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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

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成片的老城区被更新，整

个中国俨然是个大工地，到处塔架林立，机声隆隆。城市的

面貌可称得上日新月异，旧貌换新颜，并且这种势头还在不

断升温。我们在为取得的成就感到欢心鼓舞之余，也在为这

种大规模的、快速的城市更新和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和给城市

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而痛心。我们应该正视存在的

问题，充分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它将给我们的城市留下历史

的、永久的遗憾和创伤，如不及时加以纠正和解决，城市的

历史见证和有价值的东西将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中消失，我们

将愧对历史，愧对后人。 1．1大拆大建正像《北京宪章》所

指出的那样，20世纪是一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

，人类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破坏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建

设性破坏”始料未及，屡见不鲜。对老城区不分青红皂白一

律推倒重建，这是一种最原始、最简单、最不科学、最粗野

的城市更新方式，造成一些有保留价值的建筑、设施、古木

、风貌等随之灰飞烟灭，永远的消失了。难怪有人说我国城

市建设正在经历一场砸烂一个旧世界，开创一个新世界的“

文革”。这种更新方式会给城市留下永久的遗憾和创伤。 1

．2各类保护建筑遭到破坏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将保护建筑视

为获得眼前利益的捷径，千方百计的恣意蚕食、侵占、破坏

和拆毁，情况相当严重，且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如福州发



生拆毁三坊七巷和朱紫坊历史街区事件；定海古城被毁事件

就是较典型的例子。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1

．3城市的特有风貌正在消失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使地

域文化的特色渐趋衰微，建筑文化的多样性遭到扼杀。在城

市的更新改造中由于不注重传统街区、传统风貌的保护和继

承，使城市原有的特色风貌遭到破坏，并被一些低级和赶时

髦的东西所替代，使人们对所居住的城市和环境产生了一种

陌生感，丧失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城市在爆炸式的发展中，

正在丧失它的形态、地标、识别性、特征。 1．4城市的文脉

被切断城市文脉是一座城市在长期的发展建设中形成的历史

的、文化的、特有的、地域的、景观的氛围和环境，是一种

历史和文化的积淀。目前，普遍存在着低水平的、低层次的

简单城市更新，不注重保护和延续城市的文脉，使城市的文

脉受到破坏和人为的割裂。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曾讲过，建

筑是本历史书，在城市中漫步，应该能够阅读它，阅读它的

历史、它的意韵。把历史文化遗留下来，古代建筑遗留下来

，才便于阅读这个城市，如果旧建筑、老建筑都拆光了，那

我们就读不懂了，就觉得没有读头。这座城市也就索然无味

了。 1．5城市正在走向雷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和信息、文化、科技各领域交流的扩大，城市更新改造中大

量地应用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的设计理念，大大

促进了城市更新的进程和步伐。但是这是一把双刃剑，它也

使城市更新中出现了雷同，城市正在被克隆，正在失去地域

的、文化的、传统的、多样化的特色，建筑正在失去个性，

正在失去灵魂。 2．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在城市更新和建设

中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这种大规模的、急风暴



雨般的城市更新和建设大潮的冲击下，从理论研究到人们的

更新理念、价值观、审美观、建筑品位以及规划、更新方式

、保护、利用及发展等都缺乏充分的准备和坚实的基础，也

就是说理论、观念、法规、规划、管理都落后于实际，没有

起到应有的引导、促进、制约作用，造成了许多的失误。归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 2．1理论落后我国在城市

