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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useum-Path for Industri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A Case Study of Ruhr 
张文卓   韩  锋   ZHANG Wenzhuo, HAN Feng

以德国鲁尔区“工业文化之路”中的4个“锚点”作为案例，采用分类法对博物馆模式进行具体探讨，总结出博物馆模式的

4种主要次级模式：“活态”博物馆、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合再利用、工业博物馆和现代博物馆，并分析了各个类型的适用范

围与保护强度，指出具体实践中的模式选取不仅与遗产价值情况、遗产地规模、遗产地区位等工业遗产自身条件有关，也需

要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外部因素。最后结合我国国情，为我国相关工作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This paper takes four anchor-points of the Ruhr ‘Industrial Heritage Trail’ as examples to promote a further classification and in-

depth discussion of the museum path. It is claimed that the museum pat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four sub-paths, namely ‘living’ 

museum, comprehensive re-use based on museum, industrial museum and modern museum. Each of these sub-paths has its own range 

of application and intensity of conservation. In practice, the decision-making of which path to follow is a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x 

process: it is related to not only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site’s own values, scale and location, but also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ircumstances. Last but not least, the paper offers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for 

its related operations.

工业遗产保护的博物馆模式*

——以德国鲁尔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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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世纪末，工业革命发源地英国出现了

“工业考古学”①。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

1955年英国学者里克斯（Michael Rix）对“工

业考古学”的概念加以推广之后，工业遗产保

护和利用的理论和系统性实践探索才得以真正

起步和发展[1-3]。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种类的工

业产业导致了多样化的工业遗产形态，在不同

的保护理念下也逐渐形成了几种日趋成熟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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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遗产②保护模式。目前在工业遗产保护领域，

除极少数工业遗产采取原样呈现[4]的方式，延续

工业遗产的原有功能进行保护、利用和使用外，

绝大多数工业遗产都在保护过程中进行了较大

程度的适应性再利用。以被列入欧洲工业遗产

之路“锚点”的26处德国工业遗产地③为例，逾

90%的遗产地完全采取了通过适应性再利用

的保护措施，仅位于莱纳河畔的阿尔费尔德的

“法古斯工厂”、位于泽尔布的“陶瓷博物馆”

①较早的说法是，“工业考古学”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Donald Dudley提出的（Hudson，1963）。这

里采纳了Palmer，Neaverson（1998）考证后提出的观点。

②在此需要区分“工业遗存”和“工业遗产”的差别。历史遗留的旧工业厂房、园区及其相关的环境、设备、

档案等都属于“工业遗存”，但并非所有“工业遗存”都具有足够的重要性，即所谓遗产价值，而可以被列

为“工业遗产”——正如历史遗留的旧建筑、旧构筑物不一定都会成为“文化遗产”一样。只有具有突出

遗产价值的真正的“工业遗产”才有被保护的必要，对于其他的工业遗存，进行拆除或单纯再利用都无可

厚非。本文中所称“工业遗产”，即是指代具有一定遗产价值的工业遗存，但并不仅限于已被列入各级遗产

名录、受相关法律和公约保护者。

③欧洲工业遗产之路（European Rout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ERIH）是贯穿全欧洲的最重要的工业遗产网

络。参见：http://www.erih.net/anchor-points.html [2016-09-16]。

德国“欧洲工业遗产锚点”同时也包括了德国现有的全部4个列入UNESCO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工业遗产

地，即法古斯工厂、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拉默尔斯贝格矿和弗尔克林根钢铁厂。“26处遗产地”的统计不含

锚点中非工业遗产地的工业博物馆。

注释*基金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项目计划软科学

项目《中国风景名胜区文化景观分类体系及其价

值研究》（编号2012-R2-1）；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

院（集团）有限公司重点项目研发基金，高密度人居

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自主与开放课题

（编号2015KY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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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处遗产地仍保留了原始生产功能。

