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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2_E6_96_87_E5_c61_93161.htm 城市文化是人们在城市

形成和建设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

市文化环境则是这个总和的外在表现。本文所论及的仅仅指

城市文化环境的硬体部分，即城市建设涉及的范畴。来源：

考试大 来源：考试大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地域的人们创造了不同的城市文化环境。美国建筑大师

沙里文曾说过：“根据你的房子就能知道你这个人，那么根

据城市的面貌也就能知道这里居民的文化追求”。西方文豪

歌德说：“建筑是石头的书”。雨果说：“人类没有任何一

种重要的思想不被建筑艺术写在石头上”“注入人类家园的

每一条细流都不再是自然之物，它的每一滴水珠都折射着文

明之光”。日本建筑大师黑川纪章说：“其实我们创造城市

就是在创造文化。如果城市的建造仅是出于经济目的，那么

城市中的人是很不幸的”。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城市文化

环境的营造，是一个高标准、高层次的课题。它不仅仅是物

质文明的建设，同时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传

统、民风民俗等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和影响。 从城市

规划建设自身来看，20世纪追求城市理想的诸多主义从

以1933年的《雅典宣言》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到新城市主义、

生态主义、多元化主义、女权主义等，虽说是各有侧重，但

也确实揭示了现代城市发展中诸多重大问题。应该说，这些

重大问题对于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99年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通过的《北京宪章



》提出：“新世纪的城市将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三者

的融合”，并预言：“现代建筑的地区化和乡土建筑的现代

化将殊途同归，而现代城市将更为讲求整体的环境艺术”。 

从城市文化研究的视野来看，改革开放初期对地域文化的寻

求曾兴起一时。当时全国建筑创作有京派、海派、岭南派、

西安唐风、武汉楚风等。此后随着房地产开发的发展，商业

行为逐渐使地区特色消失，建筑创作也“天下大同”了

。1999年6月，国际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其主题报告提出

了“21世纪要促进地区文化精神的复兴”的观点，并指出：

“区域差异客观存在，对于不同地区和国家，建筑学必须探

求适合于自身条件的蹊径，即所谓的‘殊途’”。弗兰普顿

教授在报告中提出：“创造具有‘地域形式’而不是‘产品

形式’的建筑”，即强调建筑形式更多地取决于所在地域的

特点，而不是生产技术本身。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开始提

倡城市文化研究应落实到区域，回归到区域，并在区域文化

中实现整合。不应单纯地就城市论城市，而是要从更大区域

范围来认识城市文化，把城市与其腹地及与它相关的城市，

视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而把城市文化赖以存在的地域

空间上升到应有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主张对于把握城市

文化在空间发展上的层次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是十分有利的

。 １、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 来源：www.examda.com 城市建

设是一个历史范畴，任何一座城市在塑造自己的文化环境时

，都应该继承历史、立足当代、展望未来，都需要在自己城

市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形象特色

脱颖而出。当我们规划一座城市的文化环境建设时，首先要

解决好这座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或者简称为文化定位问题



。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研究课题。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要符