更新与保护的研究方面投入少、研究成果少，在城市更新与

保护的理论研究上相对比较落后，缺乏套完善的能指导实践

的理论体系。 2．2观念落后城市更新和保护观念比较陈旧和

落后，把城市更新简单地理解为拆旧的，建新的，且拆除得

越彻底越好，在更新中重视硬件的更新，讲究规模，追求高

、大、洋，缺乏有机的、自然的、历史的、连续的更新理念

。而且保护的观念十分淡薄，普遍缺乏保护意识，在历史文

脉、传统风貌、城市特色保护的认知程度上存在很大的差距

。 2．3方式原始目前我们采取的最普遍的城市更新方式是大

拆大建，似乎拆的越彻底，旧的建筑、设施一点不剩，才是

建设、才是更新、才是政绩。这种城市更新改造方式是一种

原始的、落后的方式。历史上，我国各朝代每当改朝换代时

，大多要将前朝的都城等代表性的建设毁掉重建，造成多少

历史文明在这一过程中失落。这种原始的、单一的更新方式

，根本谈不上什么保护了，在更新中有保留价值的建筑、设

施、古木、街道、景观等消失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标

志也随之消亡了，城市的历史被割裂，展现城市发展的历史

、文化氛围和环境消失了，城市的丰富感和厚重感丧失了，

城市更新和建设变成了赶潮流，赶时髦，人们看到的城市象

是刚从地下冒出来的一座新城，使人感到陌生和不安，缺乏



认同感。人们没有认识到城市发展各时期遗留物的价值，没

有认识到城市丰富多彩的重要性，一旦失去了才会认识到，

但是悔之晚矣。例如，国内大多数城市原来都有城墙，而如

今只剩下平遥、兴城等少数几个城市留下了完整的古城墙，

它们被视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在上个世纪这些城墙却

被视为城市发展的障碍，大力加以拆除，最典型的是北京古

城墙的拆毁。导致北京现在只剩下零星、残破的城墙遗址了

，目前只能用建皇城根遗址公园和明城墙遗址公园的方式挽

回些遗憾，找回些历史的记忆，但找不回的却是那永久的创

伤和历史的遗憾。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2．4

急功近利在城市更新与保护中最忌急功近利，因为急功近利

的后果是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可以丢掉城市的历史，可以

牺牲城市的长远利益，会给城市造成永久的遗憾和无法挽回

的损失。目前，在这种大规模的、快速的城市更新改造中，

许多人头脑发热、心浮气噪，把城市更新改造当成金矿，谁

都想从中淘一桶。官员通过城市更新追求政绩，开发商追求

利润，建筑师曲意迎合，公众参与意识差，形成了一个不利

于城市有机更新和保护的环境。 3．城市更新与保护的方法

和措施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更新改造的高峰时期，更新改造

的任务繁重，保护的任务更加艰巨，如何处理好更新与保护

的关系?如何保护城市的特色和文脉?如何对历史、对后人负

责?如何使城市的历史遗存不在我们手中消失?这些都是我们

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也是必须用行动加以回答的问题。要

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3．1规划城市的更新

与保护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情况复杂，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必须用历史的、现实的、



发展的、超前的、长远的思路来综合考虑问题，制定规划。

更新什么?如何更新?保护什么?如何保护?都要经过充分的分析

论证，在此基础上编制出完善的城市更新与保护规划，使城

市的更新与保护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制定规划中要特别注意

以下几方面。 （1）采用先进的规划理论和方法。借鉴国内

外成功的城市更新与保护的方法、理论、经验和教训，兼容

并蓄，取长补短。更新要坚持有机的更新，保护要多层次、

分类的保护。 （2）提倡规划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建立

起完善的规划决策体系，采取公示制，为公众参与提供多种

渠道，以保证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实践证明，规划

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建国后北京的规划就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如果当初尊重梁思成等专家的意见，保留北京老城

区及建筑格局，保留古城墙，老区新区分开的建议，北京的

古都风貌将会完整地保留下来，对中华民族来讲，其所具有

的历史的、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是无法估量的。由于决策的失

误，导致了更新与保护不可调合的矛盾和冲突，不得不以牺

牲古都风貌作为代价来进行城市的更新和发展，造成古都风

貌的破坏，导致除紫禁城片区保存较完整外，其它片区已支

离破碎，古建筑成了现代建筑群中的孤岛。而丽江古城和平

遥古城能完整的保存至今，得益于科学的规划决策，早

在1951年丽江地区政府就作出了“保护古城，另辟新城”的

决策。平遥古城的保护也是遵循“保护古城，建设新区”的

指导思想，政府带头从古县衙迁出。法国巴黎城由于规划科

学，处理好了更新、发展、保护的关系，使老城区得以完整

地保留了下来，城市的更新和发展也得以顺利进行，城市发

展中并未出现以牺牲古城风貌为代价来换取城市发展的现象



。在城市更新与保护规划中要提倡公众参与，真正体现以人

为本，体现公共利益，体现出规划的社会可接受性，避免造

成失误。例如：最近南京市在紫金山顶峰建造观景台，在主

体工程已基本完成时，市民起诉规划局，要求撤消对观景台

的规划许可，理由是七层钢筋混凝土的观景台（2000平方米

）极大地破坏了南京市民引以为荣并享誉海内外的紫金山自

然景观，侵犯了公共利益。最后不得不拆除，恢复原貌。 

（3）在制定城市更新与保护规划时，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体现有机更新、特色保护的原则。例如爱尔兰都柏林坦普

