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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火重生

一一1666年伦敦城灾后重建与城市现代化

侯兴隆1，马伟军2
(1．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2．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四川绵阳621000)

【摘要】1666年伦敦城大火是伦敦史上最为严重的火灾，这次火灾也暴露出伦敦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

如街道狭窄、环境污染、房屋质量低下且多为木质等。这场大火虽然使伦敦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也使伦敦浴火重生，

通过灾后重建，伦敦的街道变得宽阔，房屋整洁且以砖石为主，更重要的是使人们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舒适，伦敦自身

也由一座典型的中世纪城市开始转变为一座现代城市，城市的现代化水平大幅提高，为伦敦经济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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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6年9月2日凌晨，英国首都伦敦布丁巷

(Pudding Lane)的一个面包房失火，由于这一年

夏天伦敦炎热少雨，而且建筑物以木质结构为主，

因此面包房的火星迅速点燃了面包房和它的隔壁

一个小旅馆，在大风的吹拂下，火势迅速蔓延开来，整个伦敦城都陷入了火海。大火整整燃

烧了四天四夜，直到9月5日傍晚才熄灭，这场

大火对伦敦来说是毁灭性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也使伦敦迎来了重生。正如钱乘旦所说：“1666

年伦敦发生大火，大半个城市都给烧光了，大火

之后一片焦土。不过这也给伦敦带来更新改造的

机会，现代伦敦城的轮廓就是在火后废墟上形成

的。州“可以说，1666年的大火是促进伦敦城现代

化的助推器，此后伦敦开始迈向现代城市，虽说

代价是惨痛的，但意义也是深远的。

目前国内关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研究还非常

有限，有关于伦敦大火的资料散见于詹姆斯．E．

万斯(James E．Vance)的《延伸的城市一一西方

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学》幢1(The Continuing City Urban

Morph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A．E．J．莫里

斯(A．E．J．Morris)的《城市形态史一一工业革

命以前》01(History ofUrbanForm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T．E雷德威(T．E Reddaway)的

《大火后伦敦的重建》似’(The Rebuilding of London

aftertheGreatFire)等以及当时一些亲历者的日记，

如《塞缪尔·佩皮斯日记》b1(The diary ofSamuel

Pepysl660．1669)、《约翰·伊芙琳日记》161(The

Diary ofJohn Evelyn)、《安东尼·伍德的生平和时

代》”1(The life and times of Anthony a Wood)等。

相关论文有孙竹青、谭刚毅的《大火焚城与涅磐

重生一一伦敦1666年与汉口1911年的火灾及其重

建比较研究》阽1等。

1666年伦敦大火是伦敦城从中世纪城市向现

代化城市转型的重要环节，本文试图结合前人研

究成果、火灾亲历者的日记以及相关文献资料，理

清伦敦城在灾后重建的过程，探求此次火灾对伦

敦城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大火之后的伦敦城

伦敦城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火，有关伦敦

最早的火灾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60年，当时一位

名叫伯蒂卡(Boudica)的部落女酋长将伦敦烧毁，

此后伦敦在982年，1087年，1212年都曾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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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次大火。其中，1212年伦敦发生的火灾后果最