合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先进思想和规范，要体现所在地区的

文化精神，要对本城市的性质、规模、布局结构及人口构成

作深入地分析，从抽象走向具体，由分散走向整合，将其落

实到城市文化环境的要素、特征上。一个比较好的城市文化

定位可以管50年、100年。 我国学者在研究江南地区城市文化

之后，将这个地区城市文化的宏观取向归纳为3个特征：即“

亲水性”“文人性”和“统一变化、饶有特色”。这些特征

反映在城市景观上，建筑、桥梁、园林、绿化、名胜古迹每

每与水亲和，城市景观以水称胜，显现出阴柔秀美、富于灵

气的性格；文人是江南城市文化建设的参与者，起着积极的

引导和示范作用，因而城市文化环境显得文质彬彬、诗意盎

然。江南城市文化虽有以上两点共性，但并非千篇一律，其

风格在统一中又千变万化，富有个性，饶有特色。如果我们

把握了地域文化的宏观特征，也就接触了城市文化之本，就

有可能在新的生活形态和新的技术水平下继承和发扬地域文

化的精神内涵，营造出本城市特定的文化氛围。 对自己城市

的性质作深入缜密的研究是城市文化定位的关键。美国的威

廉斯堡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20世纪初，洛克菲勒买下威廉

斯堡的土地。美国独立战争曾在这里打响第一枪，因而他想

将该地的主题定为“革命发源地”。但历史学家认为，革命

战争中英美冲突是短暂的，而旧大陆与新大陆的文化传承则

是长远的。英国来开发殖民地，使旧大陆的文化进入新大陆

，这对美国至关重要。历史学家建议突出这一文化的转化，

将该地定位为“殖民时代的威廉斯堡”。这个定位经过历史

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威廉斯堡确实实现了新、旧大陆文化的



一脉相承，因而成为了知名的历史城市、欧美重要的国际会

议中心、国际交往和旅游热点。美国人花了5年～6年的时间

，请了名牌的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的教授来论证定位，然

后才请规划师、建筑师来研究如何体现这一定位。 有了明确

的目标，再来研究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效果当然显著。 ２、

城市文化环境的评价标准 城市文化环境由于内容综合、涉及

面广，而有着多种评价标准。在这里，笔者从城市文化环境

的营造这个角度，介绍一个实例： 《美国城市文化》在研究

今后50年的环境与变化时，曾对世界16个城市进行了“城市

适意度”的评比，共列出了23个评价项目，并将其归纳为3类

： (1)良好的自然条件及其利用，包括美丽的河流、湖泊、喷

泉、大公园、林地树丛，富有魅力的景观、洁净的空气、适

宜的气温等。 (2)良好的人工环境建设，包括杰出的建筑物，

清晰的城市平面，宽广的林荫大道(系统)，美丽的广场(群)，

街道的艺术，喷泉群，富有魅力的景观等。 (3)丰富的文化传

统及设施，包括著名的博物馆，富有盛名的学府，重要的、

可见的历史遗迹，众多的图书馆、剧院，美丽的音乐厅，琳

琅满目的商店橱窗，街道的艺术，可口的佳肴，大游乐场，

多种参加游憩的机会，多样化的邻里等。 上述评分标准并非

非常完善和科学，但不无启发。首先，城市要满足多种多样

的生活要求，包括要有美好的公共空间。其次，城市要保护

、利用和创造美的自然环境。再次，城市需要具有丰富的文

化传统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环境。从中也可看到城市文化、城

市文化环境、城市建筑文化环境，每一个层次均具有广泛的

内容，同时它们之间又具有多么密不可分的关系。建筑文化

环境在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中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



源：www.examda.com３、城市文化环境的构成要素 主要有标

志性建筑、城市文化设施、街区、风景名胜和城市整体特征

等5个要素。 众所周知，标志性建筑(含城市雕塑)对于构成城

市形象有着画龙点睛的作用。罗丹曾说：“我们整个法国就

包含在我们的大教堂中，如同整个希腊包含在帕提农神庙一

样”。绝大多数标志性建筑都有着“三优”的共性：那就是

优越的选点、优秀的设计和优美的环境，三者缺一不可。如

纽约自由女神像，选点在纽约湾口，迎着从旧大陆到新大陆

的航线方向；雕塑形象融圣母玛丽娅、法国大革命女战士与

雕塑作者的慈母于一身；雕像挺立在海水环抱的绿岛上，环

境空灵优美。难怪她被誉为美国的象征。有些名城采用大手

笔，在一个区域、一座广场、一条轴线上布置若干标志性建

筑，在形成建筑艺术高潮的同时也集中、典型地体现了城市

文化特征。如巴黎从卢浮宫到德方斯大门的大轴线、华盛顿

从国会山到阿林顿公墓的中心区、北京从永定门到景山的大

轴线都是优秀的实例。 文化设施是营造城市文化环境必不可

少的要素，在欧洲，以大剧院为中心的文化广场比比皆是；

在北美，更有近代的文化中心建筑组群，突出了文化设施在

城市中的多元功能和优美形象。在规划布局时，一定要通过

城市设计选好地段，与城市的干道、广场共同组成城市生活

的热点。如纽约在西城的贫民窟区建起了林肯中心，随后在

对面建起了公寓，沿街出现了商店餐馆，贫民窟不复存在，

这个区成了“不夜城”。而华盛顿其在风景优美的波特马克

河岸建起了肯尼迪中心，虽然建筑本身也是一位名家的成功

之作，但由于它对岸就是阿林顿国家公墓，处于政治性较强

的地区，市民只能来看演出，别无其它活动。 《北京宣言》



提出：“我们要用群体的观念、城市观念看建筑”。不论是

传统的旧街区还是新建设的现代街区，都是展现城市文化的

重要场景。现在许多城市开始认识到在旧城更新发展中，保

护、保存传统历史文化街区是多么重要的文化复兴活动。它

对于城市文脉的延续，对于民风民俗的展现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现代街区包括产业区、居住区、文教区和商业区，它

