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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城市建设的一个令人担忧的文化走向。千百年来风情各异

的许多景象不复存在，而经过再造的城市全都是似曾相识，

甚至“千人一面”。它们之间到底在哪些方面彼此一致，才

会有这般的雷同？细一想，可举十种： 一、功能区划分：最

流行也最简便的方法是按照使用功能重新分割城市，在市中

心造一个商业区和步行街，还有金融街、行政办公区、住宅

区、旅游风景区，以及什么文化长廊等等。这样一来，城市

原有的深厚而丰富的肌体被“解构”，全都变得生硬、单调

和乏味。 二、广场：一个城市一个大广场，无一例外。有的

地方连小小的县城也拆除民房，修建广场。这些广场修好后

大都闲置无用。夏天酷日暴晒，冬天寒风回荡。 三、罗马柱

：广场上必有喷泉和一排罗马柱。谁也不知这种舶来的罗马

柱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为什么偏偏都要造这么一排怪模怪

样的柱子。 四、高楼大厦：最雷同莫过于这些大家伙了。细

长的、圆柱式的、尖的、金的、纯玻璃的、带旋转餐厅的，

而且愈高愈威风，看上去全是“国际大都市”了。 五、住宅

楼：全国许多住宅都像是一个公司设计的，无论是多层的公

寓，还是单体的尖顶小房，全都一样，有的连名字也相同，

比如罗马花园或帝豪广场。 六、通透墙：起源于美国，美国

人自诩透明度高，连白宫也是铁栏围墙。于是被我们认为是

最现代的街景，并很快相效成风。那些改造完成的城市大街

两边全是通透的栏杆墙，里外大片绿草地。 七、烟花灯：一



种仿照烟花的装饰灯，从江南到塞北，无一座城市没有，到

处闪烁不停。 八、水泥树：用自来水造瀑布，用膨化塑料堆

假山，用水泥塑大树，喷上绿漆，到处可见。北方城市还常

常用水泥在街头造一棵大榕树或几株南国风情的椰子树。 九

、白瓷砖：全国各地尤其是小城镇的房屋差不多全用瓷砖把

外墙贴满，而且多为白色，有人戏称做“厕所砖”。 十、明

清一条街：现在每个城市差不多都有一条明清街，这种仿古

街原本与城市的历史无关，既没有历史记忆，也没有人文积

淀。灰瓦顶子红柱子，再挂几盏大灯笼，全是一个样，甚至

连里边卖的东西也差不多。 当然，上述的某些雷同，随着时

间有的可以渐渐改变。比如烟花灯过时便会不再用，水泥树

也可以拔去，假瀑布只要关上水门就行了。但那些千篇一律

的大家伙呢，至少要用几十年。 《第N城》：城市败笔 ●城

市之间在相互观摩、取经、效仿和攀比。而今，哪个城市可

能获得如当年梁思成对老北京城的评价“这是一座独一无二

的城市”？ ●景观建筑学与建筑学、城市规划在建筑界的地

位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景观建筑学在中国建筑界缺席，

是城市风格缺乏个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旧城岂可摧残 虽然今

天许多城市与以前相比已经日新月异，但在城市建设中对城

市的无知和不负责任的破坏、摧残，却是到处可见。英国文

物建筑学会指出，20世纪70年代发展的英国旧区改造所破坏

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

的还要多！我国文物保护界认为：从1982年始，我国先后公

布了99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但在古建筑保护与城市发展

的冲突中，牺牲的往往是前者。 1992年7月1日，矗立八十多

年的济南标志性建筑具有典型日耳曼风格，可与近代欧洲火



车站媲美的济南老火车站被拆除。起因是某官员说：“它是

殖民主义的象征，看到它就想起中国人民受欺压的岁月⋯⋯

那钟楼的绿顶子（穹隆顶）像是希特勒军队的钢盔。”照此

逻辑，号称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上海外滩建筑群不也应夷为平

地？1999年11月11日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市的千年古

城墙惨遭摧毁。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此为20世纪末恶劣

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之前，还有福州三坊七巷的建设

性破坏，贵州遵义和浙江舟山市定海的老街区被拆。2000年2

月，北京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命运引人关注，类似这样的明

清四合院维系着城市文明的起承转合，被梁思成认为是“世

界都市规划的无比杰作”。但主事者并不认为这栋拥有私人

产权的旧民居会比一间豪华厕所更有价值。 旧城改造的另一

