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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人

口已占总人口的8090％，甚至95％以上。我国的城市数量近

十余年来增长很快。1994年底，我国设市建制的城市已达622

个。在这种形势下，近十余年来，对城市的研究也就成为热

门课题。 一、城市地方学研究 在我国的兴起城市科学是一个

多学科协同研究城市的学科群，它兼具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两方面的特征。除传统的城市规划学与城市建筑学外，研究

城市的学科还有城市历史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城

市管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环境学、城市工程技术学

、城市人口学、城市美学、城市法学、城市政治学、城市旅

游学、比较城市学、古都学等。这些都是从城市的某一侧面

入手，对城市进行分科研究。 而对城市的综合理论研究，则

称为综合城市学或城市学。早在1985年，钱学森先生就指出

：“城市学是研究城市本身的，它不是什么乡村社会学、城

市社会学等等，而是城市的科学，是城市的科学理论。”（

注：钱学森：《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想》，《城市规划》

，1985年4期。） 以上所说，都是以城市总体作为研究对象的

。而我们所说的城市地方学，是以具体城市为对象的一种综

合研究，它涉及到某个城市的所有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具

体地，我们可以称为西安学、南京学、北京学、上海学等等

。而这些西安学、南京学、北京学、上海学⋯⋯，形成一个

集合群。这个集合群，我们统称之为城市地方学。 近年来，



各个城市都很重视对自己城市的历史、地理、开发建设和旅

游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出版的各类著作如雨后春笋。如

北京，除出版了大型的《北京历史地图集》，还出版了十卷

本《北京通史》。其它诸如《北京史苑》、《北京文物志》

等，数不胜数。南京出版了蒋赞初先生的《南京史话》，以

及《可爱的南京》系列丛书。洛阳早在80年代即已出版过《

洛阳历代城池建设》一书。西安正准备出版大型的《西安历

史地图集》。当然，各个城市的各类著作不胜枚举。我们仅

此说明，关于对城市的个案研究，在全国已经形成气候，处

在“涨潮”阶段，提出进行关于城市地方学的系统研究，时

机已经成熟。在这方面，上海是走在全国前面的。上海成立

了上海研究中心，1992年举行上海建城70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

，同时举行了关于上海研究的图书展览。该展览展出的图书

，种类之多，内容之丰富，堪称首屈一指。1991年出版的《

论上海研究》一书，所收论文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上海研究学术史的回顾、总结，以及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

；二是开展上海研究的意见和一些将要进行的研究计划的说

明；三是有关上海研究的若干专题的论述；四是关于上海研

究与上海地方志之间的关系。（注：黄美真主编：《论上海

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二、城市地方学建

立和发展的基础 城市地方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是城市的个性

。一般地说，城市都有共性，但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在地

理科学中，城市属于聚落地理学的范畴。 “聚落原来包括人

类居住的房屋、街道、水域、房屋间空地和广场，以及和居

住地有关的事物等。但是后来则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行政意义

的事物。”（注：张文奎：《人文地理学概论》，东北师大



出版社，1988年版。）聚落反映一个地区的面貌特点。城市

聚落则是巨大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心，或是政治活动中心。

因而，城市聚落是在它所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一个集中代表

，它也就具备了强烈的个性。 我国的首都北京，800年来为我

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它又位于我国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上，