当前通过适应性再利用的工业遗产保护模

式主要有4种：博物馆模式、景观公园模式、综合

开发模式以及创意产业集聚区模式[5-7]。每一种

模式都有其针对性强、保护效果显著的适用对

象，只有在其适用范围内应用特定的保护模式，

保护工作才能真正做到科学有效。4种模式中，

通过博物馆模式进行的适应性再利用以其在遗

产保护方面的显著优势[8]、在现状实践中的大

量应用和在具体操作中的多样形式，值得特别

关注。

最被普遍接受和传播的博物馆定义来自国

际博物馆协会（ICOM）：“博物馆是非营利的

永久性公共机构，它为社会及其发展而服务，对

公众开放，并为了学习、教育与欣赏的目的，收

藏、保存、研究、展示和传达人类及其环境的物

质与非物质证据”[9]。随着社会的发展，“博物馆”

概念本身在当代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支

持赞助的主体、影响力传播的途径、对研究的贡

献方式、权威性甚至收藏特征等诸多方面，其现

实变化都已经在颠覆人们对于博物馆的传统认

知和定义[10]。博物馆定义的广义化和内涵的丰

富化，也为工业遗产经此模式进行的适应性再

利用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前，博物馆模式的工业遗产保护与适

应性再利用已经在国内外实践中取得了大量

成果。著名的成功案例包括英国伦敦泰特现代

美术馆和德国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等，它

们作为城市的新地标，每年都接待大量来访者

参观访问。与此同时，国内相关实践也逐渐起

步——在上海，此类再利用案例包括当前的上

海商标火花收藏馆、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

（红坊）、苏河现代艺术馆等。然而一个无法回避

的现实是，当前我国虽有较大量的相关实践，绝

大多数项目却表现得默默无闻，相对为人所熟

知的项目如红坊也面临困境④。究其原因，对博

物馆模式缺乏深入探讨、对其针对性和适用性

缺乏明确定位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如再利用

模式与遗产地实际情况不匹配，规划、政策、管

理等现状与其再利用方案不能调和等）是困境

出现的关键。

对博物馆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对其特性、适

用性和有效性加以明确，将帮助我国在工业遗

产保护工作中少走弯路，在这一模式的应用中

实现针对性和前瞻性。

1　鲁尔区工业遗产保护的博物馆模式

鲁尔区位于德国西部、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境内，是德国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区

