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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F_9D_E2_80_94_E2_c57_614539.htm 嘉宾： 王受之（建

筑设计理论家）王军（《城记》作者、新华社记者） 在8月20

日刚刚闭幕的“墙：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展览会上，艺术

家王劲松的摄影作品《百拆图》，最形象不过地描绘了城市

中工地的现状。作为对城市规划和建设问题的呼应，最近不

少出版社推出了一些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方面的图书。其中

，译林出版社引进的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作《美国大城市的

死与生》，最为引人注目。简雅各布斯力主城市的多样化，

认为街道建设应该做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界限清晰”。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花生文库建筑馆丛书”则推出了《梁陈

方案与北京》、《建筑师不是描图机器》、《林徽因讲建筑

》和《走向新建筑》等7本建筑类书籍。 两年前，因一本展

示“北京城的沧桑瞬间”的《城记》而声名大噪的新华社记

者王军，近日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坦言，写《城记》是受上世

纪90年代初杨东平撰写的《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

》启发，并以此感慨“梁陈方案”参与者陈占祥一生“壮志

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城市共命运的意义。”王军还与

前不久推出《建筑的故事》的建筑设计理论家王受之，围绕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向笔者说出了他们的“大城

市观”。 简雅各布斯颠覆了以前的城市规划理论 问：上世

纪60年代初，针对美国大规模改造城市运动，美国记者简雅

各布斯推出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批评了当时城

市建设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最近译林



出版社引进出版了这部著作，请问两位读了这部著作后有何

感想？ 王军：这本书第一章前三节全是谈人行道的，我读了

特别感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非常非常伟大，简雅各

布斯是我非常敬佩的记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

与今天的中国城市一样，都是“拆”字当头。1959年，简雅

各布斯撰写了《市中心区为人民而存在》；两年后，她推出

了这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几乎颠覆了以前的城市规

划理论，今天的许多规划大师就是读着这本书进入专业门槛

的。 王受之：严格地说，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城市规划，而是

“城市学”著作，它专门研究城市和文化、经济等要素的关

系。 社会矛盾被推土机越碾越多 问：今天的中国城市也正处

于大发展的阶段，阅读这本书对我们是不是有很多启发？ 王

军：是的。今年3月到4月，美国规划协会邀请我去旅行采访

，我看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城市更新运动所导致的严

重后果，正是简雅各布斯在她的书中所批判的“只是把贫民

窟搬到了郊区”。郊区大规模的贫民窟里是清一色的贫民，

他们失去了简雅各布斯所论述的城市多样性的生存环境，失

去了大量简单就业的机会，只有面临更大的困境。贫困被“

世袭”下去了，这是很大的社会灾难，是需要中国城市引为

借鉴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还带有十分强烈的《美国大城

市的死与生》诞生之前，即1961年之前的那个美国时代的特

色，城市问题似乎只是一个物质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问题

，于是希望用推土机来解决社会问题，结果社会矛盾却被推

土机越碾越多。 王受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现代城市

规划，规划最基本的是要讲物理合理性，要考虑交通网络和

水资源等众多问题。“城市学”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



规划。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视野，不过这本书在西

方只是众多“城市学”作品中的一本而已。 城市规划应该立

法化 问：如果我们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看作是发达国

家城市建设的一面镜子，那么你们认为，目前国内城市规划

不尽如人意的症结在哪里？ 王受之：重要的还是规划的持续

性。纽约的城市规划做得很早，但这么多年变化很慢，就是

因为它是专家做出来的，之后通过议会立法确认。专家立法

保证了延续性。而我们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往往是行政官

员负责制，这造成了“补丁城市”。所以，规划应该立法化

。 王军：现在许多城市要消灭“城中村”，这正是简雅各布

斯当年所批评的美国现象，而这一中国注脚还有一层含义：

“城中村”正是廉价劳动力的聚集地，正是中国城市竞争力

的蓄积地，如果拆得这个城市只剩下所谓“高素质人口”，

它还会有竞争力吗？当然，并不是说，“城中村”所存在的

问题就不应该解决，关键是，所谓的物质问题的背后是非物

质的，我们必须回到简雅各布斯的视角上来。 也许北京的“

