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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BB_E8_89_B2_E8_c57_613385.htm 近来，广州因首次公

布色彩规划方案，建议主色调定为黄灰色，并广泛征求公众

意见，结果引起很大争论。有报道称，广州市民对主色调定

为黄灰色感到很茫然，而有些专家则表示色彩规划没有太大

必要，建筑色彩应该因地制宜；而官方解释三大争议的焦点

：主色调不等于单一色、黄灰色不等于全城一色、建议色不

等于强制色，并解释选黄灰色为主色调的理由，主要是黄灰

色在广州分布最广；更有意思的是，媒体还爆出档案馆史料

显示广州市国内最早确定城市色的城市，72年前就曾定黄色

为市色。 主色调问题是比较专业的问题，我也很难发表有建

设性的意见，但总觉得将一冷一暖的色调同时定为主色调似

乎并不太妥。有筑专家建议黄白为主色调、红绿为辅色调，

我觉得这个意见会比较合理，这样可以避免因“撞色”而导

致整体色彩的不协调，消除“陈旧”和“不舒服”的感觉。 

其实，我并不想参加城市色彩的讨论，我甚至觉得完全没有

必要将这么专业的问题，交给完全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市

民来讨论的必要。如果，规划部门够专业和够权威，应该完

全有能力为广州市民作主。当然，我还是为规划部门尊重民

意的做法表示感谢，至少市民也可以在一些城市色彩这些表

面的问题上，发发议论、表表态度，享受一下“民主”的权

利和义务。 然而，我觉得影响广州城市规划的关键，应该并

不是这些表面的色彩问题，而是深层次的规划格局、格调和

风格等方面的问题。我在2000年2月曾写过一篇名为“再现广



州的岭南风采”的文章，但在当时并为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

的重视与关注，现在看来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文抄录

如下： “回顾广州的建筑史，除了一些古老的塔庙、寺院外

，历史久远、又很有名气的建筑并不多，比较有名的建筑物

大多是近代兴建的。比如：中山纪念堂、中山大学、市府大

楼、海关大楼、爱群大厦、南方大厦、海珠桥，还有西关的

大屋、东山的官邸、沙面的洋楼，以及繁华闹市的”骑楼“

等等。 如今，这些建筑有些已被拆除或改建得面目全非，有

些虽已破旧但昔日的姿采仍依稀可辨，有些经过翻修或重建

风采依然不减当年。 正是这些近代建造的、别具一格的建筑

，构成了广州独特的岭南风采，形成了一种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中西合璧、推陈出新的建筑风格。但是，这种岭南风

采和建筑风格已经或正在逐渐消失。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

之前，广州市的新兴建筑可谓乏善足陈，标志性的建筑更是

屈指可数。只有27层的广州宾馆和33层的白云宾馆较为出名

，还是沾了广交会的光而成为当时的全国之最；再就是东方

宾馆、交易会、华侨新村和人民桥，此外好象没有什么可圈

可点的建筑了。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的城市建设可以说是

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硕果累累：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

、花园酒店三家五星级宾馆各具建筑特色；63层的广东国际

大厦、81层的中信广场和世贸大厦等高层、超高层建筑独领

风骚；海印大桥、广州大桥、江湾大桥、解放大桥、鹤洞大

桥，还有华南大桥彩虹般地飞架南北；新开辟的天河小区建

有体育中心、购书中心、天河城、中信广场、时代广场、火

车东站及车站广场等设施，已基本形成新的广州市中心；地

铁、内环路、外环路这些跨世纪的大型交通项目，正在不断



改善广州市的交通条件；东湖新村、五羊新城、珠江新城以

及近年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生活小区，为广州市民安居乐业提

供了良好的居住环境。 然而，巨大的城市变迁对广州旧有的

岭南风采和建筑风格却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和影响，而现代的

建筑又因缺乏个性与特点未能形成新的格调和风采。现在，

广州的现代建筑很多是从国外和香港照搬过来的。这种”拿

来主义“也并不是不好，但如果在”拿来“的同时，也能象

过去那样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西合璧、推陈出新的

方法，形成与众不同的岭南风采和建筑风格，那就更好了。 

北京的现代建筑大多被加上了一个大屋顶，这一做法尽管遭

到了许多批评，但却对保持古都风貌颇有助益，并成为当地

建筑的一大特色。苏州的园林是十分出名的，但若没有建筑

风格上的配合，也会黯然失色；苏州的建筑不仅在造型方面

很有特点，白墙黑瓦的色调运用也十分独到，而且许多现代

的建筑也仿照这种格调来兴建，使苏州的特有的建筑风格可

以保存并延续下去。 广州的城市建设能否也借鉴一下其他城

市的这些做法，使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风格得以保留、继承

和发扬，从而再现广州的岭南风采。例如：颇具地方特色的

”骑楼“，能否在新建的繁华闹市中用现代化的方式保留下

来，这样既可适应南方日晒多雨的气候特征，又有助于形成

岭南的建筑特色。再比如，广州现在的高层建筑大多戴了顶

尖帽子，这当然也可视为一大特点，只是有些不伦不类。而

采用中国传统的瓦顶建造的高层建筑却极为罕见，即使是瓦

顶也多为泊来品，而非国产货。反而象中山大学那种颇具民

族特色和岭南风格的红墙碧瓦式建筑，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继

承和发扬。 能否在广州的城市建设中走出一条新的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中西合璧、推陈出新的路子？能否将广州早期

形成的建筑特色在现代建筑中加以继承和发扬？能否再现广

州的岭南风采？这些问题亟待我们思考和解决。” 本来，“

中空”的战略使我已经对广州的规划和恢复再现岭南风采彻

底失望了，但现在“中调”的战略又好像使我对此看到了一

线希望。希望我们不要再犯像当年拆除中山五路商业街而又

无法重建那样愚蠢的错误了；也希望我们不要再在“修旧如

旧”的招牌和幌子下将广州岭南建筑和文化的积淀彻底清除

。我最近看到北京南高第街一带都被刷上了“拆”的大字，

感到十分不解和不安，难道广州的官员和商人就容不下这样

一条旧街吗？我也曾陪著名的行为艺术家舒勇察看六榕寺后

面的两条旧街道的改造工程，当他见到传统岭南风格的街区

和民居被善意地毁坏，许多文物级的建筑被粉刷和装潢一新

，却还被美其名曰为“修旧如旧”，他十分气愤和无奈，他

说：这种做法就跟把千百年的旧铜器打磨一新的做法一样愚

蠢，他十分期望也十分愿意为保留岭南街区和民居做些事情

。 可能说得有些离题了。总之，我是希望广州的规划部门不

要总是做些表面文章，广州的城市规划一直是比较滞后和落

后的，常常是规划赶不上变化，要在观念、思想和方法上加

以改变，才能为广州城市规划出美好的未来和远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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