之一。鲁尔区包括下莱茵低地的东部、威斯特法

伦低地的南部、苏伊得山地北部的一小部分，以

及鲁尔河下游及其支流河谷[11]。莱茵河是其南

北轴线，鲁尔河（Ruhr）、埃姆舍河（Emscher）、

利玻河（Lippe）自东向西汇入莱茵河，形成鲁

尔区的骨架。目前对鲁尔区的界定一般采用鲁

尔地区联合会（Regionalverband Ruhr）辖区

范围（图1）。

煤钢产业是鲁尔区工业的支柱，煤钢工业

遗产也是鲁尔区工业遗产的主体，占其工业遗

产总数的绝大部分，并作为保护和适应性再利

用的重点。在这一背景下，鲁尔区在过去的超过

25年时间里都是大型工业生产场所再利用的先

驱[12]。除此之外，鲁尔区也有一些诸如酿酒厂之

类的相对规模较小的加工制造业工业遗产。当

前我国学者针对鲁尔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研

究业已取得较多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在工业遗

产旅游[5, 13-15]、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对策[16-17]、

工业遗产地景观再生与生态修复[18-19]等方向，

其中一些研究将鲁尔区与我国一些城市和地区

进行了比较并进而加以学习和借鉴[20-21]。这些

研究中，很多都对鲁尔区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

利用模式进行了探讨，但这些探讨均停留在相

对宏观的模式总结上，而未对其中的某个具体

模式进行系统性介绍。由此认为，我国学者当前

已对鲁尔区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模式有了整体性

的认知，但缺乏进一步的深入理解。

鲁尔区将其工业遗产的25个优秀代表作

为“锚点（Ankerpunkte）”串联形成工业遗产

网络“工业文化之路⑤”[22]，此外更多工业遗产

则被自治市、非盈利机构等以不同方式进行保

护和管理（表1）。

鲁尔区通过适应性再利用的工业遗产保护

以博物馆模式为主——以“工业文化之路”锚

点为例，博物馆模式占到72%。这种高比例现象

的出现有其合理性甚至是必然性：博物馆的核

心特性在于意义沟通[23]，而遗产保护的核心则

在于价值解说，从这一层面上看，博物馆模式在

图1　鲁尔区（鲁尔地区联合会辖区）
资料来源：p1.chaosraben.de。

④据同济大学教授伍江介绍，由于红坊地产产权所有者上钢十厂所属的宝钢面临经济方面的困难，红坊地块预计将于2017年被收回进行地产开发。厂房本身作为保

护建筑被进行了紧急登录，但区块内除厂房外的其他空间都将可供开发，因而红坊很难以一种真实完整的状态被保存下来（2016.11.19）。

⑤“工业文化之路（Route der Industriekultur）”的官方英译是“Industrial Heritage Trail”，因此中文也可译作“工业遗产之路”。工业文化之路是鲁尔工业遗产网络

的核心部分。鲁尔地区联合会开发了两条工业路线，一条是“工业文化之路”，另一条是“工业自然之路（Route der Industrienatur）”，两者有部分锚点重复。此外还有

“工业建筑之路”和“地标之路”。这4条工业路线共同构成了鲁尔工业遗产网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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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保护领域具有先天优势，合理的博物

