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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遗产的保存及保护和气候变化学都是

现代学说。遗产保护的概念起源于欧洲；伦敦文

物学会成立于 1751 年，历史古迹委员会成立于

1831 年，古建筑保护学会成立于 1877 年。在美

国，遗产保护的概念直到在 1966 年的《国家历史

保护法》中才被正式确定下来。气候变化学起源

于 19 世纪早期人们对“冰河时代”的定义，以及

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伦纽斯（Svante Arrhenius）

在 1896 年对碳排放的观测和计算。遗产保护的要

义是“使文物保持被策展机构收纳之初的物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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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1] 而气候变化，顾名思义，是指由于地球温

度的长期上升而引起的天气变化。遗产保护旨在

使文物过去的状态在未来得以维持，而气候变化

的影响恰恰相反。当前者试图延迟可能出现的变

化时，后者则会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不可逆转的改

变。这些现代现象的交汇，往往导致价值观的冲突。

对该议题的探索将颠覆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认知。

一、气候变化与遗产的关系

气候变化是我们当前时代极为重要的议题之

一。极端天气、降水变化、高温热浪以及海平面



064 建筑再利用理论与实践专栏    Theory and Practice of Building Reuse

上升，种种现象都对我们的建筑遗产构成

了巨大威胁。面对这些气候威胁时，由于

很多城市都建立在沿海区域，因此，海平

面上升对于建筑遗产而言影响极为重大。

2010 年的全球人口约 68 亿，据估计到

2030 年将增加到 100 亿，其中 44％的人

口将居住在海岸线 200 公里范围以内。[2]

从上海到东京，从鹿特丹到纽约，估计海

平面上升会对全球 570 个城市产生或多或

少的影响。[3] 洪水以及上升的水位会威胁

到其中众多历史名城内的建筑遗产。意大

利的威尼斯城拥有无数的历史瑰宝，也是

长期与水位上升做斗争的范例城市。意大

利帕多瓦大学的研究人员称：“IPCC（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预测显示，到

2200 年，全球海平面可能会比现在高出 2

至 5 米（6.5 至 16.4 英尺）。如果不采取

任何措施对威尼斯城加以保护，这座城市

可能会被永久淹没……。”[4]

很多沿海城市现在正在考虑采取各种

措施以减弱海平面上升可能带来的影响，

包括建设防波堤、水坝、浪涌屏障等激进

的基础设施和工程项目，以及积极采取缓

解土地紧张的措施和进行抗灾力建设。这

些措施和策略需要因地制宜；更重要的是，

需要改变既有的认知。

二、建筑遗产及其监管程序

另一方面，以威尼斯为例的建筑遗产

受到来自国际、国内以及地方性法规的保

护，而这些法规已然“过时”。[5] 一直以

来，建筑遗产保护主要是所在国当局的任

务，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带来

的破坏跨越国界，这一状况才得以改变。

1931 年的《雅典宪章》是遗产保护迈向国

际舞台的第一步，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促

成了联合国以及之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的成立。1964 年在威尼斯召开

的第二次建筑师和历史建筑专家会议则开

创性地颁布了《威尼斯宪章》并同时成立

了国际古迹遗址委员会（ICOMOS）。教科

文组织（UNESCO）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

会（ICOMOS）均为促进古迹保护的全球

性非政府组织，其成立后，于国际论坛提

出和通过了诸多涉及遗产管理各个方面的

国际宪章。它们涵盖了从非物质遗产到道

德伦理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制定针对海平

面上升对世界遗产影响的相关法规，尚

处于起步阶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气候行动和遗产

的建议和政策，用于评估以及管理短期

的行动。对于文化遗址，委员会提倡采

取减缓、监测、确定应对对策、开展相

关研究和交流的举措。[6] 但“世界遗产

地管理计划很少考虑应对海平面上升影

响的适应性策略。”[7]2019 年，国际古迹

遗址理事会（ICOMOS）发布了关于围绕

气候变化，动员文化遗产社区的全面愿

景。在《遗产与气候变化大纲报告》中，

气候变化行动被概括为数据收集 / 遗产监

测、减少温室气体、加强抵御气候变化

影响的复原力和适应能力，以及制定遗

产受损对策等举措。[8] 在处理气候变化

造成的遗产管理问题时，报告将“损失”