尔沙洲更新改造中，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改造规划是完全推

平，建一个巨大的交通枢纽。1991年重新规划时，决定保留

现有的老旧建筑及空间格局，适当增加一些新的功能和设施

，形成新旧完美结合，改造取得了成功，成为旅游胜地。 

（4）规划要处理好近期和远期的关系，一定要体现一贯性、

历史性、长远性、超前性。美国首都华盛顿市的规划，眼光

超前，形成了良好的城市发展构架和格局。我们有些规划由

于眼光短浅，且缺乏一贯性，使城市更新周期缩短，重复更

新，造成经济损失。如：北京在新一轮的城市更新改造中已

开始拆除80年代的建筑，东直门16号楼，使用不到12年，因

要建立交桥而被拆除，建于1987年的南城区标志性建筑崇文

区文化馆也已拆除。（5）规划一经制定并经过法定程序批准

后，就要严格执行，坚持法制化、一贯性、连续性，否则频

繁变更，必将造成城市更新和保护工作的脱节和失误。（6）

处理好更新与保护的关系。更新与保护是一对矛盾的主体，

二者的关系十分难处理，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形成非此即彼的

局面，因此在规划中处理好、协调好二者的关系是规划的核



心，应该做到在更新中贯穿保护，在保护中融入更新。福建

泉州古城保护中，通过高水平的规划、公众的参与，寻找到

了保护、更新和发展的结合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3．2 更

新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生生不息、充满活力的需要，更新

必须在规划控制下，科学的、有序的、渐进的、连续的进行

。 （1）城市更新要坚持有机更新的原则。有机更新是运用

历史的、文化的、自然的、生态的、特色的、连续的观点和

方法进行城市的更新改造，追求自然与和谐，保留城市发展

历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延续城市的文脉，保护城市的特色

。在苏州古城37号街坊的更新改造中，不搞简单的建筑形式

上的复古，而是通过整合再造，集现代城市规划、建筑、园

林、景观、市政为一体的二次创造，其建筑的核心是“和谐

的古典美”，其内在功能则体现了居民的生活居住质量。来

源：考试大 （2）在城市的更新改造中要注意保留下城市在

各历史时期的典型建、构筑物，以留下城市的发展轨迹，留

下人们的记忆，保留城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加可识别性

。德国杜伊斯堡北区公园的建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德国

鲁尔地区是重工业区，有许多废弃的工厂和设备，他们并没

有把它们当废物拆除掉，而是当作城市历史的见证和有机组

成部分加以利用和保护，通过改造建成了杜伊斯堡北区公园

，利用废弃的熔炼炉、厂房、仓库、铁轨、行车等布置娱乐

、运动、文化场所，把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既保留城市

的历史轨迹，又形成了新的景观系统。旧工业建筑和设备被

当作富有价值的遗迹保留了下来，向人们无声地讲述着城市

的历史，同时又可以为公众提供愉悦，它们现在成了公园的

符号和标志物。 （3）城市更新改造不应只是采取大拆大建



的方式，应采取多种形式，因地制宜，处理好更新、保护和

利用的关系。 （4）老城区更新改造的重点之一是基础设施

，水、电、气等系统，这是保证被更新区充满活力的基本条

件，也是满足人们现代生活需要的保证。丽江古城在做好保

护工作的前提下，对古城中的供水、消防、电力、电信、排

水、路灯、道路等系统进行整治和更新，将管、缆下地，增

加了环卫设施和绿化用地等，改善了古城人民的生活环境，