为严重，有三千人葬身火海。但是，这些火灾都

没有1666年这次火灾严重，因此这场火灾有了一

个特定的名称“the great fire ofLondon”。

这场大火世所罕见，以至于在牛津都可以看

到伦敦的烟雾，当时居住在牛津的安东尼-伍德

(Anthony Wood)在日记中写到：“9月2日上午，

星期天，伦敦发生了一场令人遗憾的火灾。第二

天，风正向东吹来，烟雾笼罩着牛津。周二，阳

光明媚。同样的夜晚，月亮被黑色的烟雾笼罩着，

看上去略带红色。””1德莱顿(Dryden)回忆起火

灾时那些旁观者的姿态，写到：“内奸的鬼魂从桥

上下来，带着大胆的、狂热的幽灵欢呼，他们弯

下腰来，用微弱的声音唱着安息日的歌。”睁，这场

大火，将世间百态、人性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大

火使得“富人变得卑贱，穷人变得傲慢”M。

这场火灾造成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在许多

文献中都有些许记载。其中，贝桑特-沃尔特(Besant

Walter)在《伦敦史》中写到：“圣保罗大教堂，

这座古老而又庄严的建筑物，有着厚厚的墙壁和

高高的屋顶，仿佛只有来自天堂的火才能够烧到

它，变成了一片废墟，教堂的中殿和两侧的走廊

还伫立着，但唱诗班已经陷落到了地窖之中。有

88座教区教堂被烧毁，皇家交易所和格雷西姆交

易所都被烧毁了，所有的雕像变成了石灰⋯⋯伦

敦城的六分之五都被此次火灾摧毁了，废墟面积

达到了436英亩，有13 200座房屋被烧毁，据说

有20万人无家可归一一以每座房屋平均15位居民
计算。”“01虽然这场火灾的破坏性非常强，但是很

多文献中都记载到只有六个人在此次火灾中丧生，

笔者认为丧生于此次火灾中的人数应该远远超过

这个数字，石质雕像被烧成石灰的温度大约在900—1

100摄氏度之间，所以火灾发生时火焰的温度至少

是高于这个温度的，而且大火燃烧了四天四夜，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许多死者被持续高温

的火焰化为了灰烬。

此外，火灾之后，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谣

言比烟雾传播的还快，由于英国是一个新教国家，

对内刚刚结束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清教徒统治时

期，对外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天主教国家，是英国

的宿敌，而荷兰由于与英国的存在贸易竞争，且

因《航海条例》爆发了英荷战争，所以天主教徒、

宗教狂热分子、法国人和荷兰人都被指控引燃了

此次大火。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大街上寻找外

国人，并发动攻击。一名德黑兰人写到：“由于这

里发生了大火，我不敢出去。”一，那些胆敢露面的

外国人都被群情激奋的市民粗暴地抓了起来，并

交给了卫兵。大火熄灭后的第二天，国王查理二

世就骑马到默尔费尔德，向难民们发表演说，安

慰他们说，“他们的国王将会特别照顾他们，他宣

布阴谋的谣言是假的，这场灾难是上帝派来的。这

与法国人、荷兰人或教皇的计谋无关，他亲自检

查了许多被拘留的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伦敦

公报的第一期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他补充说，将

会有一场彻底的调查，由首席法官、枢密院的成

员以及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H1

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将整个伦敦城付之一炬，

损失惨重，众多的房屋、教堂、仓库倒塌，商品

大都化为灰烬，几十万人无家可归。就在这种时

刻，人们开始讨论起火灾的元凶，一时间谣言四

起，人心惶惶，但很快在政府和国王的努力下，人

心开始稳定下来，如何快速进行城市的重建成为

了伦敦人所共同关心的话题。

二、伦敦城灾后重建的迫切性及争议

灾难过后，伦敦当局迅速组织了成千上万的

人来清理火灾废墟，街道渐渐露出了原来的轮廓，

一片片废墟被逐渐清理干净，与此同时，城市的

重建工作被迫切地提上了日程，“人们担心，如果

重建工作被拖延很长时间，市民就可能不会回来

了。这种担心是有依据的，并不是烟雾和饥荒所

产生的幻觉。在过去三代或更长的时间里，‘伦敦

地区’一直是伦敦城的竞争对手”。H1伦敦城的商

业中心地位正在日益丧失，而威斯敏斯特等周边

地区正在逐渐取代伦敦城的地位，攫取其商业利

益，因此伦敦城的商人对重建工作异常焦急。A．

E．J．莫里斯也认为：“被破坏的13 200处房子中
大部分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住宅、工场、货

舱和店铺。由于已经受到快速发展起来的郊区中

心的‘反吸引力’的影响，伦敦城的商业利益必

须尽快得到重建。”n-在这种功利心态的作用下，

伦敦城的重建计划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影响。

此次伦敦城的重建有两个基本目的，即“一

是为了提高当地的交通水平，二是尝试把住房修

建得比中世纪被大火一扫而光的、破旧的、频繁

修理的三角房更耐火、更坚固”01。此外，在1666

年9月13日发表了一份皇家宣言，该宣言规定：

“任何个人都不应因实施总体利益计划而遭受损

失。州41这为此次重建工作指明了工作的方向，以

及重建的原则，将房屋修建得更加坚固，使城市

更适宜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此过程中个人利益

不应为此而受到侵害。

1666年10月初，国王任命了六名委员会成员，

雷恩(Wren)、休·梅(Hugh May)、罗杰·普拉

特(RogerPratt)、罗伯特·胡克(RobertHooke)、

爱德华·杰曼(Edward Jerman)和皮特·米尔斯

(Peter Mills)，他们名义上负责调查工作，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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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重建工作中的所有技术问题。早在9月10日，

