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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承古蜀文明，打造特色成都　　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象征，是社会进步的策源地，是社会
财富集聚的载体。
城市起源于生产力发展和人类从游牧到定居，到物产富余，到商品交易和财产保护，城市更意味着要
素的集聚、财富的集中、规模化经营和资源要素成本的节约。
因此，城市及城市化意味着人类告别野蛮、漂泊和生产力低下，走向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美好的物
质文化生活。
城市化是人类历史的选择、文明的取向和社会前进的动力。
　　中国曾是世界上城市发展较早的区域，汉唐时期就创造了“万国来朝”最繁荣的大都市。
16世纪后，中国经济和城市的发展相对滞后。
进入20世纪，中国结束了封建制度和民族分裂，开始了国家的振兴。
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快速推进的新时期，呈现出民族的伟大复兴。
　　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要素资源的全球化配置已成为可能，世界正在淡化国家和疆界
，城市将取而代之成为影响或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理单元。
在全球变暖、资源制约、世界多极化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增多，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的今天
，转变发展方式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
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更转向对知识和人才的争夺，而城市在这一场新的全球竞争中，更处于中心和主体
地位。
因为只有城市才能提供人口聚居所需要的一切，才能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提供所需要的人际交往、
技术交流、知识更新、信息沟通、思想碰撞等外部条件。
城市正在成为一个为人们生活和就业提供各种服务功能的综合载体，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完善，
提供生产生活条件的优劣，成为生产力最活跃要素--人的最重要的选择。
　　在全球数千个城市中，形成个性特色，能够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的城市，才是真正具有活力和竞
争力的城市。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条件和环境优势，建设具有民族区域独特个性的城市
，是城市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然选择。
这是中国城市共同面临的现实课题。
　　成都，这个地处中国内陆西南腹地的特大中心城市，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如何走好自己的城
市化道路，全面提升城市的品位和竞争力，使之成为吸引全国人才、立于世界城市之林的城市，需要
我们认真总结历史、研究未来、借鉴古今、创新发展。
　　二　　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充满神奇的城市，一座传承了古蜀文明又富有鲜明时代个性的城市，
一座生活闲适充满活力的城市，一座和谐包容富于创新的城市，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成都具有悠久的历史。
大约在距今4500年至3700年，成都平原已出现比较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考古学上命名为“
宝墩文化”。
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是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众多古蜀遗址之一，它将成都的建城史向前推到3000
年以上。
　　成都拥有四海称誉的古文明。
成都是长江上游古文明的发源地，农业文明财富的汇聚地，尤其得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之利，自古即
有“天府”、“陆海”的称誉。
《华阳国志》记载：“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平，《故记》曰：水旱从
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至今还在泽被后人，是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条件，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工
程，使成都至今仍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蔬菜副食品供应基地。
凭借天府农业文明的优势，成都发展出灿烂的城市文明，手工业发达，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商业中心，
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全国第一个官办学校--文翁石室的诞生地，成为“天下文人例到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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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集聚地，成为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的产生地。
　　城市建设传承着古蜀文明。
成都，2300年以来未改城名，未易城址。
正由于成都城址不变，因而城市的再生力和重建力极强，空间骨架及结构的传承性极强。
历史上曾发生数次城池毁颓的悲剧，但都能在原址重建和扩展起来。
发展到现代，城市“二江环抱”和“三城相迭”的独特格局没有改变；城市形态仍以古城垣为单中心
