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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文化论纲》对城市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论述。
文化，在这里表现出城市的来龙去脉以及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系。
人创造了城市，城市反过来影响人，使人走向进步。
本书沿着人类文明的历程，考察城市的进步和发展，处处体现以人为本这一主题，这是本书一个特点
。

　　《城市文化论纲》的又一个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只是空谈城市理论，而是引用许多古今
中外的城市实例；又不只是叙述状况，无理论升华。
书中对于城市的产生、发展、兴旺和式微都作了比较深刻的理论分析。
因此，本书对于当今的城市理论研究是很有裨益的，对于城市规划设计以及教学也很有参考价值。

　　《城市文化论纲》共十五章，前半部分主要论述城市文化理论；后半部分以城市发展为重点，探
究其来龙去脉，最后探讨了当代城市和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向，提出城市是个历史范畴，待到遥远的将
来，城市将会在人类社会发生重大的变革后自行解构，但人所生存的空间却总是会变得越来越合人意
，越来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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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福煦，1936年出生，浙江绍兴人。
196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后留校任教。
主要从事建筑美学、建筑文化、城市和园林文化等诸方面的研究。
目前已经出专著43种，发表文章800余万字。
主要著作有：《建筑艺术文化经纬录》、《成实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建筑美学》、《
现代西方文化史概论》、《中国建筑简史》、《建筑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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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街道和广场　　一提起街道，人们也许就会联想到上海的南京（东）路、北京的王府井大
街、杭州的延龄路（今延安路）、东京的新宿大街、伦敦的白厅大街以及纽约的华尔街等等。
这些都是世界顶级的街道，有的以繁华的商业为主，有的则是让人们享受城市的温馨之地。
街道对于城市来说也许占有主导地位，特别是对于现当代城市，有的城市虽然很小，但它的主要街道
却也很繁华。
　　街道对于城市（文化）来说有两方面值得注意：一是表象的，二是内涵的。
所谓表象的，就是街道在某种程度上是城市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古到今，世界各地的城市，几乎都有数条繁华大街；反过来说，这些大街也代表着它的城市。
所谓内涵的，是指这种街道对于城市而言正是其“实力”所在，无论是经济的、商业的还是文化的。
一个城市如果街上没有商店、餐馆、影剧院及其他，那么这个城市也就与乡村无异。
与此同时，我们对于街上的行人、车辆及其他东西，也不能视而不见。
衣食住行，街上的所有东西，都属城市文化。
　　城市街道，在此结合实例来分析它与城市文化的关系。
首先说上海南京路，如今称南京东路（今之南京西路从前叫静安寺路）。
这是一条全国最繁华、经济实力最雄厚、商业文化最具底蕴的商业街。
从街道文化来说.南京路从上海开埠以来，起了许多变化，但仍保持着历史文化特色。
我们通过街上的几个建筑来看这条街上的变化及其文脉。
　　南京东路自外滩开始，只说北首的重要建筑：先是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北楼），为1929年所建
，高70多米，顶上是一个尖塔，其风格属装饰艺术派，可谓洋气十足。
然后向西，是惠罗公司（今仍用此名）。
过了四川路，有福利公司、荣彰洋行、科艺眼镜公司、建国银行、大公报馆、伊文斯书局、科发药房
、亚东银行、亨达利钟表行、丽华公司、老大房、天伦绸缎百货局、中华劝工银行、恒孚银行、王开
照相馆、邵万生南货号、老九章绸缎庄、老凤祥银楼、交通银行南京路支行、小吕宋百货商场、四明
银行南京路支行、保安司徒庙、信大祥绸布庄、三阳南北货号、先施公司、新新公司、泰昌公司、鸿
翔时装公司、泰康食品公司、大新公司等。
以上这些建筑和所在的单位，是抗战胜利后不久的情况。
这里除了以上这些，还有金融及文化机构等。
过去南京路上有“前四大公司”和“后四大公司”。
前四大公司是惠罗公司、福利公司、泰兴公司、汇司公司；后四大公司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
公司、大新公司。
这八个公司对于南京路来说作用不小，同时也控制了南京路的商业文化格局。
作为街道，这数十上百家店铺和其他单位连在一起，建筑“消失”了，只留下这一大片的整体形象。
如果我们把这些形象连起来，如同“一匹花布”，花花花绿绿，就成了典型的商业街形象。
当然，只是形象还不够，还需有商业街的经济和文化内涵。
显然，南京路的这些方面也是非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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