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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4_B8_8E_E5_c57_246449.htm 城市与建筑是一个社

会当下文化、经济和科技状况的真实写照。美国建筑学家沙

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

。”他还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

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我们阅读中国的城市和建筑，

同样能发现许多东西。 十几年来，中国的城市建设以惊人的

速度发展，揭开了城市发展史的新篇章。整个中国就像个大

工地，不断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新建筑。以“日新月异”这句

成语来形容城市面貌的变化是非常准确的。在初步形成的东

部沿海特大城市地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地区有三个：以北

京为中心，面向渤海湾的大首都圈和京津城镇群；以上海为

中心，长江黄金水道为主干，沪宁杭三足鼎立的长江三角洲

城镇密集地区；以广洲为中心，向深圳、珠海方面轴向发展

，穗港澳一体化的珠江三角洲外向型都市化地区(以上观点引

自吴良镛先生等在1996年北京大城市发展国际学术会议的大

会主旨报告)。这三个地区在全国的位置极为重要，它们的建

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成为中国当代建筑的“样板”，许多

大中小城市的建筑都是从这里“拷贝”过去的。 就北京、上

海、广州而言，建筑在塑造城市形象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单体建筑到建筑群，以及建筑群组成的区域，无论是研究

其整体，或是分析其中的片断，都能读出城市的精神。城市

的文化是可以用建筑来表达的。从明清遗留的建筑即可看到

古都北京的风韵。紫金城气势非凡，建筑群中轴线与城市中



轴线重合，蔚为壮观，这里演出了多少悲壮的故事。胡同和

四合院屋宇参差，古朴庄重，同样构成城市的人文风貌，渗

透着历史感。1949年以来，北京经历了革命时代的脱胎换骨

，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

纪念堂是完整的政治性、纪念性建筑群体，天安门广场建筑

群以另一套符号体系创造了人民共和国首都的革命形象。19

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是上海近代城市发展的高潮，外滩建

筑群和繁华的南京路街景充分展现了上海的城市魅力。1930

年代建造的国际饭店，高达24层，是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

成为上海城市的标志。经过数十年的沉寂，到了1990年代，

上海再度崛起，建筑又为城市发展写下光辉的一页。上海今

天的新建筑与近代建筑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它们以一种

国际语言讲述关于现代大都市的思考。近代广州凭借地理优

势和频繁的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广州的洋行、银行、俱乐部、旅馆、教堂、学校和商业建筑

大量建造，后巴洛克式、新古典式、券廊式应有尽有，引进

很多空间信息，勾勒出南国名城的轮廓。1980年代初，广州

为中国带来新鲜的现代之风，继而深圳珠海成为全国建筑师

的参观学习之地。广州地区新建筑形式简洁明快，布局灵活

多样，又夹着香港建筑的影响。香港建筑传递了当代世界建

筑的最新信息，广州地区的新建筑又向内地传递了香港建筑

的信息。建筑文化在旅行中不断变异、发展。广州新建筑构

成了崭新的、充满生机的空间形态，突出了城市的开放特色

，预示新的文明浪潮的到来。 这三大城市地区最重要的变化

是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单体建筑独语的时代已经过去，建

筑群体的组合关系，景观特色、城市的功能与空间结构以及



人的活动环境等成为关注的焦点。上海面临着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中心城市的重要历史机遇，如何建立21世纪中