，形成一、二、三环路和外环路包围的环状圈层式和路网放射式相结合的城市空间布局。
民居建筑多为灰瓦白墙和灰褐色檐柱，表现出淡雅古朴、明快幽静的风格。
成都园林秀美，绿阴遍地，古典园林与历史古迹融为一体，是全国少有的保存有唐宋古典园林格局的
城市。
既有乡村生态的特色，又有城市文化的特色，类似于马克思所称的“田园共和国”城市类型。
因此，其公共环境艺术很早就形成了“田园城市”的特色，至今仍是成都园林风貌的一个特色。
实践中形成了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与城市历史、城市生态、城市文态、城市龙脉（地脉、水脉、文脉
）的“四个结合”，以恰当载体体现城市规划、城市设计个性和灵魂；以治水把城市创造的古代江源
文明与现代文明加以贯通和联接形成“活水成都”理念。
　　城市功能实现成功转型。
1949年以前，成都基本没有现代工业，是一个以商业、手工业为主的消费型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先后在成都布局了电子信息、机械、
航空航天、医药、化工、冶金和食品等现代工业；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发展了汽车、电子、服装、玻
璃建材等一批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型加2r-业。
成都由解放前的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向生产型城市转变。
与国家建设要求和产业发展相适应，成都已建设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科技中心、商贸中心、金融中心
和交通通信枢纽，成为具有较强综合服务功能的特大中心城市。
　　城市文化传承着创新精神。
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发展了现代新兴文化，形成了“
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　　--农耕文化得到升华。
追求城乡融合，共生共荣；讲究古朴淡雅，适于生活与休闲，成为全国乡村旅游“农家乐”发源地；
丰富而神秘的文化生活，使成都成为西方媒体称誉的“东方巴黎”。
　　--“上善若水”，和谐包容。
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困、因水而荣”。
水的包容，水的和谐是蜀文化的根本精神，造就了和谐包容的城市个性。
成都是一个包容过天下人的城市，在历次战争、自然灾害等国家危难的关头，成都及整个成都平原接
纳了来自全国的难民，天下人在成都和谐相处。
　　--充满智慧，至诚至信。
习惯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怡然自得缓缓流淌的生活，平静之中却蕴含着汹涌澎湃的巨大能量，遇险
阻则激流飞溅，在历史长河的转折处甚至惊涛拍岸（例如清末震惊全国的成都保路运动）。
“崇尚自然”，和谐发展，是自古以来在成都这片土地上世代相承的一种基本理念。
都江堰作为世界上最古老、至今仍然发挥巨大作用的水利工程，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避免了与自然
力量的正面对抗，充分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理念。
这种极其高明的和谐发展理念正是都江堰历经两千多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成都是一个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城市。
在工业时代，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自然环境的事例比比皆是，而成都是全国大城市中以最大决心彻底
整治“母亲河”的城市，先后获得联合国人居组织的多项大奖。
　　--既能务实创新，又会享受生活。
成都是一座以懂得生活艺术，善于享受生活著称的城市。
成都人有“尚滋味”、“好辛香”的特点，成都的美食可谓源远流长。
成都人不但善于享受口腹之乐，而且特别喜好优游玩赏，宋元时期“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成都>>

时至今日，在优美的锦江河畔，在风光迷人、空气清新的度假村，在小桥流水的农家乐，到处都可以
看到工作之余充分享受生活的成都人。
在当今世界，成都人这种贴近自然有如，行云流水般怡然自得的生活态度，就像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清
新，难能可贵，令人神往。
　　三　　“文章千古之大事也”。
由《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编委会首倡，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肯定支持，组织地方史、志学者，城
市问题专家，以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部门实际工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史论结合的
方法，审视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总结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展望城市发展的未来，对中国
正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无疑都是一件具
有重大意义和开拓性的工作，理所当然得到人们的欢迎，更得到政府、广大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者的
响应和支持。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成都》，正是承担这样的历史使命：勾勒了成都城市从萌芽到成长数千年
史迹，记述新中国成立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成都传承古蜀文明打造特色成都的历程、经
验和教训。
本书以特有的笔触，将成都放在中国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社会变革、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伟大时