们从不同的侧面体现着现代城市文明的风采。住宅建筑一般

占城市建筑的60％～70％，不论是居住环境还是建筑形象，

对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我国沿

海一些早期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城市，现在为了城市大环

境的协调，在恰当的地段建设了一些颇具西洋古典风格的建

筑，倒也合情合理。但一些内陆城市流行的“欧陆风”，则

是不伦不类的文化错位。西方人在追求自己文化的回归，而

中国人也跟着归到人家老祖宗的门下，此风实不可长！ 风景

名胜自古以来就是城市文化的重要标志。我国许多城市都有

命名“八景”“十景”的传统作法。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要

保护、发掘、利用其风景名胜；对于新开发的城市，则需要

从规划之日起，有意识地打造自己时代的风景名胜。现在一

些城市通过新闻媒体评选城市胜景，这是好事。但评选之后

还需要择优提高、扩大成果，把优中之优延续下去。这样通

过日积月累，也就积累了我们时代的“八景”“十景”。 保

持和发扬城市的整体特色。自然特色是构成城市整体特征的

本底，人为建设是构成城市整体特征的能动因素。两者的结

合则体现了城市文化的水平和特色。古今中外许多名城都十

分注重城市与山水的关系。但由于不同的文化渊源，西方人

好占山头，好入大水，发挥极至；中国人则好依山傍水取其



“宛自天成”，而且前后左右都要有所照应。如何把握城市

的整体特征，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城市性质定品位，城市规

模定尺度，历史文化见文野，自然环境凝风格。 ４、城市文

化环境的营造 来源：www.examda.com 城市文化环境的营造应

是长效型的建设，而不是突击式的装潢。既要深谋远虑，又

需日积月累，在正确的文化取向、文化定位的前提下，有明

确的战略思想，有优秀的城市设计和实施方案，有切实的建

设步骤，有特色的运作经营，可以做到“三、五年有一个小

变化，十来年有一个大变化”，这个变化的标志往往是对上

述几个要素之中某一点的突破。对于变化，如今人们的认识

已由激进转为平和，那就是一座城市要有所变化，还应有所

不变。“变得像纽约了”“变得不认识了”“世界大同”了

，这决不是好现象。一个人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失去记忆，

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在这里，笔者想谈谈在城市文化环境的

营造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难题：是统一还是对比。统一是指

事物的一致性，对比是指事物的差异性。在绘画、雕塑、音

乐、建筑等艺术创作上都广为运用这两种手法。其实，在这

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什么高低之分。“在对比中求统一，在统

一中求变化”，这本是艺术创作的一个基本法则。而最后衡

量和评价艺术效果的标准则是“和谐”。“和谐为美”这是

古往今来的一条基本美学原则。现代美国建筑大师路易斯康

就说：“形式含有系统间的和谐，是一种秩序的感受，也是

一事物有别于其它事物的特征所在”。1978年国际建协在《

墨西哥宣言》中指出：“如今大多数建筑师每每只着眼于建

筑的形式，拘泥于其狭隘的技术美学意义，越来越脱离真正

的决策，这种现象值得注意。建筑学的发展要考虑到全面的



社会、政治背景，只有这样，建筑师才能作为专业人员参与

所有层次的决策”，国际建协在《北京宣言》中指出：“职

业的自由并不能降低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 20世纪后期，

一些“前卫”的流派各持己见的现象在建筑创作中也有反映

：就是要打破和谐，就是要否定公认的原则，以“先锋”“

前卫”为先进的标志。我国有些同行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

对国外一些名作不求甚解，而对它们进行片面的颂扬。他们

常常举出艾菲尔铁塔、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和华盛顿东馆、

蓬皮杜文化中心作为建筑与环境不和谐而成功的佐证。艾菲

尔铁塔难道只是因为采用了钢结构与环境形成强烈对比而成

杰作？不然，因为它优美的曲线造型，罗马风的大拱，乃至

拱券口的钢结构图案都在与巴黎的建筑传统文化对话。1999

年新年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在艾菲尔铁塔下举行，音乐

会的台口就采用了艾菲尔铁塔的有细部花纹的拱门。这正说

明艾菲尔铁塔不是天外来客，而是欧洲传统文化与工业化新

技术的结晶。卢浮宫广场上的玻璃金字塔，在这座利用传统

宫殿扩建而成的现代化博物馆的建筑空间中，仅仅是一个进

入地下大厅的入口，也是地下大厅的玻璃屋顶。其尺度在这

个大环境中仅是一个小品，其玻璃的透明质感并没有阻挡人

们观赏卢浮宫的视线，应该说这是大统一中的小对比，无损

总体环境的和谐。华盛顿的国家艺术馆东馆完全是一座全新

的现代建筑。它在环境上的成功首先在于其遵守了总体规划

的边界条件和高度控制。东馆、西馆一今一古，却有着一致

的高度和水平轮廓线，并采用了出自同一石矿的灰色石材饰

面。东馆主入口向西，与西馆的东门处在同一条轴线上。贝

聿铭先生精心采用这些措施保证了东馆这组独具个性的建筑



与环境达到高度的和谐。对蓬皮杜文化中心的建筑单体设计

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巴黎旧城区的城市风貌上则

不得不持否定的态度。1996年，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赴法进

行学术交流，当法国接待官员介绍到巴黎城市如何注重统一

谐调时，笔者曾以蓬皮杜文化中心向其请教。这位官员作了

一个遗憾的表情并说：“蓬皮杜文化中心是以前批准建造的

。按照我们新的POS(城市规划规范)和1994年制定的大巴黎总

体规划，现在报批这个方案是通不过了”。由此可看出，不

是外国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家也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凡

事还是以基本原理和实际效果来检验为好。 其实，在20世纪

的最后十几年，在城市设计和建筑艺术上，基本原则的回归

已成为世界主流。在1999年召开的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

的两个主题报告和所通过的《北京宣言》就是时代的强音。

国内外大量城市建设的实践反复证明了城市的统一性和建筑

的谐调性是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必不可少的品质。“和谐为美

”这是一条永恒的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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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