雷恩就向国王提交了第一份城市重建规划方案，三

天以后他的朋友约翰·伊芙琳(JohnEvelyn)也提

交了自己的方案，伊芙琳在一封信中抱怨：“雷恩

抢了我的风头。”⋯1之后，罗伯特·胡克也提交了

一份重建规划，此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重建计划方

案，但是只有这三份完整保存了下来。对于雷恩

的城市重建规划方案争议颇大，有人认为这份方

案是几份方案中最为专业的，但也有人对其持否

定态度，孙竹青、谭刚毅认为：“雷恩是职业建筑

师，应该算是最专业的方案。”m，丹麦著名建筑师、

城市规划师拉斯蒂恩·埃勒·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称赞到：“不管怎么说，雷恩在处理

交给他的问题上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他的科

学知识不仅使他在所有建设性的、经济的和声学

方面具有优势，而且通过数学知识的训练，使他

在综合能力方面也处于优势，这些使他成为同时

期里可靠的规划者。”⋯1而雷金纳德·布卢姆菲尔

德(R．Blomfield)对当时的雷恩及其重建规划持

完全否定的态度，其“认为自己一点也不崇拜雷

恩，必须承认在1660年至1670年间，雷恩在建筑

方面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业余爱好者，对他的任

命更多考虑的是他的影响，而不是出于公正”【l⋯。

雷恩的方案在当时也充满了争议，相反人们更加

青睐于伊芙琳和胡克的重建计划。

最终，伦敦当局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办法，即

在保持原有街道布局不变的情况下，扩展街道的

宽度，改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使用砖石提高房

屋建筑质量。

三、伦敦城的灾后重建

调查委员会在勘测之后向国王提出了一份关

于街道建设宽度问题的请愿书，具体内容为：“位

于水边的主干道80英尺宽，泰晤士街40英尺宽；

从弗利特街到钟楼那条街是50英尺宽；从霍尔本

到阿尔盖特街是55英尺；从圣保罗教堂墓地到齐

普赛街为45英尺；从市政厅到齐普赛的有露天广

场的街道宽度是60英尺；在那条街的对面，从齐

普赛街到泰晤士街的宽度为40英尺；从奥尔德斯

盖特街到齐普赛街，以及到泰晤士街的街道宽度

为40英尺；从泰晤士街十字到摩尔门街的宽度为

40英尺；帕特诺斯特街为40英尺；伦巴第街为40

英尺；老贝利街到史密斯费尔德街为35英尺；以

及从旧贝利街到黑衣修士街为35英尺；从沃里克

街到水坑码头的街道宽度为30英尺。”H1这封请愿

书把伦敦城街道的建设宽度都计划得清清楚楚，非

常详细，而且最终也得到了国王的批准。但是街

道的宽度并不是按照请愿书的宽度施工的，而是

在请愿书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削减，但也比火灾

前伦敦的街道宽阔了很多。

此外，这次重建工作中，伦敦当局对重建的

房屋类型、大小、材质等方面都做了十分详细的

规定，并要求大家必须遵守。修建房屋必须遵循

规则性、一致性和优美性的原则，“主要街道的住

宅高度必须是四层；而普通街道和街巷规定为三

层；小巷规定为两层：针对大面积的房屋，没有

临街而是在街道后面，带有庭院和花园，它们的

高度被限制在四层”01。政府对于房屋建造有了严

格的规划，而且建造房屋的材质必须是砖或者石

头，使用砖石建造房屋是此次大火留给伦敦最为

惨痛的教训之一，之前由于城市建设的无序发展，

乱搭乱建，且大都以木材为主，才使这次火灾造

成了如此严重的后果，伦敦在痛定思痛之后，决

定要以严格的标准重建伦敦，使1666年这样的大

火不再发生。房屋建设的具体细节重建法案也进

行了规定，正如雷德威所说的：“法案规定了所有

有利的、可以被管控的方面，无论是地下室围板

的位置，还是下水道的建设。木器、横梁、纵梁、

板条、椽子等的尺寸都是规定好的。”H，政府还任

命了一批监察员不时进行检查，如有发现不符合

规定的重建行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并拆除

不合格的建筑。

伦敦城的排水、街道清洁、道路坡度、便利

设施等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是重建