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理想之地。北

京800多年首都和陪都历史，仅仅有明一代和北洋军阀是汉族

政权，其余都是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

权。汉族政权总共220多年（不算建国后）。换句话说，金銮

宝殿上的交椅，只有明朝的十几位汉族皇帝坐过，其余都是

少数民族坐唱主角。但汉族深厚的文化基础与少数民族文化

的融合，构成了北京的文化特色，造就了北京城这部伟大的

杰作。 “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最伟大的单一作品。这座

中国城市，设计成帝王的住处，意图标志出宇宙的中心。这

座城市十分讲究礼仪程式和宗教思想，这和我们今天毫无关

系。然而在设计上它是如此光辉灿烂，以至成为一个现代城

市概念的宝库。”（注：（美）培根等著，《城市设计》，

黄富厢等译，中国建工出版社，1989年版。） 南京的个性就

与北京有很大的不同。南京城位于滨江依山的南京盆地上，

城内城外，大江湖泊，与城市融为一体，城垣也是弯弯曲曲

，极不规整。在文化上，它南北兼容，加之几次北民南移，

填充城内外，民情风俗，也是南北兼而有之。当然，在城市

舞台上，两座城市扮演的角色不同。 “高皇帝定鼎金陵，文

皇帝迁都金台（今北京），则跨江河南北而各为一大都会。

盖天下财富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

台为其枢。并建两京，用东南之财富，会西北之戎马，无敌



于天下矣。”（注：《日下旧闻考》卷五。） 这是明代南北

两京之形势与特色。明万历十三年（1595年），利玛窦到达

南京，“认为南京是全世界最美丽、最伟大的城市，比他所

见过的所有欧洲城市都好。”（注：陈正祥：《中国文化地

理》，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 陈正祥在中央大学当学生

时，数度登临南京城，认为它雄伟气派，“不但是全国最大

的城，而且城墙也最长、最高、最宽和最坚固”。（注：陈

正祥：《中国文化地理》，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版。） 国外

城市，个性也很明显。美国首都华盛顿，虽然面积仅有170多

平方公里，但中心政治区，即国会山与白宫之间，极富特色

。“作为Mcmillan规划的结果而建成的华盛顿是一座美丽的

、使人乐而忘返的城市”。“从白宫看，可以俯瞰一长段波

托马克河的一派辽阔景象。而从国会看，则是掠过广阔的河

面水域构成的前景，纵览弗吉尼亚的山丘。华盛顿中心的两

条轴线，与河道交会点的设计的几何形是成角形的，若不把

它看成用地与水的综合设计，那就会显得不完整。”（注：

（美）培根等著，《城市设计》，黄富厢等译，中国建工出

版社，1989年版。）华盛顿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国会山前的

林荫大道，？00米，长达3公里，令人赞不绝口。但遗憾的是

，后来用林肯纪念堂阻断了国会的视线与景观，白宫的视线

与景观也为杰弗逊纪念堂所阻断，使动态的开敞的空间变成

了静态的封闭的空间，运动的波托马克河被挡在了中心空间

的外面。 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在不断

飞逝的彩云下，一幅平面如飞机形的城市，展翅欲飞。这动

态的画面，仿佛是巴西人民奋发前进的精神写照。机头是三

角形的三权广场，象征三权是分立的。而飞机的机身，从三



权广场到西端的广播电视大楼，宽250米，长达8公里，既是

世界最大的花园式广场，也是举世无双的“宽街”。三权广

场的地面略高于周围地段，而总统府和最高法院的建筑轻盈

婷立。两院大厦好象明月金轮，外交部周围是宽阔的水面，

宛若“水晶宫”，国家剧院如金字塔，京都大教堂如罗马教

皇的帽冠⋯⋯它们各具风采。一片宽阔的水面如张开的双臂

紧紧拥抱着大半个城市。这里一幅醉人的图画，使人陶醉在

诗一般的意境中。“巴西利亚是一个伟大国家独一无二的首

都”。（注：（美）培根等著，《城市设计》，黄富厢等译

，中国建工出版社，1989年版。） 堪培拉的规划图则作

于1912年，规划师格里芬将自然等特征黑山、埃斯里峰、国

会山、人工湖（由河道改造而成，今称格里芬湖），转化为

城市的系统要素，将政府、商业、教育、娱乐、住宅等功能

性的运动系统有机地组合在一起。道路系统避免了令人生厌

的锐角。而几个主要节点，四个是六边形，三个是八边形，

而国会山是九边形（注：（美）培根等著，《城市设计》，

黄富厢等译，中国建工出版社，1989年版。）。堪培拉是一

座花园城市，全城几乎没有围墙，到处是碧绿繁茂的树木和

五彩缤纷的花园，市郊也有许多开阔的林地和公园，绿地面

积占了全城的85％。 综上所述，几个城市的地理、历史、平

面布局、文化氛围各不相同，个性殊异。如果都是千篇一律

的城市，则城市地方学的研究缺乏基础。城市强烈的个性，

是城市地方学建立和发展的基础。 三、城市地方学研究的方

法与内容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

法来研究城市地方学。 一座城市的产生、发展，有的最后消

亡，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有地理的、历史的、人文的许多



因素。分析它的各项因子得出地方学研究的目的。城市地方

学的研究，要借鉴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的方法

，但也不能囿于它们的框框，要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但是

，和任何一门新学科一样，它的建立和完善要有一个过程。

我国现代考古学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开始朦胧、发展，至今

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尚争论不

休。 城市地方学的建立和发展，赖于全国学术科学舞台上立

足，“必须形成比较明确的研究对象，创立独立的研究体系

，完善自己的学术理论，形成稳定的研究力量，推出有影响

力的典范之作，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注：黄美真主编

：《论上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城市地

方学的研究，要以具体的城市为对象，例如偃师学。对偃师

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仅从古都方面看，偃师是不是“七

朝古都”？武王“息偃戎师”为什么选中这儿？偃师与洛阳

的关系，包括古代和今天。偃师发展历程对中国历史的发展

影响等等，都需要对偃师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研究，探讨规

律，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理论的和实践的依据。城市地方学的

研究必须从具体的演绎升华到理论的综合。 以上的初步探讨

很不成熟，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来，愿与城市科学的同仁共

同切磋。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华大地上，城市地方学

如雨后春笋，处处破土而出。除前面已经提到的还有洛阳学

、开封学、安阳学、杭州学、广州学、兰州学、青岛学⋯⋯

等等。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使城市地方学形成一支浩浩荡

荡的学术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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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