问题是房地产开发的狂热。官员的盲目决策和开发商的算盘

，其作用远大于建筑师的专业蓝图。“拆”，成了使用频率

极高的公共语汇。保税区和开发区的建设使宁波的历史人文

资源损失了80％。旧城的破坏业已成为上个世纪中国城市建

设者们最短见的城市行为。历史的载体不是在教科书中，而

是在有质感有形体有生命痕迹的城市里。旧城被拆之后，宝

贵的文明传统被割断，新城市对未来表现得无所适从，只好

一味地抄袭，拆了又建建了又拆，无休止地折腾。 越来越多

的人现在发现了中国城市越来越相像：一样标志风格的连锁

快餐店、银行网点、五星级酒店；一样的马赛克、玻璃幕墙

；一样港式、欧风、新加坡模式的中不中、洋不洋的建筑。

建筑大师贝聿铭曾这样评论中国的建筑师：“他们尝试过苏

联的方式，结果他们对那些按苏联方式建造的建筑物深恶痛

绝。现在他们试图采纳西方的方式，我担心他们最终同样会



讨厌他们的建筑。”由中国第一代建筑师设计出的像南京中

山陵、上海中国银行大楼、紫金山体育场这样具有“中国现

代建筑”风格的作品是不多见的。当代中国建筑能贡献给人

类文化的究竟是什么呢？ 现在，每个城市都在大力兴建广场

和标志性建筑，为自己代言。标志性建筑的内涵应是城市历

史文化的积淀，反映出城市固有的个性风貌，可以存在数百

年而不改。可惜绝大多数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并不能成为其历

史文化的载体，或者说它只是把城市固有的文化消灭之后以

新建筑取而代之。以最新最高最现代的建筑作为城市的标志

性建筑，是目前中国城市建筑景观热中的一大误区。新建筑

之后还有更新的，因而标志性建筑也总在易帜。深圳上世

纪80年代看国贸，90年代看地王。一切都以时序和建筑的宏

伟来定。人说标志性建筑是城市的眼睛，我们的城市太像一

个急于追逐所谓的时尚而不惜一再动刀整容的小姑娘。中国

有上万座30层以上的大厦，300条以上的步行街，35个CBD（

中央商务区），每个城市都建有广场和地标建筑，这些基本

上是城市管理者们互相观摩、取经、效仿和攀比的结果。他

们需要不落伍，但付出的是“相似”的代价。在中国建筑界

盛传着这样的故事：某些建筑设计师到处竞标，不过是把自

己在一个城市的建筑方案略作规模上的调整拿到另一个城市

套用。假设我们的城市参评世界遗产（这倒是一个估算城市

价值的机会），哪个城市可能获得如当年梁思成对老北京城

的评价“这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 风头不宜乱抢 高楼大

厦也成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代名词。西安旧城中原有的建筑

以低层为主，市中心钟楼鼓楼城楼以及城外大小雁塔等均突

出于城市轮廓线上，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点。而今市内层出



不穷的中高层建筑破坏了传统的城市轮廓线，重要古建筑之

间的“通视走廊”受阻。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真的就是中国

现代化标志吗？绝不！建筑大师张开济以“标新立异、矫揉

造作、哗众取宠、华而不实”来形容时下流行的建筑风格。

全国已有近百家城市喊出“建立国际大都市”的口号。中国

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不少城市在为扩大市区人口规模不懈“努

力”着，几百万上千万市民也成了国际大都市的指标。殊不

知巴黎为缓解老城人口和就业的压力，花了三十年时间建了

五座新城才移出75万人；汉城花了七年时间才使其人口在全

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了4％。遗憾的是，在中国，像大连那

样“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城市并不多。 专家指出，景观

建筑学在中国建筑界缺席，是城市风格缺乏个性的重要原因

。在包括建筑、农林在内的所有学科中，中国的“风景园林

规划设计”硕士和“风景园林”本科专业目录于1997年被全

部取消。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十来年新办的建筑学专业起码有

原来的八倍多。建筑系教师们忙于弃教从业，培养出只视建

筑为造房子的蹩脚建筑师。事实上景观建筑学与建筑学、城

市规划在建筑界的地位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城市人居环

境中将技术（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

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融为一体的工作就由它

来完成。 但是，新的建设高潮在有限的旧城区内无休止地要

