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期

2009年9月

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Journal of Xiamen Radio Television University

No．3

Sep．2009

城市和城市街区设计漫谈

——以巴黎左岸玛森纳(Mass6na)街区设计为例

卓海旋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工程技术学部，福建厦门361008)

[摘要]2004-2008年，借参加中法交流总统项目的机会，笔者亲身体验了欧洲文化中心——巴黎

的魅力。然而，最受感动的不在于它那些古典或现代的“旷世之作”，而在于其间所营造的人性化的城市

空间和优质的人居环境。通过对城市本质和巴黎左岸新街区设计的分析，总结了“开放街区”理念的设计

特点，加深了对城市设计和城市街区设计的理解和思考：面对当前城市高速发展、不断膨胀、日趋复杂和

无法预知的趋势，那些具有更多潜在可能性，更灵活的街区模式将会更加适应未来的都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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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08年，借参加中法交流“150名建

筑师在法国”总统项目④的机会，笔者来到了欧

洲文化中心——巴黎。这里除了每周，甚至每天

各种学术讲座、研讨会和展览让笔者可以跟许多

法国和其他国家建筑师及规划师面对面地讨论之

外，笔者还时常漫步于巴黎的普通街区，同那里

的居民交谈。通过这些日常的城市生活体验，笔

者渐渐地明白了：一个城市的魅力，不仅仅存在

于它精致的城市空间和那些著名的标志性建筑，

更渗透在那些普通的日常生活、社会活动和居民

间的交往之中。这些Et常体验让笔者对城市空间

和街区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建筑师要如何通

过空间的创造来促成一种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

经典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原则是否还适用于当前

城市高速发展、不断膨胀、日趋复杂和无法预知

的趋势呢?城市街区应该独立于城市还是更加紧

密地融入城市?笔者以为，这些城市规划和社会

学课题也是建筑师需要关心的，尤其是我们的中

国城市目前正在面临这样的问题。虽然笔者现在

还没有找到明确答案，但却被这些问题深深地吸

引⋯⋯

一、城市的本质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首先要先搞清楚什么是

城市，为什么要建设城市，以及要建设什么样的

城市等一系列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什么

是有活力的城市生活，什么是优质的居住模式，

什么是舒适的社区环境，才有利于我们寻找解决

我们实际问题的有效途径，建设适合自己的好街

区，让我们未来的生活更美好。

(一)城市的产生

最初城市的出现就伴随着生产的分工，因此

而产生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是城市发展的动

力，是“城市性”即城市所具有的将大量居民集中

到一定地域的多种能力的源泉。城市的历史发展

随着物资、信息和人员运输，以及存储技术的进步

呈周期性变化，这一能动性的系统是城市发展活

力的核心。¨1这也是城市区别于村庄的标志。简

单地说，正是由于高密度集中的不同分工的城市

人口，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形成了扩大再生

产的资本。因此，是高密度并多样化的城市人口

造就了繁荣的城市经济。同时，多样化多功能的

城市也促进了人类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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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城市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促进人们的相互作

用，刺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寻找能够创造多样性

的可能性，提供促进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机会，

为所有人创造公平竞争的舞台和创造财富。

(二)城市发展的特性

城市的发展促使了城市文化或城市文明的发

展，城市之所以能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

的中心，在于城市具有多样性、连通性和平等性。

1．多样性

城市的多样性体现在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

的多样性上。多样性的前提就是混合，而不是分

离。在城市中，多样性的物质环境表现在具有多

样化的建筑、多样化的街道、多样化的社区、混

合的多样化的城市功能、多样化的城市景观、多

样化的城市空间、多样化的公园以及多样化的公

共空间等等。L21

2．连通性

城市的连通性则提供了人们相互作用、交往

的机会和场合，使得经济和社会活动成为可能。

城市物质环境的连通性包括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公

共空间的可达性。

3．平等性

城市的平等性则指的是产品、服务和设施以

及其他社会福利能够被每一个人获得，而不取决

于人的社会地位，且不受行动能力的限制。平等

性为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活跃创造了条件和动力。

城市物资环境的平等表现在公共交通的方便和近

距离的城市功能和服务，以及公共设施的可获得

性等方面。

正是城市功能和活动的混合、相互交叉和复

杂成就了成功的城市。而城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也让我们对强调功能分离和秩序的现代主义城市

规划理念提出了质疑。将一定规模、数量的城堡

圈在一起，是否就形成了城市?答案是否定的。

城市从来就不是简单地依照我们的图纸在生长

的。那么，诞生了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欧

美，他们的城市又是怎样的呢?

