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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4/2021_2022__E5_9F_8E_E

5_B8_82_E6_9B_B4_E6_c61_94106.htm 专家预言：21世纪影响

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 珍惜资源 关照步行者 不

再攀高比新 还老城生存空间 人们来不及思考，城市已经改变

。在规划师的笔下，宽阔的路和雄伟的建筑催生，而人的生

活被忽略。在技术超卓的这个时代，我们已有太多的利器去

轻易改变一个城市，而面对中国城市的巨大变迁，人们仍然

希望，给城市生命留有自我演变的机会。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城市生活？为何不停地修建马路也解决不了拥堵的问题？宝

贵的传统城市文化在推土机轰鸣中如何能够维系？为何大江

南北的城市让人感觉千人一面？行走于所谓现代化的城市中

为何令人感到窒息？居住面积的改善为什么总是以环境与空

气的日益恶化为代价？能源的匮乏如何能够负担世界最大的

建设量？ 日前，在名为“改变与演变城市的再生与发展”国

际论坛上，国内外专家展开了关于城市的激烈讨论。 ●短缺

的资源负担了最大的建设量优越的机遇催生最尖锐的文化矛

盾 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先生在主题发言中一语道出出现在城

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 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神；重建设

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重表面文章

，轻制度改良；重局部功效，轻长远目标。 当他将三个中国

城市的照片同时放映，雷同的程度令人惊叹：三个城市中竟

然没有任何信息可以作为识别它们的依据。他举出的一本

《TIME》杂志的封面标题这样写道：CHINA

’SNEWDREAMSCAPE(中国式的梦想景观)，而其中表达的



意思可以归结为：中国建筑与城市充满了对西方建筑与城市

的盲目崇拜。 吴良镛教授指出，有专家预言，21世纪影响世

界的重要事件之一是中国的城市化。然而本土文化的缺失让

城市逐渐失去了个性。加速发展的城市显现出矛盾：最短缺

的资源负担了最大的建设量；最优越的发展机遇催生了最尖

锐的文化矛盾。在建设量与速度无法降低的状况中，绿色发

展战略的落实显得至关重要。 ●文化城市复兴的核心力量 居

住拥挤、交通混乱、环境恶化，当一系列城市化进程中的问

题摆在面前，解决的办法是依托城市的再生与人居环境的构

筑。吴良镛教授指出，将城市生活中人的需求放大是对本土

文化最好的尊重。虽然西方建筑思潮不断进入，房地产开发

一味宣扬西方文化，但中国的建筑师和规划师要保持清醒的

头脑。建筑不是“玩儿”的，它要消耗资源，关系国计民生

。建筑师要从“美学形式”的偏好中走出来，关注人、关注

生活，力争以相对较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规划的重心

应倾向于公共空间而不是竖立多少高楼大厦 规划蓝图漂亮，

不等于城市空间宜人。当雅格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中批判现代都市规划注重形势而缺少对人的关怀的时候，

世界各地的城市复兴还在不断进行。而其中，以人的生活与

公共空间的改善为主导的城市复兴案例，多少给我们一些启

发。比如，英国曼彻斯特城市复兴计划，基本出发点是创造

新的街道和广场。曼彻斯特市委执行副主席伊蒙博兰表示，

把城市还给行人是他们城市复兴工作的重点，他们对规划策

略的审视在于，看城市的每个角落是否有仔细的设计及区分

，关注公共空间的再塑造，让土地的利用率更高，并让人们

乐于自由地享受城市生活。 ●回归城市的生命本质旧城之上



大兴土木让城市文化与功能受损 新华社望周刊社主任记者王

军的观点向来鲜明，对于城市以及城市里的生活，它的关注

点离不开旧城与新城的矛盾。在他看来，持续半个多世纪的

旧城之上建新城的做法，让城市古老文化与新的功能遭到了

双重破坏。郊区成了睡觉的地方，中心区出现拥堵和交通瘫

痪，条条大马路不仅没有缓解塞车现象，却强化了城市郊区

化的形象，高密度的城市环境中，小汽车占据主导，人行道

少儿不便，甚至导致步行存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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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