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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摘要： 关于城市的界说之一，是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

斯。芒福德的名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

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

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

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

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 关键词： 建筑文化 城

市建筑 中国现代大都市的形成主要源自两种不同的历史：一

些口岸城市如上海、香港、青岛、大连等，在殖民统治或租

界时期，主要是在外国人的管理下形成的今天的城市格局和

面貌；而内地的历史文化古城，如北京、南京、西安等，主

要是在近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建设和

改造，形成的今天的城市面貌。 作为新中国首都，北京成为

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

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

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而发生在北京的

事往往是具有全国性的。 北京和南京采集者退散 虽然在许多

地方，北京和上海最显著地形成一种对比；但在城市建设和

规划上，最具有可比性的却是北京和南京，它们是两个时代

分别由中国人自己规划、建设的国都。 1927 年国民政府迁都

南京后，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

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于1929年底完成

并公布的这一计划，包括史地概略、人口预测、中央政治区



、建筑形式、道路系统、水道改良、交通管理、铁路与车站

、港口计划、飞机场、自来水、电力、住宅、学校、工业、

浦口建设、城市分区、实施程序、款项筹集等许多方面。按

照《首都计划》，南京城明确分为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如

中央政治区、南京市行政区、公园区、住宅区、商业区、工

业区等，这是我国按照现代城市规划的理念，按功能分区进

行城市规划的最先尝试。如何设置首都的政治功能是该规划

最核心的问题之一。起初，也有仿照柏林、伦敦之例，在南

京城外另建新都的设想，因费时耗力，未予通过。规划确定

的是在中山门外、紫金山南麓新建中央政治区。 在规划和城

市建筑风格的指导思想上，《首都计划》称其主旨是“发扬

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城市建筑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

，“以中国之装饰方法，施之我国建筑之上”（罗玲《近代

南京城市建设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沿街

的重要建筑，均为传统大屋顶的民族样式，如财政部、励志

社、兵工署、中央博物院等。出现了一批现代宫殿式建筑，

如南京大学教学楼、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楼等；以及一批在实

质上融合中西的优秀建筑，如中山陵音乐台、军区总医院、

江苏省美术馆、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由于1937年抗日战争的

爆发，该规划的不少内容未能全部实施，包括中央政治区的

建设。但现代南京的城市格局、城市面貌基本是由这一规划

奠定的，今日南京浓荫匝地的城市道路，鼓楼、新街口的环

岛式街心广场，都是在那时形成的。来源：www.100test.com 

与南京相似的是，五十年代初新中国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

也是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建筑家进行的，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也

是中央政治区的设置。出于保护古都文化的考虑，梁思成、



陈占祥按照按功能分区的规划思想，提出在旧城之外的公主

坟一带另建中央行政区的方案，遭完全否定。当时之否定另

建新区，除经济能力不足的直接原因，也有坐拥皇城的心理

，以及视旧城为封建遗留，需要加以“革命”和改造等意识

形态方面的深层原因。随着大规模拆毁城墙、城楼、牌楼，

在旧城区内对王府、坛庙、名宅等“废物利用”，见缝插针

地兴建工厂、机关、学校，北京古城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

化。 五十年代确立的以旧城改建、扩建为中心的思路一直延

续至今。对二环路以内旧城的超强度开发，致使人流、物流

、车流向内城过度集中，造成严重的住房压力、交通拥堵、

空气污染等问题。它被恰当地定名为“破坏性建设”。其实

际效果，就建筑面貌而言，吴良镛先生总结为“好的拆了，

滥的更滥，古城毁损，新建凌乱”（吴良镛《城市规划设计

论文集》，燕山出版社， 1988年）。虽然建立功能分散的、

多个城市中心的意见始终不绝，但北京仍以“铺大饼”的方

式迅速扩张。近年来在近郊已经建立了若干个规模巨大的新

居民区，然而，那些拥有几十万人口的新区却并没有建立和

发育城市的功能，居民们仍需长途跋涉，到市中心工作和活

动。 今日北京发展的事实已经回答了当年的争论。城市轮廓

线东起高碑店，西至石景山，南抵大红门，北达清河镇，方

圆约六百平方公里，已经是老北京城面积的十倍。换而言之

，我们已经建设了相当于十个北京城，而那个世界上独一无

二、具有高度历史文化价值的北京明清古城，却终于在我们

眼前日新月异地消失了。 新北京：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新

北京的建筑风貌成为我们透视体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

1953 年所作的首都建设“规划草案”，其基本要点包括：以



旧城的中央区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使其成为全国人民向

往的中心；首都要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特别

是要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改建扩建北

京，要打破旧格局的限制和束缚，使首都成为适应集体主义

生活方式的社会主义城市；改造道路系统、改变水资源缺乏

等自然条件，为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其总方针的表述十

分奇特也很传神：“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结底就

是为劳动人民服务。” （《当代中国的北京》上册，第86页

）这一实现革命化、工业化的思路，直接导致了“破旧立新

”的城市建设方针。 五十年代北京建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

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

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

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十大

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堂皇、开阔等为特征

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

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

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

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

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 “天安门上太阳升”、“中南海

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

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体现，是“经济、实用

，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

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

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

━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

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



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

”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

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以及城市控制（规划）

的能力。 在城市建设的历史上，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停滞和

平庸的时期，唯一迅速增长的是人口。以北京为例，1982年

底，北京市常住人口比1949年底增长了4.8倍，达917.8万人。

那也是简易房、筒子楼大行其道的时期。除了十里长街的观

瞻之外，沉重的人口压力，革命时期的混乱无序，使城市不

堪重负，大多数四合院正是从那时起，变成了破败凋敝、人

际关系紧张的大杂院。 当八十年代新的建设高潮来临时，和

中国的各大城市一样，北京又一次成为到处开膛破肚、彻夜

施工的大工地，但其面临的问题却已不似五十年代那样单一

和单纯。城市建设承载着人口压力、民生改善、国家形象、

商业利益、政治利益、部门利益、政府政绩等来自不同方向

的复杂压力，处于各种不同的欲望、抱负、追求、利益前所

未有的紧张挤压之中。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体制下，

严整统一、“君临天下”的中央意志渐渐退隐了，城市改造

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的强劲动力是商业

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统一的城市规划虽

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北京又一次脱胎

换骨。但与同期的上海相比，无论在单体建筑的新颖和独特

性上，还是在整体风格的协调上，都远远落在了上海之后。

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侃

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阴

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 “大裤衩”，曲折有致、



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相关推荐：作

为传播媒介文本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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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