二、巴黎不是一天建成的

巴黎是个集体的杰作，一个由中间空间组成

的城市。你的周围是戏院；你的背后是咖啡桌上

的窃窃私语；大街上行驶着特温哥汽车；铺石路

上站着看门人；大教堂前走着卖花女；再就是

⋯⋯总统希拉克的一次耸肩。E316

对于一个在巴黎生活了三年多的中国建筑师

来说，笔者对巴黎的这种多元化的魅力深有体会。

巴黎的城市规划，是以“多中心”、多功能混合拼

贴的杰作，在任何地点、任何时段都充满了“人

气”。多元的规划为市民提供了多元的生活选

择，在巴黎，连奶酪的口味就有230多种选择。

(一)巴黎的城市建设

纵观城市的发展历史，大多数城市的发展都

经历了缓慢的传统城市时期和大刀阔斧的现代化

城市时期。巴黎也不例外，但巴黎既有现代城市

的高效和便捷，又有传统城市的人性化小尺度空

间。[图1]

图1．巴黎市中心

巴黎在城市尺度上有独特的线性道路空间：

由凯旋门星形广场发散出的12条大道，其中就

有举世闻名的香榭丽舍大街，这条作为延续整个

巴黎形象轴的中央大道一直贯穿到拉·德方斯新

区，道路两侧的建筑优雅而浪漫，空间流动，商

业气氛浓郁。这得益于150年前奥斯曼(Hauss—

mann)主持的巴黎改建，他重整了巴黎城市的

街道系统，将巴洛克式的林荫大道与城市其他街

道连成统一的道路体系，完善了城市中心区改

造，将城市道路、广场、绿化、水面、林荫带和

大型纪念性建筑组成公共空间的统一体。此外，

塞纳河也是巴黎独特的线性空间，它横贯整个市

区，河上共架桥36座，建造年代不同，建造式

样各异。沿河岸还设有不同层次的道路，沿岸建

筑、环境景观十分丰富。

(二)巴黎的建筑和城市空间

在巴黎，你既可以欣赏到大量保留下来的古

典时期的历史建筑、广场、公园和纪念碑，也可

以目睹大量建造于现代主义时期的标志性建筑，

从20世纪初的埃菲尔铁塔，到1977年建成的蓬

皮杜中心，以及后来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拉德

方斯新大门、拉维莱特公园和音乐城、阿拉伯文

化中心，再到最后一个密特朗总统工程——1995

年建成的新国家图书馆，还有现代主义大师柯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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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耶留下的数量不菲的经典作品。人们总是赞叹

巴黎为“魅力之都”，在笔者看来，其魅力不仅

在于其艺术、时尚与商业，更在于其日常生活。

作为建筑师，巴黎最吸引笔者的不在于它的那些

古典或现代的“旷世之作”，而在于其间所营造

的那独特的城市空间。虽然它们的形态和意境全

然不同，但不论它们如何变化，这些空间都是由

住房、公共设施和室外空间三个要素组成的。在

这里，人是主导的因素。应当说，城市就是以这

种人居空间为“细胞”组成的，而那些摩天大

楼、纪念馆、大商场、大飞机场等则都是派生

的。去掉这些富有人情味的小空间，让居民移到

成排成列的郊外居住区去，而把城市完全留给那

些高楼大厦，城市将毫无生气。H1

巴黎的美，就在于它始终不断地保护、维

护、发展和开拓这种人居空间。从巴黎的空中俯

视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巴黎是由千千万万

个这样的“细胞”组成的。当你站在地面，直

接接触这些细胞，更能感受到巴黎人丰富多彩的

生活。巴黎的这种以社区为单元的“小”尺度

空间，具有多样的意境和魅力。

三、巴黎的新街区建设：以左岸玛森

纳(Mass6na)街区为例

(一)“开放街区”设计理念的提出

1995年，巴黎左岸～个废弃的工业地块要

重建，为此组织了一次国际投标，邀请了包括库

哈斯(Koolhass)、努维尔(Nouvel)、包赞巴克

(Portzamparc)等多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建筑师一

起参加投标。当时，包赞巴克刚获得被誉为建筑

界的诺贝尔奖的普利策(Pritzker)建筑大奖。

经过多轮角逐，最终，包赞巴克凭借其

“开放街区”(L’‰t ouvert)理念赢得玛森纳

(Massena)街区的规划权，并因其在该街区的成

功运用获得了2004年规划大奖。

笔者曾有幸在包赞巴克的事务所工作了一段

时间，深入地了解了建筑师关于城市和街区的思

考和实践。在他这一代建筑师看来：人类历史始

终是在前进的，但又从来不是一切从头来起的。

每一代人都要能判断自己对过去的历史保留哪

些，改造哪些，更新哪些。对一栋建筑如此，一个

社区如此，一座城市也是如此，大而言之，对一个

国家的文化也是如此。L51那么，包赞巴克是怎样

通过“开放街区”理念来阐述自己的这种历史观?