及其影响列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关键要

素。这些要素包括对纪念策略的关切、

对更大规模搬迁的应用以及对遗址在受

损之前的及时记录。[9] 相关国家、区域和

地方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这些建议的

共同目标是 ：维护文物，使之保持与收

纳之初一样的物理状态 ；如果无法实现

该目标，则承认其被破坏的事实。

在面对诸如海平面上升等气候问题

时，依然继续坚守过去对于遗产保护的

定义是否会导致“必然的失去”？气候

变化所造成的潜在破坏，其速度是否快

到需要我们重新思考这一定义？我们是

否还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我们对遗产保

护的概念进行改革，以适应性再利用的

原则来对抗海平面上升的可能性会有多

大？未来的生活可能需要我们更多地与

海洋互动，而这需要我们打破已有的思

维模式，重新思考对已有建筑遗产的利

用方式。采取这种能使建筑遗产免遭损

失的措施将颠覆目前对遗产保护公认的

定义。下文将以两个被海平面上升所严

重威胁的沿海城镇为例，以期通过对比

让我们重新思考改革的尺度。

三、海平面上升与建筑遗产

1. 两个威尼斯

意大利威尼斯市及其澙湖已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威尼斯目

前受到很多不同条例的保护：《文化和景

观遗产法典》、1973 年《威尼斯特别法》，

还有作为政府部门的威尼斯水务局提出的

一个由地区和市政机构共同参与的管理计

划。这些法规的共同目的都是保护和维持

威尼斯作为文化艺术遗产的一些独有的特

征，包括其在艺术和建筑发展进程中发挥

的作用、其保存完好的古迹遗址以及其作

为典型的半湖栖地的属性。[10] 许多管理机

构开展合作，寻求对目前保护策略的改革，

以便尽可能地保护威尼斯这座建于5世纪、

1987 年便首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历史名城。

威尼斯受到的大潮和洪水威胁从未中

断，它在 2019 年 11 月遭遇了 50 年来最

大规模的潮水袭击。[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以及相关咨询委员会已同意

意大利当局在 2020 年开展对相关问题的

调查研究。与此同时，洪水已经蔓延至城

市内部并对威尼斯城内建筑遗产的地下基

础造成了影响，市民们不得不顶着高于地

面 4 英尺 3 英寸（约 1.3 米）的洪水在城

市内部的狭窄道路中穿梭（图 1）。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威尼斯是一个位

于密西西比河岸，只有 200 多人的小型社

区。其产业包括商业和体育竞技捕鱼。它

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以南约 70

英里处，2005 年曾遭受卡特里娜飓风的破

坏。从那时起，这个小型的渔业社区便通

过采用非常规甚至极端的策略以建造一个

更具抗灾力的未来。为了抵御上涨的海水，

房屋、公寓楼和小企业都被建在距地面 15

英尺（约 4.6 米）的堤岸上，而单户住宅

则直接建在可漂浮在水中的浮力基础上。

这个重建的社区与其被卡特里娜飓风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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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截然不同。超过一半的城镇被建在高出

海滩的木结构或堤岸上，街道则被木板路

和栈桥取代。作为一个不具有特定的历史

或文化意义，也不受保护法规限制的小城

镇，路易斯安那州的威尼斯可能为众多被

海平面上升所威胁的沿海社区提供了一种

必要且有效的干预手段（图 2）。

这两个皆为沿海城镇的威尼斯在应对

气候变化的行动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

们代表着海平面上升干预行动中的两个极

端，反映了撤退、防御和适应之间一系列

的可能性。这一比较促使人们研究遗产保

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面

对迅速上升的海水和迫切的行动需求，如

何平衡遗产保护领域的复杂性？如何协调

现有保护原则与对其进行改革之间的特定

矛盾？像意大利威尼斯城的沿海建筑遗

产，能否有机会采用与美国威尼斯所采取

的极端措施类似的方式，以在未来求得

幸存？

2. 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适应性举措

“不作为造成的损失是不可接受的…… 

对很多地方来说，‘拒绝采取任何措施的决

定’都必然会导致资源的破坏。”[12] 对于

意义重大的遗产，在其被破坏前，“撤退”

