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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没计专业领域空前活跃，除了继续介绍引进国外的城市设计新理论、新方法
，以及案例实践成果外，国内学者也在一个远比十年前更加开阔而深入的学术平台上继续探讨城市设
计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广泛开展了基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快速城市化进程而展开的城市设计
实践并取得世界瞩目的成果。
　　首先，在观念上，建筑学科领域的拓展在城市设计层面上得到重要突破和体现。
吴良镛先生曾提出“广义建筑学”的学术思想，“广义建筑学，就其学科内涵来说，是通过城市设计
的核心作用，从观念上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地景、城市规划学科的精髓合为一体”①。
事实上，建筑设计，尤其是具有重要公共性意义的和大尺度的建筑设计早已离不开城市的背景和前提
，可以说中国建筑师设计创作时的城市设计意识在今天已经成为基本共识。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近年的一些重大国际建筑设计竞赛活动，不难看出许多建筑师都会自觉地运用城市
设计的知识，并将其作为竞赛投标制胜的法宝，相当多的建筑总平面推敲和关系都是在城市总图层次
上确定的。
实际上，建筑学专业的毕业生即使不专门从事城市设计的工作，也应掌握一定的城市设计的知识和技
能。
如场地的分析和一般的规划设计；建筑中对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表现；城市空间的理解能力及建筑群
体组合艺术等等。
　　其次，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相关性也得到深入探讨。
虽然我国城市都有上级政府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地级市以上的城市的城市总体规划还要建设部和国
务院审批颁布，这些规划无疑已经作为政府在制定发展政策、组织城市建设的重要依据，用以指导具
体建设的详细规划，也在城市各类用地安排和确定建筑设计要点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对于什么是一个人们在生活活动和感知层面上觉得“好的、协调有序的”城市空间形态，以及
城市品质中包含的“文化理性”，如城市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艺术特色等，还需要城市设计的技
术支撑。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城市规划并不能给我们的城市直接带来一个高品质和适宜的城市人居环境。
正如齐康先生的《城市建筑》一书在论述城市设计时所指出的，“通常的城市总体规划与详细规划对
具体实施的设计是不够完整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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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中国古代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文化思想与工程技术两方面去评析中国
城市设计发展形成的六个基本方法及诸多特点，并以十余个实例为典型，剖析了它们的内在联系及表
现出来的特殊形态。
在书的后部尽兴探源、挖掘和拓展。
全书有不少新见解。
    本书可供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园林设计、工艺美学、历史考古、经济地理、社会哲学和环境生态
等人员参阅，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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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有一个问题，能不能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沿海城市里的里弄式住宅，
仅是殖民主义产物，无居住文化可言？
不能。
因为这种里弄代表了某一历史时期的城市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它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
，给当时一代城市居民留下深刻影响。
例如，一大批著名近代文人如鲁迅、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就是在里弄住宅中写出过众多不朽的文
学名著，有的直接描写里弄的丰富生活，成为近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在土地异常宝贵的情况下，里弄住宅创造了一种节约土地，外闹内静，安全、方便、舒适
的居住环境；它吸收了古代传统住宅的不少优点，又适合近代生活需要，是一种新创造，是我国城市
居住文化的重要遗产之一。
　　最后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传统居住文化的继承创新的情况如何呢？
笔者以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居住建筑、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方面，至少是缺乏连续性的。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的以小区和单元式住宅为主体的居住形式，组合成“住宅组团”、“小区”、“居
住区”三级结构，形成“小区”新概念。
这种新的居住形式，在工业化建设，组织公共生活和配套服务设施方面均有很多优点，它们一直影响
我国城市规划设计，说明其基本原则是符合现代生活需要的。
但是，对历史上原有的胡同、四合院、庭院式住宅或里弄式住宅的一些优点却吸收较少，从文化观念
上看，是割断的。
由此也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如小区规划在室外空间环境的组织和指导思想上是以欧洲式的开畅式空
问利用为主要手法，缺乏传统围合感和曲折变化，人们生活在这种空间环境中，生活并不安静、安全
，归属感、乡土感、识别性都不强，彼此也不便交往。
在处理环境与住宅的关系时，对原有自然地貌，如河流、树木、地形，不去注意“因地构筑”、“值
景而建”，常常把树木砍光、地形推平，使建筑形式千篇一律。
当然，也不是普遍如此。
在发展居住建筑文化方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多好的经验。
例如，开始于江苏常州的带有南方水乡风光的小区规划建设，形成独特的“水文化”风格的居住形式
，就受到了居民和社会各界的赞赏，杭州的采荷新村、无锡的沁园新村、苏州的采香新村都是具有水
乡特色的小区；最近在北京的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中m现的菊儿胡同住宅、小后仑小区和清源西里小
区，在利用地形、值景而建，采取多层次院落，保护历史风貌方面，都作出好的成绩，成为探索继承
和创新居住文化的好的代表作。
所以，只有从较深层次上去探索，才有可能使今后居住小区的规划设计达到新的水平，在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两个方面体现社会主义的居住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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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设计（Urban Design）是城市规划学科的基本核心技术。
所谓城市规划（City Planning），在中国是指关于城市与建设的计划、步骤、性质、规模、布局、控制
、策略、管理和实施等方面的综合称谓。
城市设计是指在用地功能布局和空间环境的具体工程技术。
 笔者尝试从中国文化思想与工程技术两方面去评析中国城市设计的诸多特色。
 首先，评价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包括艺术创作各种表现形式对城市规划设计的全面深入影响。
其次，以此归纳为六种设计基本方法及构成的探讨，并以文艺的艺术形态特征提出四个评定优劣的标
准：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有板有眼、丝丝入扣。
第三，以上述方法和标准，从文化思想角度去介绍分析明清时代的典型案例。
最后，是对中国城市设计的挖掘与拓展，认为需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总的特征以及东、西方城市设计
文化思想的差异，然后才能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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