馆设置将有效帮助达成遗产保护目标。在“工

业文化之路”18例采用博物馆模式进行工业遗

产保护的案例中，1例作为“活态”博物馆⑨仍

在生产、2例进行了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合再

利用、11例再利用为工业博物馆、4例再利用

为现代博物馆（艺术博物馆或主题博物馆）。这

4类博物馆在保护和再利用方面各有侧重，它们

所代表的4种次级模式在合适的情境下，对其适

用对象均可以取得良好的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效果。

1.1  “活态”博物馆

“活态”博物馆是指兼具生产功能的博物

馆。这类博物馆一方面具有博物馆的展览、教育

功能，另一方面也如同其他工业厂区一样生产

产品并进行销售。当前在欧洲，具有生产功能的

“活态”博物馆是较为普遍的，但这些博物馆绝

大多数是现代的老字号企业结合自身生产自主

设立的企业博物馆，比较著名的包括荷兰阿姆

斯特丹的考斯特钻石博物馆、德国科隆的巧克

力博物馆等。工业遗产地作为“活态”博物馆

的情况尚不多见，德国的法古斯工厂⑩是一个相

对著名的案例。在鲁尔“工业文化之路”中，唯

一的此类案例是位于哈根的LWL露天博物馆。

1.1.1     案例：哈根LWL露天博物馆（LWL-

            Freilichtmuseum Hagen）

哈根LWL露天博物馆由地区当局“威斯特

法伦—利玻地区协会（LWL）”运营，主要展示

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手工业和贸易。麦金格

山谷里的这个占地42 hm2的村庄完整地展示了

一个自给自足的村落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参观

者可以现场参观钉子、绳子、纸张、香烟、啤酒、

蜂蜜、咖啡等的生产制作，也可向生产者提问，

甚至亲自动手操作。此外，博物馆还举办多样的

活动、临时展览和教育项目等，很多德国人会带

孩子前来进行科普教育（图2）。

1.1.2　适用范围与保护强度

“活态”博物馆最大程度地保留和展示了

工业生产的技术流程，在保护工业遗产的核心

价值——科技价值[24-26]方面表现出较强的有效

性。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博物馆模式再利用，这一

类型保护强度最高、保护效果最好，适合于具有

较高遗产价值，特别是遗产科技价值的工业遗

产地。此外，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老字号工业企

业，也适合于依托自有的具有遗产价值的工厂

厂区设立附属的博物馆。在适用范围方面，“活

态”博物馆模式适用于手工业、制造业等工艺

流程相对简单、危险系数较小、较为清洁的轻工

业类型的工业遗产，在此类工业生产中，可以在

易于演示技术的同时控制风险，避免对参观者

的安全构成威胁或对环境产生进一步污染。

1.2　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合再利用

所属自治市 序号 “锚点”工业遗产名称 再利用类型

杜伊斯堡
1 杜伊斯堡内港 综合开发模式
2 德国内陆航运博物馆 博物馆模式3⑥

3 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 景观公园模式

埃森
4 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

博物馆模式2：鲁尔
博物馆，红点设计博

物馆

5 小山别墅 博物馆模式3
（原样展示）

波鸿
6 波鸿世纪大厅 综合开发模式
7 德国矿业博物馆 博物馆模式3
8 波鸿铁路博物馆 博物馆模式3

多特蒙德

9 LWL⑦工业博物馆：措伦煤矿 博物馆模式3

10 汉莎炼焦厂 博物馆模式3
（原样展示）

11 DASA职业世界展览 博物馆模式4
雷克林豪森 12 雷克林豪森变电站（电力博物馆） 博物馆模式3

黑尔滕 13 埃瓦尔德煤矿 综合开发模式
马尔 14 马尔化工工业园区 综合开发模式

瓦尔特罗普 15 LWL工业博物馆：亨利希堡船舶升降装置 博物馆模式3
哈姆 16 马克西米利安公园 景观公园模式
乌纳 17 林登酿酒厂 博物馆模式4

哈根
18 霍亨霍夫别墅 博物馆模式4
19 哈根LWL露天博物馆 博物馆模式1

维滕 20 LWL工业博物馆：夜莺煤矿和穆特恩山谷 博物馆模式2
哈廷根 21 LWL工业博物馆：哈廷根亨利希钢铁厂 博物馆模式3

米尔海姆 22 “宝瓶”水博物馆 博物馆模式3

奥伯豪森
23 LVR⑧工业博物馆：阿尔滕贝格锌厂 博物馆模式3
24 奥伯豪森储气罐 博物馆模式4

盖尔森基兴 25 北极星公园 景观公园模式

表1  鲁尔区“工业文化之路”锚点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图2　钉子制作演示
资料来源：LWL拍摄。

⑥博物馆模式下的细分小类：一是“活态”博物馆；二是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合再利用；三是工业博物馆；四是现代博物馆（作者分类）。

⑦LWL：Landschaftsverband Westfalen-Lippe，威斯特法伦—利玻地区协会。

⑧LVR：Landschaftsverband Rheinland，莱茵兰地区协会。

⑨这里与通行的“活态博物馆”（ “生态博物馆”）概念进行区分。本文概念的“活态”强调工业遗产转型的博物馆仍然具有生产产品的能力，而非博物馆本身是一

个真实的、可供日常生活的社区/厂区的概念。

⑩法古斯工厂（Fagus-Werk）：位于德国莱纳河畔的阿尔费尔德，2011年登录UNESCO世界遗产名录。参见：http://www.fagus-werk.com/de [2016-11-1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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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合再利用是大型工

业园区常用保护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在工业遗

产地设立的博物馆被作为遗产地解说的主要

模块，有时也提供其他类型的展览作为补充或

附加亮点。在此基础上，剩余的空间进行综合使

用，内容包括运动、休闲、餐饮、演艺、会务等。这

一模式的最成功案例非埃森关税同盟煤矿工业

区莫属。

1.2.1　案例：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UNESCO-

             Welterbe Zollverein）

位于埃森的关税同盟煤矿工业区因其“完

整保留着历史上煤矿的基础设施”11并作为

“工业背景下阐释现代建筑运动设计思想的

杰出建筑案例”[12]于2001年登录UNESCO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鲁尔区的唯一一