是一个普遍被选择的策略。例如在应对阿

斯旺大坝建设过程中引发的洪水问题时，

古埃及时期的阿布辛贝神庙（Abu Simbel）

就被整体迁移至别处，该案例是基于充分

测绘档案进行迁移而得以“全身而退”的

典范。撤退的策略使得结构得以保存，而

其所处的原真场地则不复存在。另一方

面，用于抵消海平面上升对建筑遗产影响

的手段可分为防御性措施和适应性措施。

通常情况下，防御性措施都遵循不影响建

筑遗产本身完整性的原则，包括通过建设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进行干预，例如砌筑防

波堤以及意大利威尼斯城实施的移动屏障

项目（实验机电模块 Modulo Sperimentale 

Elettromeccanico），计划从 2003 年开始，

至 2022 年完工，用以保护城市免受大潮

的冲击。防御性措施还包括系统性的干预

措施，例如分流雨水或建立可以控制水体

流入的蓝色街道体系。这些防御性措施很

少直接触及建筑遗产本身，但可以从远处

对其提供间接的保护。另一方面，当前的

适应性策略则通过对建筑遗产本身的小规

模干预来抵消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包

括采取保护性改造措施，例如提高建筑防

水性，建设泄洪口、污水泵等设施，等等。

这些措施可以将水分散转移或集中收集以

引入建筑内部。这两类干预都是“维护文物，

使之保持相对相同的物理状态”，因此满足

传统的遗产保护概念。

这些类型的干预措施勉强可以应付当

前的水位状况，但随着对未来的悲观预测，

急需采取额外的措施以应对未来可能的海

平面上升所带来的挑战。选择之一就是想

方设法使建筑物高于海平面。美国路易斯

安那州的威尼斯作为一个不具有遗产属性

的小城镇，为这种措施提供了示范。在受

飓风卡特里娜重创的威尼斯以及新奥尔良

郊区，一些重建的房屋甚至高出地面 14

英尺（约 4.3 米）以上，这些被架在“高

跷”上起起伏伏的房屋结构，被称作“棒

棒糖屋”。若对遗产遗址采取相同的措施，

将颠覆当前对于保护的定义及其前提。

像“棒棒糖屋”这类干预措施源于当

地的洪水保险政策，该政策要求将洪水后

重建的建筑结构建在高于洪水线的基准高

程上。尽管这项规定有其合理性，但在管

理上则存在一定的问题。对当地的富人来

说，可以根据其个人喜好使房屋标高超过

基准高程。由于存在这种不规范且具有潜

在不公风险的行为，原有的社区景观已经

被这种“棒棒糖屋”所影响，首当其冲的

便是当地的历史性街区。截至目前，新奥

尔良郊区的景观已经被这些高低错落的房

屋彻底重塑。

地方政府也正在为此类用于抵抗洪水

的干预措施制定统一的指导意见。这一任

务备受争议，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威尼斯所

允许的这类干预措施，并不会被允许应用

a b

图1：意大利威尼斯，1966年的历史最高潮位为6英尺（约1.96米），2019年11月潮位为4英尺3英寸（约1.3米）

a b

图2：威尼斯，路易斯安那州，美国，被高高架起的新建房屋（a）以及水面上有着浮力基础的房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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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像意大利威尼斯这样的历史名城，也不

