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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北京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
由于人们对于北京城市建筑的历史沿革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造成了要么是“褒”，要么是“贬”的
情感宣泄。
从形式上说，中国建筑是世界三大建筑系统之一，即中国的、欧洲的、西亚的。
如今，当西亚的迪拜正在享受着它的建筑高度的时候，这座城市俨然变成了文化的空壳。
反观我们自己，当北京城墙被毁掉以后，所有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无论是保护者，还是破坏者
，充其量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徒劳无益的“城市玩偶”的形象。
可想而知，一座已经失去了历史文脉的城市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定位呢。
研究一下历史就会知道，北京城之所以能够辉煌上千年，其根本原因就是建立在发达的、无与伦比的
封建文明之上。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经济并不占优势的中国则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充当了“后现代主义”的试
验田。
其建筑形象因为求大、求异而失去了格调，这种普遍性的建筑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个曾经辉煌的城
市在浮躁的利益驱使下，失去了独有的建筑哲学。
历史上的北京城可以和同时代的任何一座城市相媲美，而且其独特的城市规划理念是世界城市史上的
典范。
为了让这座伟大的城市在传承中发展，有必要对其建设规划进行深度剖析和理性批判。
罗马和北京在历史上都是具有较高影响力的城市，城市文明程度长盛不衰。
该书从同一时期的古罗马和北京城进行比较人手，诠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规划哲学观，以及城市
遗产所留给我们的深刻反思。
从城市交通功能的角度讲，长安街的交通功能大为减弱，而且街道两边的建筑成为了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过程中浮躁的象征物。
更令人遗憾的是，  “长安街现象”被中国其他城市竞相效仿，城市特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城市核心
竞争力被忽视。
北京从来不缺建造一座宜居城市的激情，缺少的是构建良性制度的大环境。
之所以出现“找不到根”的建筑，除了经济驱使所造成的文化真空以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不均
衡所导致。
在光鲜亮丽的建筑背后，部门利益的盘根错节造成了自成体系和不成体统的建筑规划。
本书的出版旨在唤起民众对北京的关爱，更期望在广泛的层面上，建立起城市规划建设的合理均衡的
架构体系。
在此基础上，顺承并发展属于中国的建筑哲学文化，让北京真正成为“自己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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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城之所以能够辉煌上干年，其根本原因就是，城市形制建立在了发达的、无以伦比的封建文
明之上。
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经济上并不占优势的困家变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城市规划和建筑形象因为求
大、求异而失去了独有的哲学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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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龙与鹰的对话第一节 追寻千年城市气质在所有延续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文脉的城市
当中，恐怕只有意大利的城市能够和中国的城市相比较了。
历史是最好的教材，我们幸运地通过对比发现，2000多年前的中国似乎和古罗马保持着某种默契。
根据考证，中国城市的最初轮廓出现于公元前771年前的西周时期。
在巾国古代最早的文学名作《诗经》里，人们发现了有关春秋时卫国“文化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
宫室”的记载，这大概是中国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城市”一词，而实际上城市的出现应早于记载的时
间。
而在西半球的罗马，据说该城的最初的奠基时间为公元前753年，这种惊人的时间上的相似性也为我们
比较两种历史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城市提供了更为公平的证据。
公元前207年，西汉企图将它的影响力扩展到巾亚，而罗马则征服了地中海沿岸，将自己的势力伸到了
亚平宁二半岛之外。
在东汉于公元220年灭亡时，罗马帝国也陷入了长期内乱之中，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在共同的兴衰起落之间，两大帝国的城市建设并没有因此停顿下来。
这一时期的欧洲社会能够和古都长安相抗衡的城市大概就是罗马城了，如果说当时的其他欧洲人正在
住着简陋居室的话，罗马城则不在其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