代背景下，对成都在新中国成立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提出了独特理解。
“传承古蜀文明，建设特色成都”，应该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成都》告诉我们的最有价值的思想
和结论。
　　这是一本由热爱成都、潜心学问的众多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人员，历时数年，几经阵痛，数易其
稿而成的著作，它既凝聚了作者们的心血，也是全市上下共同智慧的结晶。
既使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增添新成果，又为成都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立一镜照，我为之欣喜，是为序。
　　成都市人民政府市长葛红林　　200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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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以我国现有各类建制市为单位设卷，既记述每座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又从城市功能定位、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规划、管理、公共设施、建筑、交通、服务、教育、文化、
环境、历史遗产保护等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发展远景。
每卷书的内容大致由这座城市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的回顾、城市建设中的问题研究，以及城市未来
发展的展望等三大部分组成。
它既不同于已有的当代地方简史，也不同于城市问题的研究报告，更不是学者个人的学术专著，而是
在城市领导机关的主持或支持下，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既是面向城市决策者、建设者、管理者、研究
者的权威性的科研成果，又是面向广大读者的科学性、普及性读物，是史论结合、篇幅适度、图文并
茂、规格统一、装帧精美的系列图书。
它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城市问题、查询城市信息的参考书、工具书，也可以起到城市名片的作用。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各卷的写作班子，一般应是由当代史、地方志的学者，城市各方面问题
的专家，以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三结合的写作队伍。
每卷书在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总结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把
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在展望城市发展的远景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方针、政
策，立足国情市情，尊重城市规划部门和其他工作部门的意见，并力求吸收和借鉴当代国外有关城市
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成都，这个地处中国内陆西南腹地的特大中心城市，在进入21世纪后的今天，如何走好自己的城市
化道路，全面提升城市的品位和竞争力，使之成为吸引全国人才、立于世界城市之林的城市，需要我
们认真总结历史、研究未来、借鉴古今、创新发展。
    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充满神奇的城市，一座传承了古蜀文明又富有鲜明时代个性的城市，一座生活
闲适充满活力的城市，一座和谐包容富于创新的城市，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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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历史篇　第一章  由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    一、成都城市的起源与形成    二、都
江堰与成都二江：成都城市发展的摇篮    三、古代成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四、向近代城市的转
换　第二章  由传统消费城市向现代工业城市的转型（1949～1983）    一、城市功能的重构与发展
（1949～1952）    二、“一五”时期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1953～1957）    三、城市经济和城市建设
的探索与曲折（1958～1976）    四、改革开放与城市建设的再兴（1977～1983）　第三章  工业城市向
综合型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的转型（1983～2005）      一、城市综合功能的增强    二、工业城市向综合性
城市的转变    三、综合型城市向现代特大中心城市的转变专题篇　第四章  城市规划：渐次演进中走向
科学与法治    一、国务院批复的三次城市总体规划    二、城市规划实施从服从到自觉的历史演进    三
、面向21世纪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    四、规划走向民主与科学的新探索　第五章  城市建设与管理：完
善提高的历程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建设    二、从重建轻管到建管并重    三、从建管并重到经营
城市　第六章  产业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竞争力    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基础    二、产业可持续发展
