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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城的规划形制，据周礼《考工记匠人》的记载是有一

定模式的。其特点是“面朝后市”，体现了奴隶制的等级制

度的宗教思想。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实行“里坊制”城市的

典范。大家知道，唐末到北宋，我国封建制度下的生产力有

很大发展，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生产技术和工具很大进步

，而且多集中于城镇，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这就要求形制上

的突破，即取消了坊墙，使街坊完全面向街道，沿街设置商

店，并沿着通向街道的巷道布置住宅，从而完成了从“里坊

制”到街巷制的进步。“街巷制”模式一直沿袭至今。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中国城市规划，今天已处在

一个必须进行观念演变的关键时期。在当今的背景下，我国

城市（职能、结构、机制）规划的变化是极其深刻的，如（1

）中心城市职能多重化；（2）人口结构的变化和流动化；

（3）规划标准的多层次化；（4）空间结构的扩大展化与复

合化；（5）城市发展机制的多元化；（6）规划方法的改革

及规划管理的强化。以国都北京城建发展为例：北京是一个

有着手304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著名历史文化名城。

根据考古资料，商周时期北京开始建城，其后均为各王朝在

北方的重要都邑。除位于房山区琉璃河的古城遗址确定为商

周城址外，其它金代以前古城都经过后世沿用改造，极少发

现完整的城址。从明末清初欧洲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清

康熙、乾隆时宫廷吸收西方科学艺术，至19世纪叶以后随着



军事政治风云而大量涌入西方文化，北京一直处于中西文化

冲突、融合的矛盾中心。北京的近代建筑形象地反映了这一

段历史的某些重要方面。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为了突出近代

建筑新鲜的、独特的个性，可大体上划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1）20世纪以前，西古建筑传入北京有：①基督教堂建筑

；②乾隆时期欧式建筑；③清末宫廷洋风建筑；（2）20世纪

初至20年代前，北京近代建筑形成有：①皇都禁地开放，现

代市政建设开展；②近代风貌新区形式；③新式衙署及宫内

事业建筑兴起；（3）20世纪至30年代：北京近代建筑走向成

熟时期，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一批受过专门教育的建筑师成为

设计、研究的主持者，出现了一批成熟的建筑创作作品。建

筑是物质和精神、技术和艺术的统一体。精神的、艺术的方

面无疑是属于文化现象，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观察，北

京近代建筑的文化内涵相当丰富多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

层面：即急速变化的物质机能；新旧交融的典章风格；潜在

稳定的民族心态。无疑这种机能、风格和心态对学习、借鉴

、思考中国城市发展与规划建设有着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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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