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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受到纽约华尔街的启发，华尔街（WallStreet）是纽约市

曼哈顿区南部一条大街的名字，长不超过一英里，宽仅11米

。两旁很早就已是摩天大楼竖立，街道如同峡谷，抬头只能

望见一线天。 华尔街自18世纪末成为美国的金融大街以来，

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人们对华尔街的爱恨情仇交替出现，

不断循环，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华

尔街历经200多年风风雨雨，是一部沧桑巨变的美国金融史、

经济史，也是美国政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纽约的城市记

忆。人们提到华尔街想到是这里的人文、历史、指数和美元

，而建在北京西二环边上的金融街就不一样了，它是在大规

模地拆除了老北京的胡同之后，平地崛起的座座摩天大楼。

如果能够亲历金融街走一走，人们的感觉也只是摩天大楼而

已，虽然像华尔街一样金融街每天也是成千上万的白领涌到

这里上班。但是这里从来不会像华尔街那样辉煌夺目、人声

鼎沸，甚至连个游客也没有。 金融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文

化，虽然有着几十栋大楼和漂亮的街景，但相互之间却没有

太多的联系。历史和文化不是建起来的，更不是拆出来的，

是自然生长起来的。因此即使北京的金融街比华尔街的楼房

更高，规模更大，金融街也永远成不了华尔街。因此确实让

人难以理解，既然各家金融机构都是相对独立的办公大楼，

何必非得集中到一起？虽然西城的金融街叫的很响，又有西

扩的计划，但是国内的几家大银行几乎都是在长安街沿线布



的点，而CBD地区的华茂大厦依然集中了不少的金融业办事

机构，同时朝阳区和丰台区也要雄心勃勃地发展金融产业，

看来搞金融业也不是金融街的专利。现在的金融街位于西二

环主干道东侧，西扩后的金融街将跨过二环路向西发展，这

样让已经成为北京最堵路段的西二环从金融街穿过，是不是

真要把二环变成停车场？或者二环是不是也要西扩？金融街

西扩的月坛地区是比较成熟的城区，既靠近多家国家部委的

办公楼，也有不少部队大院和休养所，北京儿童医院以及月

坛公园、月坛体育馆也在其中，还有很多是五、六十年代的

干部宿舍和八、九十年代建设的高层住宅楼，可以说月坛地

区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和人脉环境。 新中国成立

初期，当北京城的城墙、城楼、牌楼都完整存在的时候，建

筑学家梁思成就竭力主张：要完整保留北京古城。但是有人

就认为完整保留北京太过保守，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

就应摒弃。对待遗产应区别精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

和颐和园等是精华应该保存，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

和园同日而语。按照这样的城建思路，原有的建筑与格局被

改变，城墙被拆除修筑环路，市区内除故宫、天坛、地坛、

天安门广场等少数地点外，其余均被道路横平竖直地切割成

密密麻麻的小方块，梁思成将之批评为“纯交通观点”，这

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金融街的建立以及西扩完全出于经济

的目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称之为“纯经济观点”，难道城市

发展就只有经济发展吗？“纯交通的观点”已经让我们失去

了一个古老的北京城，“纯经济观点”会不会让我们彻底失

去北京呢？城市土地以“实现最大经济利益”为目标，结果

必然是既浪费资源又浪费生存空间的重复建设。原住民大规



模向外迁徙，城市就像摊大饼一样，一环一环地往外扩张，

城区形成一个又一个的中心，造成非常集中的定时、定向交

通流量，结果是早也堵、晚也堵，城外变睡城，城区中心成

鬼城。月坛地区虽然不像景山、后海地区那样有众多的名人

故居和四合院落，但是各大部委的办公大楼和五六十年代的

那批苏式住宅楼却是新中国历史的第一笔城市记录。那个时

代的建筑非常有特点，也还非常结实，如果对其内部结构进

行改造，使其适应现在的生活需要，一定会受到业主的拥护

。这比动迁人家向城外搬要受欢迎多了，这种利用现有资源

的节约型建设其实也是欧美国家近年来极力倡导的，也是与

当前建设节约性社会的目标相一致的。城市是有生命的，特

别是越古老的建筑越能让人理解生命的意义。大拆大建抹去

了中国城市的个性，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房屋结构变动，使

城市文脉遭到毁灭性创伤。北京金融街西扩应当汲取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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