央商业区和若干个城市副中心显得尤为重要。像上海市中心

区城市设计、上海北外滩城市形态设计、浦东陆家嘴规划等

，这些规划设计挖掘了上海的特色。为了使新的市中心的建

设具备国际水准，深圳市政府组织了深圳市中心城市设计国

际咨询活动，邀请国际建筑与规划设计事务所参与了此项咨

询。 我们如果从城市的角度来看城市设计和建筑创作，又会

觉得尚有不尽人意之处，常常存在不少遗憾。城市与建筑不

应是遗憾的艺术，它们的遗憾将带来诸多问题，留下难以治

愈的硬伤。比如广州、深圳的新建筑如何创造自己的意向空

间，如何唤醒文化记忆，而不是复制香港建筑，我们似乎还

没有很清楚的认识，还需更进一步的探索。上海的城市设计

与建筑设计的重大工程，都是国际投标方案中的入选方案和

实施方案，某些投标甚至有国际建筑界高手参与，这在中国

确实难得。但也有极个别方案，由于评委知识结构老化，观

点陈旧，致使有精彩方案名落孙山，殊为可惜。另外，有些

境外建筑设计事务所在我国名气很大，但他们在本国建筑界

并没有学术地位，他们的建筑设计是一种商业运作，与中国

建筑师分一杯羹而已。为了商业目的，他们不惜采用“伪东

方”的折衷主义设计来博取甲方的欢心，此类设计缺乏21世

纪的新精神，将给城市带来潜在的危机。 而北京城市建设虽

然取得巨大成就，令人感到兴奋，但也是美中尚有不足。首

先是对“保护古都风貌”的误解。1980年代中叶，北京市提

出要“保护古都风貌”，到了1993年，北京市有关领导又提

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措施却很简单，就是给大型新



建筑加上大屋顶、小亭子和垂花门，北京新大都饭店、交通

部大楼、妇联大楼、三里河银行大楼等，都顶着沉重的屋顶

，而登峰造极的是北京西客站的屋顶，创世界仿古屋顶之最

，这个毫无实际用途的大亭子横跨在45米宽的大空间之上，

结构极不合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同时，它又是个仿古的

形象，对现代交通建筑的快捷便利无疑是讽刺。 1995年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市头戴大屋顶的设计逐渐减少，但是

这一阶段北京建筑设计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倾向，所谓“西洋

新古典风格”。如北京东长安街上的恒基中心创意为：据当

前世界建筑提倡怀旧风格，在设计上加强了装饰效果，塔楼

为中西合璧形式，方尖屋顶。北京某大厦方案，立面造型采

用西欧古典建筑风格，拱门、拱窗衬托了银行的华贵。这种

风格的盛行，预示了大屋顶泛滥之后出现了另一潮流，这类

建筑的实质与运用大屋顶并无二致盲目地模仿，不论是模仿

中国古建筑，或是模仿西洋古典建筑，同样是对创造民族的

现代建筑缺乏自信心，都将丧失自己的特征。在建筑多元化

的趋势中，出现几幢所谓“西洋新古典建筑”本不足为奇，

但如果我们城市的重要建筑的方案都要加上虚假的装饰才能

通过，那就不仅仅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轶事了，这说明了问题

的严重性。 北京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些曲折有它的历史原因

。1950年2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著名规划专家陈占

祥先生合写《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他的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

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

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保存旧

城，另建新区，梁陈二公对发展北京建设作了详细规划。可



惜当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致使北京市新旧建筑混杂，城市

建设陷入两难境地。这是当年有关人士缺乏远见卓识留下的

历史遗憾。1980年代北京市讨论古都风貌时，清华大学陈志

华教授在1986年5月23日《光明日报》上发表《怎样保护北京

的古都风貌》，他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旧城

区和文物建筑的保护；一个是新建筑的风格。只有旧城区和

文物才是古都风貌唯一的、不可替代的载体；离开了这些载

体，即使所有的高楼大厦都扣上形神俱备的大屋顶，也绝不

是古都风貌的要求。《世界建筑》前主编曾昭奋在1986年也

撰文指出：把旧的“民族形式”(实际上是明清形式或明清宫

式)当作建筑样板和标准部件硬塞给建筑师，硬塞给城市，是

与城市现代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是对建筑创新和创作自由

的束缚和禁锢。但是，北京市有关人士不理睬有识之士的反

对意见，企图依靠大屋顶、小亭子大张旗鼓，“夺回古都风

貌”。1950年代否定梁陈二公的建议是一大失误，1980年中

期拒绝陈曾等先生的意见是又一失误。这两次失误给我们留

下了经验教训，也给城市建筑留下不少遗憾。 1950年，美国

学者罗兹墨菲撰写《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通过经济

、地理等因素来论述上海对外开埠到1949年城市发展演变的

历程，阐述上海的发展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走向现代化起了

关键性的作用。1995年，青年学者史明正的专著《走向近代

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出版，这部著作论述

了1900年至1928年北京的城市建设，认为城市建设和社会变

革的相互影响是理解近代北京变迁的关键。这两部著作，一

部已成为名著，另一部读者甚少，但它们都给人以启示：研

究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的当代城市发展演变，分析这些



地区的城市建设成就和遗憾，现在是时候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