项世界遗产[27]。由OMA及其合伙人库哈斯

（Rem Koolhaas）和艾尔克梅德（Floris 

Alkemade）完成的关税同盟总体规划将这

一工业区规划为“商业”、“服务”、“信息与教

育”、“艺术与设计”、“活动”5大功能 12，并进

行了相应的空间规划（图3）。

在这个项目中，代表“信息与教育”功

能的鲁尔博物馆（Ruhr Museum）和代表

“艺术与设计”功能的红点设计博物馆（Red 

Dot Design Museum）两大博物馆是其主

体。其中鲁尔博物馆拥有“鲁尔区自然、文化

和历史（Natur, Kultur und Geschichte des 

Ruhrgebiets）”常设展览，通过实物机械结

合幻灯投影和音响效果的方式生动地展示煤

炭开采与生产技术，此外也采用相关图片、档

案和文字解说，帮助参观者对鲁尔区进行全

面了解和沉浸式体验（图4）。红点设计博物

馆则展出了来自约45个国家的约2 000件工

业设计展品，以此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当代

设计展览[12]。

在两大博物馆的基础上，关税同盟对工

业区内的剩余区域进行了综合再利用：结合

铁轨和工业森林设计了供人休闲游憩的“关

税同盟公园”，并利用其余的厂房空间以及户

外场地举办多种类型的演艺活动、公益活动、

展销会，以及美食节等节庆活动，成为埃森市

重要的节庆集会场所。

1.2.2　适用范围与保护强度

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合再利用一方面通

过博物馆较为有效地保护了工业遗产地的遗

产价值，另一方面也兼顾了再利用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这一模式适用于具有较高遗

产价值的大规模工业区——它首先解决了工

业遗产的科技和历史价值的保护问题，达到

了较好的遗产解说和价值阐释效果，与此同

时也通过综合再利用充分消化了遗产地大量

的土地和资源，通过公园、商业、节庆等多个

模块实现对环境、经济、社会公益等多维度发

展的推动，产生综合效益。

从保护强度上来看，这一模式较为有效

地保护了工业遗产地的主体价值特别是其科

技价值，但其较大比重的再利用决定了这一

模式在遗产保护问题上必然做出了一定程度

的让步。以关税同盟为例，其“洗煤厂”为了

达成再利用为鲁尔博物馆的目的进行了大幅

度改造，将本来的“大型覆盖式机械”改建

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建筑——即便博物馆本身

有效保护了遗产地的科技价值，建设该博物

图4　鲁尔博物馆中实物机械结合幻灯投影与音响
效果的展示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5　供参观者探索的地下矿道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3　关税同盟总体规划
资料来源：oma.eu。

   参见：http://whc.unesco.org/en/list/975/ [2016-11-13]。

   参见：http://oma.eu/projects/zollverein-masterplan [2016-01-30]。
注释 11

12

馆对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等价值的保护所造

成的负面影响却使之广受诟病——相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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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指责其没有有效保护遗产地的真实性 13。

在这一模式下，保护对再利用的妥协几乎是不

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再利用与保护之间

的平衡关系，确保再利用部分不触及遗产价值

保护的核心和重点，把握好让步的度。

1.3　工业博物馆

工业博物馆是博物馆模式中应用最广泛

的一类，一般是将工业遗产地的原有生产功

能和所属生产行业作为展示的对象，利用遗

产地的厂房和遗留的机械、档案以及其他相

关实物和工人口述史等，还原其生产场景、介

绍其生产技术并回顾其发展历史。鲁尔区的

德国矿业博物馆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1.3.1　案例：德国矿业博物馆（Deutsches 