现状    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水准    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五、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
业体系　第七章  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化发展战略    一、成都城市化的演变历程与特点    二、城市化推进
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发展趋势    三、未来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面向未来的成都
城市化发展战略　第八章  生态文明与人文精神的和谐共振    一、成都生态环境、文态环境的特点与现
状    二、做好水与绿的文章：城市环境的良性发展    三、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城市特色的塑造展望篇　
第九章  面向21世纪的城市现代化进程    一、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都市农业与现代服务业    二、优化
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功能分区    三、构建科学化城市道路系统，发展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四、创
建人居环境最佳城市    五、城市管理的现代化    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第十章  演进中的成都经济区
与成渝经济区    一、构建成都经济区，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成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培
育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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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篇　　第一章　由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城市向近代城市转化　　四、向近代城市的转换　
　（四）成都的历史个性与基本特征　　总的来看，成都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五大特征：　　（1）
两千多年来城名无变易，城址有扩展有变异而无迁徙　　这样的城市，在全国只有成都和苏州两处（
后者城名有变易）。
正由于城址不变，因而城市的再生力和重建力极强，空间骨架及结构的传承性极强。
成都历史上曾发生数次城池毁颓的悲剧，但都能在原址重建和扩展起来。
发展到现代，城市形态犹如一张大饼，越是城市中心，凝聚力和凝固性、密集度和向心力越强，形成
以古城垣为单中心，一、二、三环路和外环路包围的环状圈层式和路网放射式相结合的城市布局。
　　（2）“二江环抱”、“三城相迭”、“龟城走向”的独特格局　　成都自秦李冰开都江堰，“
穿二江成都之中”以来，经过累代演变，逐步形成府河与南河环抱古城垣的独特格局。
虽然现在城市大大扩展，但“江环城中”的格局一直得到承袭和发展。
历史上成都“既丽且崇”，“亚以少城，接乎其西”，东为大城，形似大龟；西为少城（清代时为满
城），形似蜈蚣；中为皇城，方正对称。
三城相迭的格局对今天成都的道路骨架与公共空间的结构有深刻的影响。
　　（3）城乡融合，共生共荣　　成都城市与乡村有天然的联系，有利于乡村的城镇化和城市体系
的形成，有利于城乡一体化。
成都城市发展的途径，不是欧洲日耳曼式的乡村城市化道路，而是亚细亚式的城市乡村化道路。
成都古城就是有城垣的农村，城市人多为既农且儒，耕读传家。
因此，成都古典城市是在静穆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适于生活与休闲的城
市。
晋人左思《蜀都贝武=》说：“既丽且崇，实号成都。
”这是成都历史形象的生动写照。
丽，言其纤丽；崇，言其高雄。
高雄与纤丽的结合，正是成都城市的个性和风韵所在。
在历史上，成都是座江桥众多、水网密布、树木葱茏、繁花似锦的“花城”。
“花重锦官，蔚为香国”是历代诗人咏成都美色胜景的中心内容。
古城层城华屋，被叫做“重城”。
民间居室多为灰瓦白墙和灰褐色檐柱，表现出淡雅古朴、明快幽静的风格。
成都园林秀美，绿阴遍地，古典园林与历史古迹融为一体，是全国少有的保存有唐宋古典园林格局的
城市。
既有乡村生态的特色，又有城市文化的特色，属于马克思所称的“田园共和国”城市类型。
　　（4）神秘的成都文化　　早在西晋，裴秀的仇州图经》就称成都为“绝域殊方”。
初唐四杰之一王勃入蜀，认为成都是“优游之天府，宇宙之绝观”。
李白用道家思想看成都，认为是“九天开出一成都”的仙境世界。
杜甫入成都，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城市是新的；“天路看殊俗，殊
俗异中原”，习俗是新的。
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称赞成都是“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经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巴黎
”。
成都获得“东方巴黎”美称，即来源于此。
直到20世纪40年代茅盾入蜀，还称赞成都为“小北京”，是民族形式的大都会。
这些例子说明，从古到今，成都在人们心目中是独特的、神秘的。
　　（5）“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　　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因水而生、因水
而兴、因水而困、因水而荣”的城市，造就了上善若水、和谐包容的城市个性。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万物生于水，水是万物的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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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自古即是滋润成都平原文化的生命之源，是哺育沿岸城市的母亲河。