会被允许应用于受当前保护定义所限制的

任何其他受保护的地标性建筑遗产。为了

防止未来可能的海平面上升导致建筑遗产

的损失，我们可能需要一个限制性较弱的、

抑或全新的关于遗产保护的概念。如果真

的需要，那么建立一个全新的保护概念需

要做哪些准备？面对目前的急迫情况，人

们怎样才能提出并通过采取先锋抑或极端

的措施，以进行强有力的变革（图 3）？

四、案例研究：革新计划

1. 美国罗德岛州新港市

以上问题都是美国罗德岛州历史最悠

久的城市之一 ——新港市所要面临的。这

座建筑遗产的宝库建立在纳拉甘塞特湾

（Narragansett Bay）的边缘，整座城市都受到

历史保护法规的保护。2017 年，罗德岛设

计学院室内建筑系适应性再利用专业方向

的一年制艺术学硕士研究生对这些问题进

行了调查及研究。该项持续时间长达一学

期的研究由范贝伦慈善基金会（vBCF）和新

港恢复基金会（NRF）赞助，旨在让一个正

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并具有历史价值的沿

海城镇及其居民参与到对于未来的讨论中。

美国罗德岛州新港市是享誉全美的历

史文化名城，拥有从 18 世纪美国大革命

时期至 19 世纪美国镀金时代所留存下来

的广泛的历史遗产，是大西洋沿岸美国历

史名城的典范。从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

罗德岛州的新港、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

南加利福尼亚州的查尔斯顿一直到佛罗里

达州的圣奥古斯丁，这些滨水城市从北到

南分布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它们是那些离

开英格兰以寻找宗教自由的人们最初的目

的地，印证了生活在这片新大陆上的人民

最早的奋斗史。这些城市被严格的标准和

法律法规所保护，旨在维护其作为这一特

殊历史时期的文化见证者的身份。

新港市共有 986 处历史建筑以及 53%

的住宅位于洪泛平原。[13] 研究项目地点所

在的位置为“伊斯顿点”[Easton’ s Point，又

称点社区（Point Neighborhood）]，是新港

市最古老的社区之一，始建于 17 世纪，是

1964 年被确立的新港市历史街区的一部分，

并于 1968 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区。研

究项目所在地位于新港市海拔最低的地区

之一 [14]，附近街区以 18 世纪的房屋为特色，

其中许多房屋建造等级较高。每栋建筑都

构成了新港市建筑遗产的一部分。这些历

史悠久的住宅经历过降水、风暴潮和极端

大潮带来的洪水的考验。美国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NOAA）的高度模型预测，到

2035 年，海平面将上升 1 英尺（约 30 厘米），

到 2065 年将上升 3 英尺（约 91 厘米），到

2100 年将上升近 7 英尺（约 213 厘米）。如

若不谨慎地对其进行规划，点社区内那些

已经受到了风暴带来的洪水影响的建筑遗

产则将被永久淹没于水下。

2017 年新港市通过实行于同年批准的

减灾计划，对位于点社区内以及其他受威

胁的建筑遗产进行保护。减灾委员会关于

应对洪水的建议包括：改造具有被洪水破

坏风险的建筑结构，分区评估以便进行应

对洪水威胁的改造，以及建造一道防波堤。

它还将洪泛区的管理纳入官方的联邦紧急

事务管理局（FEMA）的国家洪水保险计划

（NFIP）之下。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需要

联邦保险抵押贷款的新房主以及目前已提

交洪水索赔的房主遵守 FEMA 的要求，将房

屋提升到 FEMA的设计洪水高程之上。然而

点社区内的所有房屋都低于 FEMA 设计洪

水高程 13 英尺（约 3.96 米）以上，高于 

1988 年制定的北美垂直基准（NAVD88）。[15] 

这一规定将导致社区内建造等级高的双层

房屋的真实历史结构遭到破坏。但是如果

没有当地具体的防洪规定，这种情况可能

已经发生。目前，位于点社区内的新房主

和进行与洪水相关改造的房主都在执行这

一规定。一些对海平面上升感到担心并有

一定经济能力的房主也选择提升自家的房

屋标高。这些房屋比 FEMA 洪水高程高了 3

至 7 英尺（约 91 至 213 厘米）。随着这些

建造等级高的房屋逐渐消失，这种“棒棒糖”

一样高低错落的房屋在点社区里变得越来

越普遍。虽然这些干预措施能让点社区内

的建筑遗产免受洪水侵蚀，但它们并不符

合国家历史地标区的保护原则。这些现象

都暴露了遗产保护的目标与为了应对气候

变化影响而采取的措施之间的矛盾。然而，

为了能让点社区内的建筑遗产能够在未来

的 50 年内免受洪水侵蚀，可能还需要采取

更加激进的措施，而不仅仅是将一些建筑

物抬高几英尺这样简单（图 4）。

图3：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郊区的一所房子 图4：在点社区内，“棒棒糖”式房屋正在改变桥街的面貌

1887年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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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革新计划”

