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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6_E7_95_8C_E7_c57_614917.htm 11月23日，“新江南

水乡国际论坛”在江南古镇朱家角举行。以此为标志，青浦

区以朱家角古镇为重点，正式全面启动古镇古迹保护开发。

罗伯特斯特恩、尼古拉斯米之林、矶崎新、甘德松纳、葛利

马、郑时龄、阮仪三、马清运等十几位来自美、日、法、意

和中国的著名建筑师和规划师齐聚青浦朱家角，就新江南水

乡的开发模式、建筑创作等主题畅所欲言。 郑时龄(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实验性与先锋性要与时代

性与本土性相结合，从而在城市化过程中，应对建筑文化国

际式冲击，保护并发展中国城市建筑特色。阮仪三（同济大

学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江南水乡古镇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资源。老的

江南水乡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个规划出来的，而是千

百年的文化积淀慢慢形成的。同样“新江南水乡”也不是请

专家做一个规划就能搞出来的，不能急于求成。这次担任评

委，就感到大部分设计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江南水乡是怎么回

事，但是青浦做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的，起到了很好的导向

作用。矶崎新(日本著名建筑师): 目前中国的许多建筑学西方

，大致是三种模式即：“曼哈顿模式”、“拉斯维加斯模式

”和“迪斯尼乐园模式”，这和许多决策人士有留学美国和

访问美国的背景有关。我之所以对“新江南水乡”这个命题

感兴趣，是认为这是中国建筑规划新的思考的开始，思考自

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性。虽然这次看了许多参赛作品，还



是感觉到没有找到很有说服力的作品。但这是一个很好的探

索的开始，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方向。中国不少城市的建筑发

展存在着盲目崇拜美国文化的现象，这次新江南水乡论坛则

是中国人如何运用自身文化、对中国现代建筑如何发展新思

考的开始。罗伯特斯特恩（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创造

是需要有理论的，不能随便乱来，需要细致地观察。我提醒

大家不要太强调建筑的形式，要注重实际需要的空间和本地

的文化特色，建筑师不应该关注短暂的时髦，时髦永远在改

变，而建筑和城镇是长远的。 “在古老的环境下，结合当地

文化，做城市的建筑。” 同济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阮仪三教

授是“新江南水乡国际论坛”的最后一位发言者。他说，“

新江南水乡”的“新”，指的是时代特色，“江南”指的是

地方特色，“水乡”可以理解为这个地区里人与水的和谐相

处。中国江南水乡古镇的保护要坚持永续发展的道路，整治

历史环境、提高旅游品质和改善居住环境，三者缺一不可。

美国耶鲁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罗伯特斯特恩与法国凡尔赛建筑

学院院长尼古拉斯米之林，在水乡建筑设计理念上不谋而合

。他们通过各自所实践的案例，诠释了地方文化与自然环境

和谐共生的理念。米之林的一个比喻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建筑设计就像是水中的玻璃杯。透明的杯子既折射四周，又

与所处环境相互融合。”据悉，米之林的建筑与规划事务所

目前承接了青浦区大淀湖的景观规划设计，他们正实践着上

述理念维持运河入湖口、老水闸、芦苇荡等当地自然环境， 

“我们要在古老的环境下，结合当地文化，做城市的建筑。

”据统计，1949年以来上海建造了大约4.7亿平方米的住宅，

另外还有2亿平方米左右的其它建筑。伴随着全球化的影响，



中国不少城市也进入了再城市化的时期。新江南水乡的规划

发展正是如此。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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