他的“开放街区”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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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街区”设计理念的特点

1．“开放街区”设计理念的产生和发展

位于巴黎左岸紧临塞纳河的玛森纳街区，基

地东面紧挨城市环线，西面是新的国家图书馆，

南面是成片的有封闭庭院的奥斯曼街区，北面就

是塞纳河。作为城市东面这么一个位置明显而重

要的区域，它应该以什么样的城市面貌呈现在大

家面前?应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提升它的城市价

值并保证它未来的活力呢?这个问题也是欧洲很

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那么，包赞巴克是如何运用他“开放街区”理

念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呢?其实，他的“开放街区”

理念的研究始于他1975年巴黎欧陆风(Les Hau．

tes Formes)的改建方案，这个项目被建筑评论界

赞誉为“掀开了巴黎城市建设的新篇章”，传统的

街区重新回到了城市的舞台上。【6儿71经过20几年

对街区和微观城市尺度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开

放街区”理念不断完善，终因其在玛森纳街区的

成功运用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注意。

2．“开放街区”设计理念的特点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没有一个“固定”的

总平面，建筑师只是给出了一些秩序和规则，而

让街区的总平面在建造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自

然生长。L8o在笔者看来，“开放街区”理念还有

以下几个特点：

(1)高密度的城市道路网，将城市充分连

接起来

以小规模的城市地块进行街区开发，各地块

共同组成完整的社区。这样既确保了城市的延续

性，又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出行路径选择，更

方便人们前往目的地。

城市路网作为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是

决定和制约街区用地单元规模的重要元素，营造

小型街区可以缓解大规模街区开发在建设和管理

上对城市整体的影响，开发起来更灵活，对城市也

更具开放性，可以使街区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中，

有利于营造互补性、异质性、多样性的居住空间。

(2)总平布局上更灵活多样

首先，在划分好的路网上确定第一个人手的

地块，在不损失容积率的前提下，依据周围的环

境重新分配建筑的体量，由此形成高低错落的街

道景观。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个、第三个街区

的设计，由此类推，形成一个空间关系既紧密又

灵活的总图。[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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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巴黎左岸玛森纳街区模型

(3)建筑形体既统一又多样，丰富了街道

的空间景观

为了保证整个社区设计风格上的统一，要求

沿地块布置的建筑的底层在体量上遵循一定的原

则。由于社区内的建筑不再是围合封闭的，因此

在不违背整个街区体量控制的前提下，建筑单体

在设计手法和材料选择上可以更自由，风格也可

以更多样，这样既丰富了街区的空间景观，也满

足了不同人的不同需求和选择。[图3]

图3．街道景观

(4)混合性和可持续性

在这里，不仅有具交通意义的“道”，也有

具交往意义的“街”。小型街区的开发模式使街

道上充满了阳光和空气，随处可见半开放的街区

庭院和开放的社区公共绿地。[图4]

图4．半开放的街区内庭院

此外，这里还强调多功能的混合，社区汇集

了居住、办公、学校以及适量的商业服务网点。

住宅与公共设施一定程度的混合可以提高区域安

全感，并将活力在不同时间段错开分布，因为单

纯的住宅或办公区都会在某段时间造成人气下

降，甚至空旷，成为犯罪的温床。使用功能的混

合开发模式将是保持城市活力，提高城市效率，

节约资源和能源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的有益

尝试。

再者，开放型的街区使得每栋建筑都与城市

道路直接发生联系，因此每个单元都有属于自己

的门牌号，拥有独立的“社会身份”，即每栋建

筑都在城市网络中自我定位。建筑与城市的这种

新关系有利于单体随着城市文脉的变化自我调

整，并为将来使用功能的转变提供更多的可能

性。

(5)住宅模式多样化

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客户提供更多可选择

的生活模式，社区居民的混杂性为缓和社会阶层

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四、总结

(一)城市的前两次现代化变革：古典城市

和现代主义城市

纵观城市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其现代化的

进程并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期间经历了两次大

的变革。文艺复兴引发了城市的第一次现代化变

革，中世纪的城市逐渐被古典城市取代，城市扩

张，建筑成为一个单独的技术领域，而巴洛克艺

术又赋予其新的自由。这些古典城市是现代化

的，因为它们是为不同的社会个体而理陛设计的

城市，它们的设计者对传统的参照不再是简单的

重复和复制，而是在多种动机下进行理性的选

择。19世纪中叶爆发的工业革命引发了城市的

第二次现代化变革，现代城市规划学应运而生。

工业生产的规律成为城市规划决定性的原则，导

致了城市规划简单理性化的表现：单一的功能分

区，成等级的组织结构，大型的公共设施和社会

住宅。独立的建筑单体，带着与周围环境不妥协

的姿态出现。客观来说，这两个阶段的城市面貌

是符合它们各自的社会形态和需要，传递了它们

各自时代的美学观。

(二)城市的第三次现代化变革

随着资讯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时代的来

临将并且已经引发城市的第三次现代化变革。在

这个愈来愈复杂多变的城市和社会中，未来变得

越来越难以预测和把握，人的需求也变得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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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而多样。城市是复杂的，很难说哪种模式更

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具有更多潜在可能

性，更灵活的街区模式会更加适应未来的都市生

活。“开放街区”理念只是一种尝试，它是不是

最佳的那个答案，我们拭目以待。巴黎左岸重建

项目于1995年启动，现在还未完工。所以，现

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这一案例充分证明了建

筑师是完全可以通过空间的创造来对城市社会问

题提出自己的答案。

[注释]

①该项目始于1997年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时创立，共为期7年，即每年由法国文化部在全中国

选拔16名中国建筑师赴法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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