面积，欲望的扩张和对金钱的渴望窒息了建筑艺术。开发商

只管盖房子，大门口外的环境则往往无人投资。今天中国的

不少建筑师们只考虑个体如何出奇制胜，不管别人，更不谈

后来人，构成城市形体的建筑像时装表演，各显神通。北京

金融街建筑群，各唱各的调，杂乱相处。主体建筑超高68米



，大多数建筑放在一起看就是洋时髦加假古董。合肥自20世

纪60年代采取三叶扇形布局，是我国城市规划中好的实例；

但现在开发商追求高容率，中心老城区的容量受到过度的挤

压，若不控制也将前功尽弃。 旧城改造，还涉及到对文物的

复原重修。如果不是科学地对待那些古老的建筑，我们今天

就不可能看到完整的北京明十三陵的昭陵，颐和园的景明楼

、澹宁堂，居庸关的城墙城楼，广州光孝寺的钟楼，苏州瑞

光塔和河北赵州桥等古迹。但是，各地仿古建筑的大兴土木

，不惜以破坏城市生态为代价，则是一种“假古董”盛行的

恶习。近年来全国弥漫着一股人造景观热，能容纳千人以上

的人造景点建了千处以上，有的“假古董”单项投资就超亿

元，而国家每年下拨给750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专项补助

经费”总共只有1.3亿元。萧伯纳曾说：人类文化，一半为未

受教育者所摧残，另一半为饱受教育者所摧残。“假古董”

对当前城市的伤害也是如此。过多过滥的“世界公园”、“

民族园”、“老北京”、“三国城”之类的东西堆砌不出真

正的文化来。在现代超高层建筑上加几个古典亭子，在不伦

不类的大拱券高楼上加个城门楼，在现代城市主干道上新建

成批的大屋顶楼房，这类复古风也是对中国建筑传统的误解

和滥用。没人会以为北京西客站1800吨重的大亭子是中国特

色。 地铁造价奇昂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是四个已有地铁

的城市，尽管它们的地铁运营总量远未挖掘分流公共交通的

潜能。深圳以雄厚的财政实力与特区窗口的功能，争得了地

铁项目；南京也搭上了20世纪建造地铁的最后一班车。青岛

、重庆、沈阳、成都、武汉，是紧随其后的幸运儿。郑州、

大连、长春、哈尔滨、鞍山、佛山、杭州、乌鲁木齐、苏州



、西安、兰州、昆明，属于地铁前途未卜城市。近二十年来

，二十多座城市为地铁项目能否上马争得头破血流。尽管有

的曾被否决，但都并不气馁，继续申报。 地铁是世界上最昂

贵的交通补丁。你的城市能否养得起地铁？以每公里造价计

，北京地铁地面路段造价为3亿元，地下部分造价5亿元；上

海一号线平均造价4.4亿元（1992年价格）；上海二号线平均

造价7.7亿元；广州一号线平均造价6.87亿元（另一说是7.8亿

元）；广州二号线平均造价4.91亿元（另一说是5.3亿元）；

深圳地铁一期工程平均造价5.44亿元；南京地铁南北线一期工

程平均造价4.15亿元。成都地铁预计造价4亿元这只是成本价

。地铁真的开起来，钞票不是哗哗地往内流，而是往外流。

地铁单凭客流运营收回成本在全世界没有先例。北京市政府

以往每年用于地铁的运营补贴接近10亿元，近几年每年还少

不了5亿元的补亏。广州地铁一号线2000年运营亏损2500万元

，2001年的运营成本达2.3亿元。在发挥想像力后，广州地铁

才敢把地铁脱贫期定在二三十年之后。 中国城市对地铁的要

求首先体现在长度上，几乎所有地铁城市都在实施一期工程

之后一发不可收拾，竞相修改了原本批准立项的地铁的长度

。目前中国对地铁有“企图”的城市，尽管一号线的长度都

在25公里以下，但城市地铁总长度规划没有一个在100公里以

下的。要知道，从1863年修到现在的伦敦地铁也不过461.6公

里，而始于1900年的巴黎地铁也只有200公里长。中国城市对

地铁的期待很高，这与地铁能改变、带动和牵引城市的未来

发展格局有关。有了地铁，没有不热的房地产，整个城市都

得以提速。没有地铁，不算是大城市中国城市这么想着。一

个有地铁的城市，人气最旺的地方必定是地铁了。如果说城



市的本质是拥有一个矛盾、庞大、流动、充满可能性的精神

空间，那么地铁便是绝佳的城市标志。 世界上的大都市想要

提速，拥有成熟与完整的轨道交通系统是终南捷径。但是，

“出轨”需要钱。德国的做法是：各城市的地铁与轻轨建设

资金60％出于联邦政府，其余由州、市政府承担。巴黎的做

法是：地铁建设资金40％来自中央政府，40％由大区政府提

供，另外20％由巴黎地铁公司自筹解决。香港的做法是：政

府划拨沿线土地给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和

商务经营方式获取资金，政府为支持地铁建设认购了约85亿

港元的公司股份。目前在中国内地，地铁的造价多则8－9亿

元/公里，少则4－5亿元/公里。那些正为地铁争得头破血流的

城市，有没有认真想一想：你的城市如何筹集这么多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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