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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就城市历史和城市文化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说“城市不仅

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它是历史的记忆，情感的载体

，及其一方水土特定文化的持有者。”而如今在中国的多数

城市里，绕城市一周，相似的小区零散各处，新的电视剧播

出观众却看不出是在哪个城市，北方还是南方。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城市若成了千篇一律或东施效颦的不伦不类，又何

谈城市特色和居民的归属感？ 顾及城市的整体视觉美感对于

政府和建筑设计者则是一种进步。意大利、美国、日本⋯⋯

很多国家和城市都建立了适合自己的城市规划，给我们很多

宝贵经验。一个城市布局的安排必须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

和人民生活习惯，同时考虑自然和地理因素，古都就要有古

都的磅礴大气，江南水乡就有水乡的灵气，干旱的城市何必

大兴工程挖个人工湖，环境污染的地方也不适宜浅色和玻璃

外墙。来源：www.examda.com 谈及城市规划，北京曾流行一

时的给建筑物加绿裙子、小亭子，也以突出城市特色为初衷

，然而实践中效果非但没有显出古都气势，却变得不伦不类

。在2000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建筑物外立面保持整洁

管理规定》中确定北京市建筑“以灰色为本的复合色”的设

想，青瓦灰墙和墙上线划的砖块维持了北京胡同的景象。很

多外国游客坐着三轮，吃着糖葫芦，在什刹海胡同游中体会

老北京的风韵。可给高层建筑“抹灰”却未必适合干燥少雨

、冬季雾多天空灰蒙蒙的城市。当下，中式建筑又开始流行



，可是一些新颖设计却不过是宣传策划中的噱头。设计师的

才华如故地更多体现在模仿和复制上，缺乏原创，更在设计

之中显出文化底蕴的匮乏，不仅没有吸取建筑史上经典之作

的雄浑或精巧构思，也不了解城市的历史韵味。 2006年12月

北京市屋顶绿化计划进入实践调研阶段。虽然选择老房子进

行楼顶绿化，对屋顶承重能力、防水性提出更高要求，如何

坚持给屋顶植物灌溉、修剪，如何让植物温暖过冬也都给首

期绿化之后留下不少的后续工作，但是，在青岛对老房子实

施“平改坡”工程，近200座楼房成功改造，解决了过去老房

子屋顶漏水、保温隔热差等问题，成就“红瓦绿树”城市美

名的榜样作用的推动下，相信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城市在屡遭

失败后应该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城市景观吧！来源

：www.examda.com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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