           Bergbau Museum）

位于波鸿的德国矿业博物馆成立于

1930年，是德国访问量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也

是世界采矿史研究中心中的领导者[28]。利用

一座旧煤矿的工业建筑、机械设备和地下设

施，这一博物馆拥有12 000 m2的展览空间、

长达2.5 km的供参观者参观体验的真实的地

下矿道网，以及一个可供登高远眺的提升井

架，为参观者提供矿业发展史相关信息、矿物

及矿物艺术品展示，以及真实采矿场景的探

索体验机会，帮助参观者全面了解煤矿开采

历史和技术工艺。博物馆将地面、地下和井架

平台等不同高度的展示、参观空间有机串联

起来，形成了流畅的参观路线，无论在遗产解

说、信息阐释还是空间体验方面都兼顾特色

和舒适性，通过常规展览、实景体验以及多媒

体技术的结合，富有趣味性地有效突出了遗

产地的科技价值和历史价值（图5）。

1.3.2　适用范围与保护强度

将工业遗产地作为解说其自身或同类工

业生产的工业博物馆进行保护，可以有效保

护遗产地的科技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时也通

常能够将对遗产地的物质性改造控制在最低

水平，从而较好地达成工业遗产真实性和完

整性保护的目标。这一保护模式适用于规模

较小的工业遗产地，以便博物馆单一功能即

可对遗产地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而不出现闲

置问题。此外，工业遗产地本身应隶属于对技

术或工艺有较高要求的行业，并在行业中表

现出该方面的优势和代表性，具有较高的遗

产价值，特别是科技价值。只有在这一前提

下，将遗产地转化为侧重技术解说的工业博

物馆才有意义。具体策划方面，合理的游览组

织和解说方案不仅能大幅提升遗产价值阐释

的效果，同时也能为参观者带来愉快而印象

深刻的参观体验，促进遗产地作为博物馆的

可持续发展。

1.4　现代博物馆

很多工业遗产地也被再利用为现代博物

馆。再利用的现代博物馆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

现当代艺术馆，著名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即属

此类；另一类是现代主题博物馆，多注重主题

化、现代化的多媒体展示和互动体验，鲁尔“工

业文化之路”的DASA职业世界展览则属此类。

在鲁尔区的这类成功案例中，较为著名的是奥

伯豪森的储气罐。作为一个现代展览馆，它通过

独特的空间体验和广泛的临时展览选题，体现

了博物馆从传统上以收藏品为主体的内向型机

构向为多元临展提供展览场所的外向型平台的

重大转变，诠释了博物馆形式与功能的当代变

革。此外，它与附近的森特罗（Centro）购物中

心协同创造的展览购物一站式消费体验也被作

为典例和样板屡屡提及。

1.4.1　案例：奥伯豪森储气罐（Gasometer 

           Oberhausen）

位于奥伯豪森的这个始建于1927年的储

气罐高117.5 m、直径67.6 m、容积347 000 

m3，曾作为储藏焦炉煤气之用。1988年储

气罐被废弃，随后开展的埃姆舍国际建筑展

览（IBA Emscher）于1993—1994年间将

之再利用为展览空间14。如今，这一大型展览

图6　储气罐的大型地球仪（Die Erde von Oben）
资料来源：www1.wdr.de。

图7　储气罐圆形平面空间的布展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博物馆模式 适用的遗产
规模情况

适用的遗产价
值情况15

适用的遗产特征 保护有效性

“活态”
博物馆 无倾向性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适合工艺流程相对简单、危险系数
较小、较为清洁的轻工业类工业遗
产，要求遗产地仍具备生产能力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工业博物馆
规模较小的
工业厂房/

厂区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适合对技术或工艺有较高要求的行
业，并在行业中具有技术上的绝对

优势和代表性的工业遗产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以博物馆为
主体的综合

再利用

大型工业
园区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适合需要大面积园区且已经停产的
重工业/轻工业类工业遗产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现代博物馆
规模较小的
工业厂房/

厂区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适合建筑或构筑物具有地标性的工
业遗产地，可与周边协同开发

科技价值+
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

表2  包含4种次级模式的工业遗产保护博物馆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根据作者与鲁尔区域联合会（RVR）“国内及国际工业文化网络”小组负责人Marion Steiner的访谈记录（德国埃森，2016.07.21）。

14参见：http://www.gasometer.de/en/the-gasometer/change[2016-11-14]。

15根据《无锡建议》，将工业遗产价值细分为科技价值、历史价值、建筑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社会意义）5个维度。考虑到社会价值主要强调工业遗产与环境的

关系、而审美价值则具有相对较强的主观色彩，这里对价值倾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前三者。

注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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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该展览展出时间自2016-3-11—2017-11-30，主要展出对自然界生物、景观等的摄影作品（包含对摄影对象的解说），以及一个悬垂在储气罐顶端的巨大的地球模型

（Die Erde von Oben）。地球模型展区是一间巨大的暗室，只有模型本身被投影照亮。参观者可以在设有坐垫的区域半躺下来仰望不断昼夜交替并发生着气象和地质