胡同四合院”系统是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问：在《美国大城市

的死与生》中，简雅各布斯是支持“大城市”发展模式的，

但反对者们认为，人口超过50万就容易导致交通堵塞、环境

污染等众多“城市病”，你们怎么看？这一争论对北京等一

些大都市的城市建设有什么启示？ 王军：英国著名城市规划

学家阿伯克隆比爵士，在1944年针对伦敦的交通拥堵、环境

恶化等问题制定了大伦敦规划，立足伦敦所在的区域，发展

一系列新城，使其具备就业条件，有机疏散伦敦的城市功能

，这个规划获得了巨大成功。大伦敦规划之后，“有机疏散

”成为显学。但在上世纪美国的西部，却出现了疏散过头的



现象，人们成为汽车的奴隶，对油价的涨落异常敏感，城市

运行的成本居高不下。面对这样的情形，以简雅各布斯为代

表的一派提出，城市应该紧凑（compact）地发展。可主张疏

散的学者反驳道，难道每家每户希望有一个后花园就不是人

性的要求吗？ 我想，也许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系统是一个

最佳的平衡点。四合院多是一层的平房，它是连排的，是零

地界，是院挨院，能盖房子的地方都盖了房子，没有被浪费

掉的土地，而且还保证了日照。 梁思成、陈占祥是有机疏散

学派的推崇者，但他们并非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汽车城市，他

们强调的正是建设一个不引发严重交通问题的城市；另外，

我在看“梁陈方案”时，看到这样的表述，即如果大面积拆

迁古城，“在迁移的期间，许多人的职业与工作不免脱节，

尤其是小商店，大多有地方性的\老主顾\，迁移之后，必需

相当时间，始能适应新环境。这种办法实在是真正的\劳民伤

财\。”这让我深深感动，两位学者关注的正是大规模拆迁中

的民生问题，以及这种拆迁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而这正是简

雅各布斯的立场。 老社区是安全的 问：简雅各布斯在城市规

划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她批评当时的城市规划精

英们无一例外都是政府大规模投资项目的“奴仆”。但是，

她的言论也遭到了一些人的非议。1962年，刘易斯芒福德在

《纽约人》上以“雅各布斯大妈治疗城市癌症的家庭药方”

为题，进行回击。在芒福德眼里，简雅各布斯不过是一个家

庭妇女罢了。对此，你们怎么看？在城市规划中，如何才能

体现“以人为本”？ 王军：其实，真正使用城市的是妇女，

是她们在真正关心下水道是否堵了，自来水是否干净，公园

怎么样，孩子是否安全？而男人们则是白天挣钱，晚上睡觉



，他们是很难像妇女那样细致地感知城市的。一个小孩子走

上社会的第一步是踏上人行道，他一上人行道就会知道这个

城市对他是否友好。简雅各布斯是孩子的母亲，她是把自己

的腿放到街道上来感知城市的，她如此敏锐地提出了“街道

眼”（streeteye）的概念，论述为什么老社区是安全的，因为

邻里有着正常的交往，有着对社区的强烈认同。 王受之：应

该说，适合人居住的是中等城市，因为大都市很难做到“以

人为本”。城市一扩大，就会产生交通、物流和分配方面的

问题。现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是温哥华、西雅图、巴塞罗

那等中等城市。 实现宜人化，必须预留足够的公共空间；在

规划和建设时要意识到方格的街道是不宜人的，而像北京后

海那样弯曲的有机布局才是宜人的；还要注重对文物的保护

，因为城市不仅仅是住人的，还是历史的载体。 链接 《梁陈

方案与北京》 梁思成 陈占祥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出

版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

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史称“梁陈方案”。它

的内容，不是反对拆城墙那么简单狭义，而是包含了世界上

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本书收录了这份建议书和梁思成致

周恩来、聂荣臻的信，以及其他评论文章。 《建筑师不是描

图机器》 陈占祥等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第一版 本书

是由陈占祥自己撰写的文章、口述、亲朋好友的回忆，以

及1957年“反右”时期陈占祥的文章和对其批评文字的摘录

组成，还配有大量陈占祥的生活照片，使读者可以形象地认

识一个热爱祖国的城市规划师命途多舛、曲折丰富的一生。 

《作文本》 张永和著 三联书店 2005年6月第一版 作者张永和

是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负责人，也是年底深圳首届城市建筑



双年展策展人，9月即将就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这本书收录了张永和过去20年在《读书》刊物谈“文学与建

筑”和“文学与空间”等的精彩文章，编选标准是“脱离了

建筑的线索也能提供阅读愉悦”。 《大转折解读城市化与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 周牧之主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5月第

一版 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背后隐藏着许多制度和发展模

式造成的结构性矛盾。由中国和日本两国负责制定经济政策

的高级官员、政策研究者组成的执笔者们，在本书中不仅总

结了现行中国发展模式的特征和问题所在，而且对如何构建

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提出了系统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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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