

下水道，厕所在院外。1987年，吴良镛受

邀“操刀”改造这里，在北京城市规划的

鸿篇之中留下了一首隽永的小诗，这条胡

同，为北京老城复兴提出了有机更新的开

创性理念。

吴先生的刻苦，吴晨印象深刻。“夏

天，别人都在乘凉，吴先生坐在一把藤椅

上，穿着汗衫，伏案写文章、画图，抓紧

每一分钟的时间。”吴晨说。

血脉相连，这份刻苦也传递到了吴晨

的身上。伦敦的冬天，漫长阴冷。1995年

的冬天，一个中国青年骑着自行车，早晚

穿行在伦敦街头。那是年轻的吴晨。时至

今日，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刚到英国时的情

景，“东南西北都还没分清，就一头扎进

了完全陌生的知识体系和学习环境，整个

人都是懵的。”

别说中国人，当时到国外学建筑的亚

洲人都很少，吴晨班上就他一个亚洲人。

那时，为了功课，他每天凌晨5点才睡，

早晨9点又起床赶着上课……刻苦，帮他

闯过了一关又一关，结课考试，吴晨全科

通过。异国苦读，令他知道，只要努力，

就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伦敦的街巷，不仅见证着吴晨的刻

苦，还为他带来了灵感。“建筑是城市历

史的沉淀，从中你能体会到时间的变迁，

和人们对它的热爱。而城市复兴就是让一

些已经在局部出现‘衰落’特征的地区重

新焕发活力，这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格外有意义。”吴晨说，这份感悟，让他

在国内率先开始“城市复兴理论”的研究

和实践。“城市复兴与文艺复兴类似，都

是人文精神至上的。”吴晨说。

与元大都同时建设的南锣鼓巷拥有

700多年历史，是北京老城历史最悠久的

地区之一。蜿蜒的玉河古道、鱼骨状的胡

同街巷格局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是大都

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空间格局。但是，过重

的商业气息，破坏了南锣鼓巷的韵味。

既是文化遗迹，又是商业“新宠”，

怎样平衡商业繁荣与传统风貌之间的关

系？吴晨和团队“扎根”南锣鼓巷8年，

寻找着答案。

“过多的人流破坏着地面，乱停的汽

车挤占着空间。”“众多历史遗存，没有

完善保护，渐渐损毁。”“开墙破洞、

一房多店，800米长的街道上竟挤着超过

250家店铺，私搭乱建，破坏着优美的院

落。”……在吴晨看来，必须要给“杂乱

无序”的南锣鼓巷立立“规矩”，才能助

其重生。他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的设计

团队编制了《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风貌

保护管控导则》，这是北京首个风貌保护

管控导则。导则针对建筑风貌、公共空

间、绿化景观及附属设施等多个层面制定

管控内容，细致到对南锣鼓巷房屋的使用

性质、类型、高度、格局、做法、材质、

色彩、院落绿化、墙面、屋顶、门窗、招

牌、经营范围等都进行了详细规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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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20日，管控导则发布执行，南锣鼓

巷渐渐变了，街道整齐了，传统与现代，

秩序与个性和谐共处。

吴晨和团队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建筑共生”“居民共生”和“文化共

生”的“共生”理念，探索历史文化街区

共建、共生、共享的“共生院”新模式，

老胡同里的现代生活随之生动起来。“人

们渴望的是一个能够充分享受乐趣的胡同

生活。”吴晨说。

钢铁记忆

2 0 0 5年 6月 3 0日，首钢的功勋高

炉——五号高炉停产拆迁，首钢搬迁正式

启动。“人们不会因为首钢搬迁失去对这

座钢城的记忆，首钢的搬迁带来的不应是

街区的衰败，而是新的发展机遇。”吴晨

说。自2009年开始，他和团队用十余年的

心血，陪伴首钢这座百年老厂涅槃重生，

成为工业遗存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的高端

产业综合服务区。

百年风雨，首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

套设备都有故事。在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

录（第一批）中，首钢老厂区高炉、转

炉、冷却塔、煤气罐、焦炉、料仓；运输

廊道、管线，铁路专用线，机车、专用运

输车；龙烟别墅等多处遗存设施入选。这

些工业遗产是首钢园区独特的文化资源和

宝贵财富，在吴晨心中，赋予老建筑新的

功能，让老厂区焕发新的生机是他最重要

的任务。

首钢园北区是百年首钢的发祥地，在

这片区域上，吴晨和团队绘制出了一幅

“人本、和谐、宜居”的“图画”——石

景山景观公园的自然山水、古建筑群与园

区工业遗存共同形成了多元复合、有机

共存的完整体系；西十冬奥广场在尊重现

状肌理的基础上，组织办公功能与交通流

线，利用天车、皮带通廊等遗存构筑物提

供室外休憩空间；首钢特色小火车游线穿

梭在首钢工业遗址公园，连接着脱硫车

间、焦化厂、高炉改造等重要节点；山水

环抱的两湖区域，尊重原有建筑和绿地

肌理，保留并改造长达200余米的精煤车

间，为国家短道速滑、花滑、冰壶、冰球

项目提供专业训练场地；以冷却塔为背景

改造的“首钢大跳台”赛道，将作为北京

冬奥会遗产永久保留；运用工业管廊改造

而成的首钢高线公园，蜿蜒其间，将诸多

景致有序串联，形成新首钢园区独具魅力

的景致；依托三高炉、厂房等工业资源改

建成为文化设施、酒店、网羽场馆，完善

冬奥核心区的综合配套服务功能，共同形成

展现工业、奥运之美的运动休闲体验区。

吴晨说，新首钢园区十年的转型发

展，是首钢全体员工的心血铸就，也有众

多的建筑师、规划师和专家的参与，他是

众多亲历者中的一员。目前，吴晨正在设

计首钢工业遗址公园以东片区，未来将会

打造成集高端数字智能、工业文化创意、

科技创新、服务冬奥配套等为一体的高端

产业服务区。他期待着，新首钢，能成为

有全球示范意义的新时代首都城市复兴新

地标。

吴晨和团队的脚步并未停下，每天，

他都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总觉得时间

不够用，城市中有太多的美好，等待发

现，等待复兴。吴晨愿意为之努力，为之

忙碌，因为在他看来，复兴城市的美好，

这不仅是他的幸福，更是城市中所有人的

幸福。

（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2020年7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