变化的“大地球”。

注释

空间没有常设展览，但拥有选题广泛的临时

展览——其选题涵盖了现当代艺术、生命科

学、天文地理、工业设计、体育运动等众多领

域。由于其圆形平面和高敞空间，在储气罐布

展变得灵活而富有创意——当前正在举办的

展览“自然奇迹（Wunder der Natur）”16 即

利用其空间优势设置了一个大型的动态地球

仪，供参观者仰望参观。此外，储气罐还设有

一部玻璃电梯，参观者可以乘坐电梯直达罐

顶，俯瞰奥伯豪森风光（图6-图7）。

在遗产地与周边整合方面，储气罐是个

杰出的案例。与之协同发展的包括众所周知

的森特罗购物中心，以及一个设有丰富素质

拓展设施（包括在林间架设的绳索、攀爬绳

梯等）的攀爬公园（Eletterpark）。这3大模

块共同构成了一个集购物娱乐、展览观光、运

动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功能设施。

至于对储气罐工业遗产本身，则仅在其

外部设置了露天的解说牌简要介绍其结构、

功能和历史，在储气罐内部并没有相应的解说

或标识。

1.4.2　适用范围与保护强度

在现代博物馆模式下，工业遗产的保护基

本停留在工业建筑的物质层面，而较大程度地

忽略了工业遗产的科技价值——遗产地更多地

是被视作不可大幅改建的空间商品进行使用。

在保护强度上，现代博物馆方法明显弱于前三

者。该模式适用于规模较小、科技价值相对较

低，但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建筑价值，特别是

其建筑或构筑物具有地标性的工业遗产地。在

保护与再利用实践中，这一模式下的工业遗产

地更适合与周边进行协同开发，取得综合利用

的连带效益。

2　总结与启示

从鲁尔区工业遗产保护与适应性再利用

中采用博物馆模式的情况来看，当前该模式

主要可细分为4种次级模式，依据各次级模式

的保护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活态”博物

馆、工业博物馆、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综合再利

用、现代博物馆。4种博物馆模式对工业遗产

地各有不同的规模倾向、价值倾向和适用特

征（表2）。在实践操作中，具体选用哪种模

式，不仅与遗产价值情况、遗产地规模、遗产

地区位等工业遗产自身条件有关，还应考虑

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重外部因素。

从我国现状来看，博物馆模式意味着大

量工业建筑转换成公共空间，需要政府巨额

资金投入，政府相关部门极有可能面临投资

与收益无法平衡的问题[29]，而这也正是我国

工业遗产相关实践中较少使用博物馆模式的

重要原因之一。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在控制建

馆数量处于正常博物馆分布比例、避免工业

遗产博物馆密集冗余建设的前提下，考虑以

“活态”博物馆、工业博物馆为核心，以博物

馆综合再利用、现代博物馆为主体的工业遗

产博物馆框架——选取具有极高历史价值、

建筑价值和科技价值、适于进行博物馆式再

利用的少数工业遗产地作为样板进行试点，

由政府主导，规划设立高质量的工业博物馆，

或由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遗产地所

属的工业企业继续生产、合作设立活态博物

馆；对于大量具有较高遗产价值的其他工业

遗产，则可结合各遗产地实际情况，通过多方

合作、社区参与等多样化的形式，在对接遗产

价值的前提下进行适当开发，通过工业遗产

的适应性再利用为城市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并带动城市社会文化的整体转型和复兴。

在具体操作层面，工业遗产通过博物馆

模式再利用的保护工作在考虑遗产价值解说、

馆藏展览的同时，也可结合工业建筑或构筑物

特色，考虑将博物馆与文化景观观光相结合。

在上述4个鲁尔区案例中，哈根LWL露天博物

馆以其村庄形式带给参观者行走于乡村文化

景观的观光体验；其余3个案例则均结合自身

的井架、储气罐顶部平台等高度优势，设置了

供参观者远眺观景的观光平台，将室内观展与

室外观光有机结合，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空间体

验。除此之外，亦可考虑博物馆与周边设施的

联动，通过协同作用产生综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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