使古城充满活力，被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专家称为“活着的古

城”。 （5）在城市更新中要注重发掘城市的内涵和价值，

充分释放其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潜能，激发旧城的社会活力。

丽江通过发掘东巴文化、纳西古乐、民风、民俗的价值托起

了一座世界级的历史文化名城。重庆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丰富的三峡文物，

众多的陪都遗址。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应通过保护名人故居、

陪都时期的众多政府、使馆、文化、公共建筑等设施，发掘

其历史的、文化的价值，提高重庆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品位。

3．3保护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最关键、最难处理的就是城市保

护问题，保护工作往往与近期利益和经济效益、短期的政绩

产生尖锐的矛盾，一旦产生冲突往往牺牲的是城市保护，伎

城市保护工作处于非常艰难和被动的境地。城市保护的目的

就是保护城市的历史，保护城市的文化，保护城市的特色。

因此，在目前大规模城市更新中保护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也

显得更加迫切。 （1）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更新改造的高峰

期，老城区、古旧建筑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因此，保护工

作必须做在前面，应制定保护规划，统筹安排，形成一个从

整体到局部的完善的保护体系，并纳入法制化的管理轨道。 



（2）要划定保护范围、分类指导，宽严适度，以利于城市的

更新改造和保护工作的顺利实施。法国列入保护范围的区域

占国土面积的6%，在一些行政省达到16%，而在一些城市则

达到50%，受保护的古旧建筑有4万个。 （3）在符合法定保

护程序的前提下，保护方式应多样化，因地制宜，采取切实

可行的保护方法和措施，形成一套综合性、全方位、多层次

的保护模式。上海对外滩、南京路、豫园、江湾、龙华寺

等11个历史风貌保护区采取保护性开发的方式进行更新保护

。广州为了完整保护有300年历史的广州锦纶会馆采取了整体

平移保护方式。德国非常重视历史遗产的保护，但不主张简

单的复制，而是运用现代技术为其重塑灵魂。国会大厦在经

历攻克柏林的战火后几乎只剩一个外壳，在修复时没有按原

貌复制，而是在保留原有建筑外观基础上，采用玻璃和钢结

构结合的方式对其内部进行了大胆的改造，既满足了现代的

功能，又创造性地保护了历史遗产，并形成了新的经典之作

。来源：考试大 （4）要通过对建筑物、构筑物、街区等载

体的保护来保留住城市的历史文脉，从各个角度体现出城市

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出城市的文化积淀。哈尔滨市对中央

大街的保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央大街始建于1898年，

北起防洪纪念塔，南至经纬路，全长1450米，全街建有欧式

建筑71栋，汇集了文艺复兴、巴洛克、折衷主义及现代多种

风格建筑，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建筑艺术长廊，走在鹅卵石铺

就的大街上，能使人感受到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浓重的异国情调。 （5）注重城市特色及传统风貌

