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随想
胡章鸿

——浅议旧城保护和城市复兴

每次造访欧洲，作为建筑师的我就是一次”朝觐”。此次又随团访欧．

尽管日程安排十分紧张，但我还是设法借转机之际，在我向往的历史，人

文、艺术之都一巴黎待了48小时。白驹过隙之间．巴黎．这座伟大城
市的保护和建设．再次给我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也深受启发的东西。现

略撷一二，以飨同仁。

巴黎不愧为历史，文化的世界名都．如果说自公元360年朱利安在塞

纳河中的西岱岛上自称罗马皇帝作为巴黎的肇始．到今天这座伟大的城市

已走过1600余年的历程。虽经历过无数次战火的蹂躏．摧残和若干代帝

王的修葺，重建．但难能可贵是，巴黎却在整个城市的发展形态．规划布

局和建筑风格上，保持了高度的完整．和谐和统一。我们今天游览巴黎．

不仅是观赏一处处”景点式”名胜古迹，而是完全置身于一座巨大的历史

博物馆中。徜徉在香榭丽舍．流连于枫丹白露，触目所及，我们看到的全

都是历史和文物。不用说．大街上建于18世纪的住宅比比皆是，19世纪

的商业建筑数不胜数。始建于12世纪的巴黎圣母院．13世纪的卢浮要塞

巍然屹立．就连埃菲尔铁塔．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拉德方斯新区

这些工业时代的。怪胎”．都无一不给古都增光添彩。这正说明巴黎不仅

是旧时代高卢一罗马文明的瑰宝．也仍然是新时期法兰西国家的骄傲。在

新旧更替．大浪淘沙．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古都巴黎依然青春焕

发，生机勃勃，昂首走在时代的前列，以她固有的美妙笔触，谱写着崭新

的篇章。

众所周知．一个世界名都．历史古城．政治文化中心．特大型城市，

怎样解决随着经济发展．时代进步．人口增加．城市扩大所带来的诸如交

通拥挤、居住恶劣．土地紧张，环境污染等城市弊病．是一个世界性的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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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它在很长时间内困扰着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环境．建筑和城市规划

专家。但如果他们都到巴黎来看一看．我想至少可以找到50％的答案。

首先，立法先行。法国政府对巴黎的发展规划．城市建设和保护，是

站在发展和保护法兰西民族文化．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的战略高度来采取

相关措施的。巴黎的《城市规划和保护法》是世界上最全面、完善和严格

的城市建设法律体系之～，大到对大巴黎地区和巴黎中心城区的城市布

局，用地规划、交通组织以及分区规划，城市设计原则，小到对若干城市

规划控制指标和参数诸如容积率．建筑密度、高度，间距、风格、立面形

式等．都有相当详细的规定。尤其对旧城区和古建筑的保护，其重视和严

格的程度，在全世界无出其右。正是在这部法律和相关政策的指导下．20

世纪50年代初，为适应巴黎城区不断扩大规模的需要．巴黎新城区——

拉德方斯的总体规划，经过深入．细致．反复的研究．对比和评估，最终

确定沿香榭丽舍大道西北方向延长线、距凯旋门约6公里的130公顷地块，

其分区和详细规划原则基本一次制订，建设开发分期进行，至20世纪90

年代，其标志性建筑物“新凯旋门”——拱门终告落成。时间跨度长达40

年，但新区建设基本按当初规划进行．反映出巴黎市政当局严格而高超的

执行和管理能力．也使得拉德方斯成为以巴黎为代表的法兰西文明皇冠上

的一颗璀璨明珠．成为古都巴黎新生的象征。

第二，既要保护．更要利用。当今世界各国对文物古迹保护的一大

难题，就在于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只保护，没有足够的经济财力支撑，难

以长久．最终也难以保护：若利用．有经济收入，可以支持保护，但也会

对文物造成损毁．破坏．对保护形成冲击。但巴黎在对旧城区的利用．经

营．维修和保护方面做得极为出色，使保护和利用二者相得益彰．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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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形。以中心城区的重要文物古迹为圆心向外辐射．划分出不同半径的