罗德岛设计学院设计工作室项目“革

新计划”的目标是，在未来海平面大幅上

升的背景下，对遗产保护的概念进行重新

定义，并思考这一重新定义对现有遗产保

护的核心理念意味着什么。针对面临海平

面上升时可能采取的撤退、防御或适应性

策略，共有四个学生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每个方案都代表了一类对点社区内建

筑遗产可能的适应性措施以及再利用方

式。四个方案分别为“记忆痕迹”“灰绿

蓝”“与水共生”以及“垂直结构”。[16]

“记忆痕迹”方案认为，在面临海平

面不断上升的威胁时，既有的点社区并不

能在原处得以维持，进而采取了撤退性策

略。方案假设未来洪水泛滥，社区中的房

屋将被搬迁到地势更高的地方，但在原地

留下了一个由房屋原本的外立面构成的纪

念性遗迹群。这一通过迁移实现再利用的

建议，遵照了詹姆斯·马斯顿·费奇（James 

Marston Fitch）提出的针对实体建筑保护

的定义，尽管它是通过将其移动到他处来

实现的。方案通过将曾经的历史遗址作为

纪念碑继续发挥作用，从而实现再利用的

目的（图 5）。

与之相反，“灰绿蓝”方案则采用了

一种扩张性的防御和适应策略，以便使点

社区能够在原地继续实现其历史价值。为

了使社区得以留存，该方案建议在附近的

海岸线上设置防波堤，同时将一个由可蓄

水的街道和储水池组成的系统植入社区，

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来容纳逐渐上升的水

面。在这个方案中，建筑遗产被看作蓄水

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单个房屋

不仅是住所，也是大规模系统性干预措施

的一部分（图 6）。

“与水共生”方案则采用了更多的实

验性手段，以维持社区的原貌。基于美国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对未来海平面的预

测，该方案建议用可漂浮的基础取代所有

现有的建筑基础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基础。

这些房屋被连接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

房屋会随着水面的上升或下降而起伏。虽

然这些建筑遗产会被作为容纳水的器具从

而实现再利用，但它们仍会一起保持其在

17 世纪被建造时的样子（图 7）。

另一方面，“垂直结构”方案建议在

海平面上升的情况下，对詹姆斯·马斯

顿·费奇提出的保护定义进行更新。它假

设，如果我们今天所认知的历史社区是以

建筑物在水平地面上的相互关系为前提

的，那么能否通过一种被上涨的水面所定

义的结构来重新诠释这种关系呢？它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垂直网格，用以维持历史建

筑在垂直空间上的相互关系。在设想的垂

直未来中，房屋将被重新定义，然而建筑

的相互关系则与之前类似，只是街道变成

了竖向的，邻里之间变成上与下的垂直关

系，而不是水平的。“垂直结构”方案打

算将建筑遗产作为海中的摩天大楼而进行

再利用。虽然目前还处于设想阶段，但它

提供了未来无限可能中的一种（图8、图9）。

此次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让整个社区参

与到关于海平面上升的讨论中，其中面临

的挑战之一是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为处

于历史街区内的居民们展示这些激进的适

应性再利用设计解决方案。在研究项目

图5：“记忆痕迹”方案中作为纪念性公园而被遗留在原地的房屋

图7：“与水共生”方案中，所有的房子都建在浮力基础上。随着海平面的上涨，房屋也随之上升

图6：“灰绿蓝”方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涨的水面被引入社区

2017年 2025年 2050年 2100年

平面图

A-A′剖面图

B-B′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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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学生们采访了社区内的不同居民。人们

对海平面上升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和反应证实了

2018 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只有 59％的美国

人视气候变化为目前的一个重要威胁。[17] 在接受

采访的居民中，甚至属于这 59％的居民也相信，

有生之年不会见证海平面的上升，生活更不会受

其影响。最为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行动

会对这一进程有所影响。

为了吸引居民参与，学生们希望通过可视化

的方式来引发讨论，目的是让社区居民“体验”

