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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古籍馆广场。雷姆#8226.阿尔巴内西、朱锫、马清运，

由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国际知名建筑师组成的工作团队聚集

北京，为北京提交一篇“命题作文”的答卷。 这篇“命题作

文”的主题是“再生策略：北京旧城”，而题材是北京西四

北街。在实地考察、分析、思考和设计之后，各位建筑师都

要拿出自己的文章。 北京的旧城 有人说，自从拆掉了北京城

的老城墙那天起，旧城就渐渐不复存在了。 今天，在老城墙

曾经矗立的地方，只剩下了几座城门楼和角楼。完整保存的

明清时代的历史遗迹，主要分布在中轴线上天坛祈年殿、故

宫、景山、北海、钟鼓楼，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遗迹。北京

旧城气息，已越来越少了。 平安大街过去是一条文物街，大

到段祺瑞执政府，小到极精致的保存完好的四合院，以及京

杭大运河的起点，都掩映在浓密的国槐下。但因城市的发展

需要在它的中部加建一条宽阔的交通干线，于是平安大街开

始整改。 现在轮到西四北街。 建筑评论家史建长期以来关注

城市发展，尤其是旧城改造。对于西四北大街，他非常熟悉

。“这个区域，临街是一些电子城，而里面则是传统居民区

，主要是四合院。其中也有一些上世纪80年代遗留下来的厂

房，还点缀着几间寺庙。” 西四北街区是北京旧城25片保护

区之一，传统胡同肌理保存完好。这个街区东临西四北大街

、北临平安大街、南临阜城门大街，从地图上看去是一块梯

形构状。从距离广济寺不远的阜成门内大街起点开始，一路



向北，直到衔接上世纪末进行过大规模拓宽的平安大街，你

可以找到明清以来的重重历史叠影：新华书店使用的慈禧太

后60大寿时建的转角楼，还有传统建筑双关帝庙、明万历年

间建造的隆长寺遗址、民国时期砖楼、程砚秋故居、明以前

的长寿庵、庆宁寺、燕京造纸厂旧址等等。至于西四8条胡同

内的四合院里，更是深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家国旧事。 不过

，如今的西四北街区胡同和北京旧城许多历史街区一样，多

户合住的四合院日渐拥挤，暖气、煤气、水电系统等基础设

施缺乏，人们的居住条件几十年来少有改善，居民的老龄化

现象严重，而街区的各种负担不断加大，渐有颓败之势。 与

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街区周围迅速崛起的商业区，如北边的

新街口、南边的金融街和东边的后海。北边有著名的特色时

尚小店一条街；南边的金融街是全中国最富的街道；东边的

后海区域则是新兴的北京市民夜生活中心。 这种两极分化的

局面终要在现代城市的发展中逐步瓦解。史建为此策划了这

个展览，邀请了来自中国、荷兰、英国、美国、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日本的11支建筑师团队亲赴京城。他们在这里