的保护。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最容易丧失的就是城市的特色

。特色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一个城市的标识，是一笔无法



估量的财富，越是特色的东西越有生命力和吸引力。巴黎市

中心塞纳河上的圣路易岛保留了老街区、传统风貌、传统的

风俗，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胜地。 （6）要注意各历史时

期的标志物、遗址、遗迹的保护，它们是历史、文化、特色

的重要载体和见证。例如澳门的大三巴牌坊、北京的圆明园

遗址等。据说美国要保留“911”事件世贸中心遗址。德国在

柏林市中心保留下了毁于二战战火的最大的哥特式教堂的破

壁残垣，钟楼上的时针永远停留在被毁的时刻，因此被称为

记忆教堂，它时刻提醒着人们不能忘记战争的苦难和和平的

可贵。 （7）在保护中要有超前眼光，特别注重具有潜在保

护价值建、构筑物的保护。这类建筑物有些是因人们的认识

和观念落后而埋没，有些是因保护的财力、物力有限而未列

入法定保护范围，但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它们的

价值会越来越高，因此，对这类建筑要千方百计地保留下来

，否则一旦拆毁将会留下永久的遗憾。平遥古城的抢救就是

一个很好的实例。60年代时，山西省境内保存完好的古城很

多，平遥只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70年代开始拆毁古城墙搞

建设，大多都拆完了，平遥也在拆除城墙，只是因为太穷，

没有钱拆，才比其它城镇晚拆了些时间。幸被我国著名古城

保护专家阮仪三先生及时发现，加以制止，制定了保护方案

，并多方呼吁才把平遥古城保留了下来，才有了今天这份“

世界文化遗产”。我想那些把古城拆毁的城镇肯定是追悔莫

及。兴建于50年代的重庆山城电影院是重庆的十大标志性建

筑之一，前几年被拆毁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它的

价值，认识到了拆毁是个错误。来源：考试大 3．4利用在城

市更新改造中要特别强调被保护设施的利用问题，处理好更



新、保护、利用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合理的、

适度的利用是最好的、最有效的保护方法。 （1）在城市更

新中，要充分利用好城市的古旧建筑，它们不仅不会成为城

市更新的障碍，利用好了会增加城市的品位，大有化腐朽为

神奇的功效；会产生很好的景观效果、特色效果和历史文化

效果。英国伦敦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是利用一座废弃的发电

厂厂房改建而成的，该馆位于泰晤士河南岸，与圣保罗大教

堂形成对景，成为伦敦的一座包含历史记忆，又融入时代特

征的标志性建筑。哈尔滨市的圣索菲亚教堂，原来被一些危

旧房包围着，不为人们所注意，在城市改造中，将危房拆除

，教堂周围开辟成景观广场，现在圣索菲亚教堂及广场成为

哈尔滨的一景。 （2）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要发挥出

保护设施在观光旅游中的作用，形成保护和利用互相促进、

协调发展。这是目前大多数保护设施利用的普遍做法。重庆

进一步加大对名胜古迹的保护利用工作，对湖广会馆街区、

磁器口街区、龚滩、龙潭、涞滩、双江、松溉、中山、宁厂

、塘河、偏岩、路孔等历史文化街区和名镇，采取保护、更

新、利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保护性开发，发展旅游业，这样

才能使古镇活起来，才能促进古镇的保护。（3）有些古旧建

筑及设施的功能已丧失或已弱化，可以在保护外部形体的前

提下变换使用功能。以便更好的保护和利用。法兰克福火车

站是欧洲的大站之一，后因城市更新改造废弃了，在改造中

保留了19世纪火车站大厅及站前广场，将车站大厅改造成画

廊、商店和餐厅，并兼地铁站出入口，留下了城市的地标和

记忆。 （4）对古旧建筑及设施，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的

、科学的加以利用，并要尽量使形式和功能和谐统一。有些



适合做博物馆、有些适合做办公场所、有些适合做休闲娱乐

，应根据建筑的性质、保护等级及特点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

。 （5）有代表性的工业建筑也应加以保护和利用。工业建

筑也是城市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也是城市风貌的一部分

，有些很有永久保存和利用价值，利用好了会产生预想不到

的效果，日本横滨将三菱船厂的船坞保留下来，改造后作为

观演和休闲设施。广州中山岐江公园也是由原岐江船厂改造

而成。重庆的工业建筑也很多，并且今后很多厂将从主城区

迁出。对原有的工业设施不应一概采取全部拆除的方式，而

应有选择地加以保护和利用。（6）要提高利用的层次，注重

发掘其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内涵，使其对人们的思想和

行为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3．5延续在保护和利用好已

有古旧建筑及设施的基础上还要延续历史、创造历史，延续

城市的历史文脉、特色和传统，创造城市新的不朽之作。 

（1）在城市的更新和建设中要延续和发展城市的文脉，新与

旧、现代与传统要有机结合，一脉相承，要有所发展和创新

。罗马艺术博物馆跨建在一个发掘的罗马古建筑遗址上，现

代建筑与古代残垣断柱及雕像形成一种对比，但又十分和谐

，既有继承又有创新。 （2）要延续和发展城市的特色，对

城市的特色进行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提高、升华、创新

。湖北秭归县归州镇是一个有1700年历史的古镇，该镇在新

镇建设中依山就势，建起了具有传统风格特色的屈子街。 

（3）把历史的、传统的与当代的、时尚的特点有机的融合在

一起，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延续方式、巴黎卢浮宫的改造就是

一个范例。 （4）城市的文脉和特色不是一成不变的，应不

断注入新的内容，要有新的发展、新的形象，给后人留下高



品位的、有生命力的作品。上海浦东的更新与开发就形成了

上海新的文脉和特色。 （5）在城市更新建设中，要努力提

高城市的品位和文化内涵，以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目前国

内许多城市开始重视这方面问题，如长春市已在筹建世界城

市雕塑公园；青岛市建名人雕塑园、武汉在东湖建楚风园、

德阳市建有艺术墙及“中华魂”石刻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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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