保护区域．对不同古迹建筑制订分级保护{利用)制度。重要建筑及区域

重点保护．完全由政府出资维修．维持其原有使用功能．只供游览观赏．

如以荣军院，先贤祠、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为代表的一大批纪念及宗教

建筑。最大量的．也是做得最为成功的．是对相对次要一级建筑的保护和

利用，总体维持立面风格．外形尺度不变，对内部空间进行适度改造以适

应新的使用功能的需要。如作为法国总统官邸的爱丽舍宫；为1900年世

界博览会建造的大小宫殿．至今仍是汽车等机械设备．建材．纺织等工业

产品的重要展览场所：巴黎警察总局的德维尔旅馆：波旁宫是法国国民议

会的所在地；当然，还有作为法国国家中央艺术博物馆的卢浮宫⋯⋯这

些建筑不仅保存维护得十分完好，而且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

要的作用。政府部门使用作为古迹保护的国家资产，其应交纳的房屋租赁

费可能在其正常开支的办公费用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甚至可能是象征性的

收取，但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对这些古迹的维护．修缮义务并达到严格的

规范标准。政府的行政性开支保证了古迹保护费用的充足来源．同时又明

确了古迹保护的责任人，这一点尤为重要。巴黎作为世界名城、欧洲古都，

其依旁法国经济的强大后盾．欧洲政治文化的崇高地位．适中的地理位

置．便捷发达的交通和拥有完善舒适的服务等因素．成为欧洲大陆会展经

济最为发达的城市。所以，更不用说以市场经营为手段、以赚取利润为目

的的博览会．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其营业收入足以支付保护费用。

其次，离中心城区更远．重要性更低一级的建筑和街区，采取仅保留外立

面．内部完全更新．改造的方法．以提高建筑的使用功能并节约城市用地。

再次．则是完全拆除重建。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建筑师在注重

保护巴黎古都风貌的同时，在城市文脉的延续和挖掘，在新建筑风格的继

承．发扬．创新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如果在为1889年世界博览会

而建的埃菲尔铁塔、为1900年世界博览会而建的大小宫殿和为1937年世

界博览会而建的夏约宫的建筑型制上，我们还依稀看到19世纪末折衷主

义和20世纪初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滥觞：那么，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

心结构主义的前卫、透明、夸张仅表明法兰西文化对外来者的宽容和大

度．其建筑本身与周边环境是否融合还存有争议的话．巴士底歌剧院和阿

莱商业中心后现代主义的建筑符号及处理手法的运用就已是圆润舒畅、至

臻完美了．谁也不能说它们不是古都城市环境和谐．有机的一部分。其实．

蓬皮杜中心钢架和玻璃简洁．明快的外形．与周边传统建筑的繁复．威仪

恰成对比，相映成趣：巴士底歌剧院的立面曲线，开缝的山墙．敦实的体

量，都让人联想起昔时巴士底广场上巴洛克建筑的辉煌：从阿莱商业中心

众多的钢制拱架和大面积的深色坡屋顶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哥特复兴和浪

漫主义建筑的些许身影。这就是法国人的聪颖和睿智．复古可以以“假”

乱真，创新也能水乳交融。

第三，文化保护是法兰西国家和全民族的精神意识。漫步巴黎街头．

到处都可以看到对古建筑的保护性修缮。这种保护不仅是法律所规定．也

是房屋的主人引以为自豪的善事义举。为了不影响建筑的整体外观以干扰

游客观赏．这些修缮都必须做到精心保护．精心施工。我还看到两座桥，

因塞纳河水的冲刷和潮气的侵蚀．两个桥孔的石拱和桥墩的石雕像都风化

得十分厉害，已经影响到整座桥的安全和美观，维修势在必行。为不影响

塞纳河的航行，一个桥孔一个桥孔的施工。工人们细心地将风化的石块从

桥拱中取出，又将新的、相同的石材原模原样地安装回去，丝丝入扣，一

丝不苟。桥墩的石雕像也复制得惟妙惟肖．不知道的还以为只是将旧雕像

清洗干净了。这些需要更换的雕像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十上百个，显然

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但巴黎市政当局并不吝惜投入，因为

他们知道，经过维修．这些建筑都会相当程度地恢复过去的面貌，焕发新

的生命．尽展昔时的风采，又可以将古都巴黎的神韵传承数十年．又可以

让法兰西的子孙后代乃至全人类．在今后几十上百年中还可以像我们今天

一样．感悟和领略巴黎的风采，永远看到和铭记法兰西文明的辉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髓是不可以．

也不可能因时事的变迁而轻易消亡的．但需要我们精心呵护，努力传承。

不经过艰苦的拼搏和奋斗，是不可能使我们自己变得强盛．使我们自己的

民族文化发扬光大的．当然．也不可能赢得别人的景仰和尊敬。我感到，

中国的城市建设和保护，可以从巴黎的城市建设和保护的理论及实践中．

得出许多有益、有用的启示。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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