进行自由的设计和思考当然也不是完全的自由，还必须遵守

旧城保护区建筑限高6米，设计形式保持传统风貌的原则既保

留传统风貌，同时注入现代活力是摆在每个建筑师面前的难

题。 11种可能 这些世界级的建筑师们提交了11份方案，展示

了他们对旧城区保护和再生模式的11种理解。 中国著名本土

建筑师朱锫在北京出生和成长，曾经在四合院居住过，所以

对北京的旧城改造尤其重视，长期以来也一直执著于对北京

城市的考察与研究。“我认为，中国建筑师在这个改造设计

中应该更具优势，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熟悉的城市



，我们更了解北京，观察和思考也可能更细致入微。作为中

国建筑师，我们其实也应该有所超越。” 在朱锫看来，北京

四合院街区的改造存在着死结，都是以迁走原住民为代价，

换取对四合院传统街区的保护，大多关注四合院街区的物质

形态，忽视其居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保护和延续。采取的手

段不是拆旧建高，就是拆旧建旧。对于这两种做法，朱锫都

持批判的态度。“拆旧建高，与传统的四合院街区不但在物

质形态上相距甚远，同时还彻底割裂了四合院街区的居住文

化和生活方式。拆旧建旧则是无视四合院街区今天真实的生

活状态，制造充满怀旧情结的虚假都市，使四合院街区失去

活力。” 由此朱锫提出了城市“起搏器”的构想。在他负责

的西四北二条胡同中有一些废弃的工厂，它们寄生于四合院

街区中，像一个个城市肿瘤。而他认为这些“肿瘤”恰恰是

可以激活的点。他设想把工厂改造成四合院街区中的公共空

间，既承担公共功能，还可以承担一部分居民的居住，从而

降低四合院的密度。由这些被激活的“起搏器”来带动整片

街区的活力。朱锫说：“这些大小不一、相对均匀分布在四

合院街区中的城市‘肿瘤’，可以被置换成传统街区中一个

个激活的点，具有城市‘起搏器’的功能。” 意大利ASA事

务所把一座工厂遗址改造成具有中国古典主义色彩的酒店，

在考察中提出了“新建筑要有力量，古建筑保护要彻底”的

口号。它强调的是西四北大街的“再生”，这是一个更复杂

、更社会性的概念，比纯物理的“改造”要深刻得多。史建

解释道，国内现在一提旧城改造就想到明清古街，“不见得

模仿、怀旧、一味和谐就万事大吉，事实上许多改造实例都

失败了。不允许新生力量进来，真正的文物又要拆掉重建弄



成假古董，我们不主张这样”。 西班牙Nred事务所的设计展

示了可再生系统的先进理念。首席建筑师王永刚表示：“这

个设计作品的波浪形的屋顶让人惊叹，他们在屋顶的材料里

编进制冷和光伏系统，阳光透过屋顶缝隙射下来制造的光影

效果也很迷人。”他认为，西四北大街的再生工程比上海石

库门风格的“新天地”改造工程要深刻得多“上海新天地的

改造以原汁原味的小修小补为主，而西四北大街的改造则将

注入新的建筑精神。” 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主持建筑师马

清运则提出了微创疗法，认为城市与生老病死的自然生命类

似。他认为“西四的空间是有病的，甚至已经死亡了，而其

死亡的内因是肌体内部而不只是外部的感官。对生命治疗最

好的方法就是让其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我们希望能够经过

最小化的处理，让其恢复自我再生功能。” 历史的再生 尽管

这11种方案目前还是11种可能，还未能进入操作实施阶段，

但它们代表了建筑师们对历史街区再生的新思考和新探索。 

历史街区的再生，已经成为近年来的世界性潮流，成功的如

东京、纽约、马德里、伦敦、米兰诸城市，通过将衰落历史

街区与当代创意产业的嫁接，实现了历史文化区域空间价值

的增值。 “北京旧城保护经过多年波折，现已成为官方和民

间的共识。到目前为止，北京旧城再生尚没有成功的模式。

”史建表示。在中国，历史街区的改造也在逐步展开。但在

大多数城市，改造不是推倒重建，就是把建筑全部仿造成某

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样式。例如一些曾经成为外国殖民地的城

市，因为尚保留有不少殖民地风格的建筑，规划决策者就要

求新建建筑必须带有殖民地时期建筑风格的特殊符号。 王府

井大街被改造成了纯粹的现代化商业街道，仅保留了一两个



历史文物作为象征性符号。1999年完成拓宽改造的平安大街

则被仿建成明清古街样式。但是，这条有“第二条长安街”

之称的主干道，由于“假古董”的嫌疑、严重的交通拥堵、

没有过街天桥、无法停车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关于其改造成

败一直存有众多争议。业内人士认为，全长7000米、平均路

宽30米的平安大街，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一个教训。决策者的

初衷是既想完善其交通功能，又想发展其商业功能，还想突

出其文化旅游特色。但最终的结果是3个问题都没有得到好的

解决，机动车道拥堵、人行不便、店铺生意冷清。 一位不愿

具名的业内人士道出个中原委，平安大道拓宽时，“北京市

的商业发展规划不是由主管部门说了算，而是由一些政府官

员，最主要的是由房地产开发商起作用”。“真正懂建筑的

人在北京的旧城改造中，一直是失语的。” 近几年，北京旧

城改造的状况有所好转，以西城区为例，着力发展的金融街

、西单商业中心区、中关村德胜科技园、西外旅游商务区、

什刹海传统风貌旅游区和阜景文化旅游街六大功能街区，已

经成为西城区的6张名片。 “北京的旧城改造已经进行了约20

年，可以说至今还没有完全找到一条既保护了古建筑，又同

时激发了街区活力的途径。现在，西四北地区的商业街再造

主要是指西四北大街的综合整治，初步思路是尊重旧城胡同

肌理、更新西四北大街原有商业布局、塑国际品牌商业街，

并将商业区域引入与大街并行的内侧，形成与胡同尺度相当

的、纵向的、复合的步行商业街区。”项目策划者表示。 “

就像针灸一样，只要找准几个穴位下手就可以，当这些‘穴

位’被刺激之后，就能激发整个身体。而城市和人体一样，

有自身的生长和自我调节功能，‘穴位’被激活后，将逐渐



重新焕发活力。”史建强调，这些要害的“穴位”并不仅仅

是一种建筑形式，更是一种关联的组织方式，体现的是政府

、建筑师、原住民、开发商四者之间的关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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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