都江堰与二江（即锦江）自古即是成都城市经济文化孕育和发展的摇篮。
岷江流域是最早被人类认识和开发的地区之一，形成为独特的江源文化，是蜀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水的包容，水的和谐是蜀文化的根本精神。
成都城、成都人、成都历史文化是水淬炼出来的，是江孕育出来的。
水造就了成都平原的富饶，水赋予了成都人特有的灵气和包容。
成都城的格局和发展脉络，均与水息息相关。
成都是一座与水有着不解之缘的城市，具有特别的包容精神，从不排外，就像水不拒细流，汇聚百川
一样。
在历史上，成都是一个不断由外来人士参与开发而发展起来的城市。
成都地处群山环绕的四川盆地之中，成都人从来不甘心于地理环境的封闭，总是像水干回百绕、冲决
一切阻碍奔向大海一样，干百年来一直为冲出盆地而不懈地努力奋斗。
从古蜀时期开辟通向关中的金牛道、汉代开辟通向南中的五尺道，到近现代修建川陕公路、川湘公路
，修建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到当代修建的以高速公路为骨干的环形加放射的公路交通网络，成都人
这种以开放的心态、不懈的努力走向外界的精神，正是水的历尽曲折、终究东流的精神。
　　成都人充满智慧，又有讲诚信的性格，故历代《地理志》都说成都人“黠慧多智，勤劳任怨”。
成都人安于天性之自然，遇方则方，遇圆则圆，习惯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怡然自得缓缓流淌的生活
，平静之中却蕴含着汹涌澎湃的巨大能量，遇险阻则激流飞溅，在历史长河的转折处甚至惊涛拍岸（
例如清末震惊全国的成都保路运动）。
自古蜀人富于智慧，蜀中人才辈出，而且蜀中才子如司马相如、苏东坡、郭沫若、巴金等一旦出川，
他们的聪明智慧就像百丈瀑布飞流而下，像地下喷泉冲天而起，蔚为大观，令世人叹为观止。
　　“崇尚自然”，和谐发展，这是自古以来在成都这片土地上世代相承的一种基本理念。
都江堰作为世界上最古老、至今仍发挥巨大作用的水利工程，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避免了与自然力
量的正面对抗，充分体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理念。
这种极其高明的和谐发展理念正是都江堰历经2000多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
成都是一个注重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城市。
在工业时代，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自然环境的事例比比皆是，而成都是当代全国大城市中以最大决心
彻底整治母亲河的城市。
　　既能务实创新，又会享受生活，是成都人又一种精神面貌和行为特征。
这两种看起来反差强烈的因素，在成都人性格中却是和谐统一的，这正是成都的特色和魅力之所在。
早在《华阳国志》的记载中，成都人就有“尚滋味”、“好辛香”的特点，成都的美食可谓源远流长
。
成都人不但善于享受口腹之乐，而且特别喜好优游玩赏，《岁华纪丽谱》记载，宋元时期“成都游赏
之盛，甲于西蜀”。
时至今日，在优美的锦江河畔，在风光迷人、空气清新的度假村，在小桥流水的农家乐，到处都可以
看到工作之余充分享受生活的成都人。
与当今中国和世界上许多城市相比，成都人这种贴近自然有如行云流水般的生活态度，就像沙漠中的
绿洲一样清新，难能可贵，令人神往。
　　上述五个特征是形成成都历史特征和独特个性的历史依据。
虽然，由于旧城改造及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些特征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历史传统的因袭与
城市原有的人文观念是难于改变的。
城市格局和城市文脉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违背这一规律，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失去城市的个性和特征，甚至面目全非。
因此，自觉认识本城市环境的内涵，在历史提供的基础上发展、弘扬和提升，避免盲目开发和建设性
破坏，创造优美秀冠、富有特色的城市风貌，体现以人为本的良好居住与活动环境，是现阶段旧城改
造和城市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也是形成体现城市风貌特色的规划思路和调控机制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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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旨在全面回顾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和历程，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现代化
建设和管理的重大问题，从城市功能定位、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以及历史遗产
保护等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发展远景，以系统总结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就、经验与教训，努力
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成都》勾勒了成都城市从萌芽到成长数千年史迹，记述新中国成立近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
年来，成都传承古蜀文明打造特色成都的历程、经验和教训。
本书以特有的笔触，将成都放在中国体制转轨、经济转型、社会变革、文化创新、民族复兴的伟大时
代背景下，对成都在新中国成立近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提出了独特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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