更有力的与高水位共存的干预措施。这四个方案

在一个名为“革新计划”的社区活动中通过虚拟

和增强现实技术得以呈现。增强现实设备被放置

在社区许多历史悠久的建筑之中。借助谷歌虚拟

设备，社区中的居民能够在其个人手机或 VR 设

备上体验这四个各不相同的方案项目。他们能够

“亲身体验”到这个历史悠久的城镇内部街道被海

水淹没，花园逐渐变成蓄水池，古建筑逐渐生长

为水中的高层建筑等大胆的设想（图 10）。

这种可视化的形式得以让社区里的居民，从

中学生到八旬老人，最终体验到海平面上升对其

周围环境的改变。他们还能够理解与撤退、防御

和适应性策略相对应的在未来可能成为现实的情

景。有了这种认识，居民之间就未来可能面临的

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讨论。通过可视化技术，“革

新计划”将社区内的居民们连接起来，并通过激

进的再利用计划引出了对遗产保护概念的重新界

定，以此来迎接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2017 年的这次名为“革新计划”的社区活动

引发了人们对历史遗产保护和气候变化行动之间

的对立需求的兴趣。该项目于 2017—2019 年间，

分别 8 次于欧洲及美国举办的会议上进行展示并

受到普遍好评。这种持续的关注最终被《纽约时 

报》于 2019 年刊登的一篇文章《我们不能拯救一 

切：一个与海平面上升做斗争的历史街区》推向

高潮。2020 年 1 月，“新港市成为该国第一批实

施新标准的社区，以使位于该地区的一部分历史

价值最为丰富的街区免受海平面上升所带来的威

胁。”[18] 新港市的历史保护规划者发布了一系列新

的用于提升建筑标高的指导意见，其中包含了与

城市文脉、建筑和材料相关的考虑。此外，新港

市还将实施一个新的审批程序，以便协调历史遗

产保护与气候变化问题之间的矛盾，以期最终的

决定能够综合考虑到两方面的影响。更重要的是，

这些指导方针的推行反映了新港市在海岸遗产保

护领域中对“变革”的迫切需求。在当前全球热

切关注遗产和海平面上升的语境中，这种地方城

镇管理的进步无疑是开创性的。

图8：“垂直结构”方案中，历史社区被重新诠释为具有垂直关系的邻里单元

图9：“垂直结构”方案的竖向截面

图10：利用增强和虚拟现实，社区居民可以用手机体验针对海平面上升而采取的干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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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其第 15 个新年

致辞中谈到气候变化行动时表示，“我们现在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勇气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

有毅力放弃平坦的老路，愿意冒险进入新的领域，

有决心更迅速地采取行动……。”[19] 乐于探索陌

生的新路和鼓起勇气离开平坦的老路无疑是具有

挑战性的，特别是当这些全新的道路完全超出我

们的认知时。在我们面对未来景象考虑作出变革

时，这更为相关，因为未来虽然可以理解但并不

可见。

人类需要证据来探索在思想和行动上的革命

性变化。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正

在变化，但要推断出气候变化对未来意味着什么，

则要求拥有某种信念。我们需要以革命性的方式

来看待对建筑遗产的管理以及对其可能的再利用

方案，而这对的认知会是极大的考验。然而可视

化技术能够帮助人们“看到”超出自己理解范围

的事物。

在“革新计划”中，无论哪种针对点社区内

建筑遗产的适应性再利用方案——或作为纪念碑，

或作为系统性干预措施，或作为水的容器，抑或

作为海中的摩天大楼，都显示出在面对更加严峻

的挑战时能够让民众接受变革的必要性。通过可

视化技术让普通大众能够“看见”则可以做到这

一点。

2007 年 1 月的一个上午，一朵水仙花在美

国华盛顿特区绽放，其花期比预期提前了几个

月。这些在寒冬中出现的、金灿灿的春天先兆，

是气候已然发生变化的铁证。正是这种现象促

使《纽约时报》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撰写了著名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社论《来

自花园的警告》。当我们期待着就气候变化达成共

识，并盘算着如何应对其对我们的历史建筑环境

将产生的影响时，我们有必要在逐渐深入的探索

过程中更多地借助可视化技术，旨在让未来的轮

廓呈现得愈加清晰，以便尽快地采取与之相对应

的行动（图 11、图 12）。

图12：罗德岛设计学院室内建筑系研究生与点社区居民在适应

性再利用领域共同参与“革新计划”项目，利用增强现实设备以

使居民“看到”社区未来的样子

图11：2017年5月26日，各个年龄段的点社区居民使用增强和虚拟现实的可视化技术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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