过程中异常重要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伦

敦当局进行了一些行政化改革，成立了一个专门

的机构负责下水问题、街道铺路、街道坡度和街

道清洁等至关重要但管理不善的问题，而且他们

有权征收税款，如果不缴纳税款，他们有权扣押

市民的物品。新建以后的街道变得清洁起来，下

水道被埋藏于地下，而且水渠也更利于排水，便

利设施也逐渐增多起来，据载：“有一个重要地区，

增加了一千两百人的便利设施。”H1

为了使这场大火为后世所铭记，伦敦城建立

了两座火灾纪念碑，一座位于火灾发生地布丁巷，

一座位于火灾熄灭地史密斯菲尔市(Smithfield)，

这两座纪念碑分别由雷恩和胡克设计，纪念碑上

铭刻着火灾发生时的情景，以及国王查理二世在

火灾中的救灾行为。两座纪念碑象征着伦敦城的

浴火重生，同时也在提醒着人们，勿忘这座城市

曾经所经历的大火，正如w．G．贝尔所说的：“火

灾纪念碑上的铭文，骄傲地注视着周围的交通潮

流，这并不是向世人展示雷恩无与伦比的天才设

计，而是在火灾发生的地方提醒伦敦和那些来自

四面八方的人，这次火灾是这座城市千年之中经

历过的最大的灾难。”州

这次大火使伦敦城化为一片废墟，造成了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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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财产损失，但伦敦人很快就投入到了积极的

重建工作之中，虽然在重建的过程中政府、个人

等都遇到了各种困难、阻力，但这些都无法阻止

一座现代城市的产生，1672年伦敦重建大体完成，

整个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人们无不为之兴奋，当

时的一位伦敦市民自豪地说：“这不仅是最好的，

还是世界上最健康的城市。”n”

结语

1666年伦敦城大火是这座城市由中世纪走向

近代的重要一步，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伦

敦通过灾后重建实现了浴火重生，一座近代城市

拔地而起，为伦敦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平台，为大英帝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保证。

“城市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必

然引起城市外观形态的变化乃至变革，也必须要

有这种变化与变革来与前者相适应。川”1地理大发

现之后，西欧国家纷纷借助海外贸易的东风快速

发展，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迅速崛起，

英国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对外贸易中占据

着独特的地位，而伦敦又位于英国的东南部，地

势平坦、土地肥沃，河道纵横，伦敦港是天然的

良港，国内外交通十分便利，因此伦敦在16、17

世纪迅速扩大，城市发展几乎无序，街道狭窄、污

水横流、房屋大都以木质为主，且非常简易，人

均居住面积狭小。毫无疑问，1666年9月2日开始

的这场大火，是伦敦城市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时

刻，13200座房屋被烧毁，88座教堂倒塌，经济损

失达1 000万英镑，但只有经过阵痛，才能迎来新

生，只有浴火，才能重生，重建之后的伦敦面貌焕

然一新，城市整洁、宽阔，正如w G．贝尔所说：

“这场大火的伟大之处在于烧毁了腐朽的、反复着

火的、可怕的、有害于生命健康的房屋，并在火

焰中净化了公民被迫生活的不健康的环境。”例此

外，伦敦有“超过9000座标准的砖石结构房屋被

修建起来”【l”。基于这次大火的惨痛教训，人们认

识到了砖石房屋的优势，因此砖石取代了木材成

为英国建筑房屋的主要材料，“北安普顿曾在1675

年为大火所毁，结果用砖石再建得更好，街道空

阔宽敞”‘⋯。

1665年伦敦大鼠疫是它最后一次在英国本土

广泛蔓延，每周有7000人死于这场瘟疫，1666年

的火灾把疫病的源头及有利于其广泛扩散的恶劣

居住环境等付之一炬，此后，伦敦城再也没有发

生过鼠疫，这不得不说是这场火灾带来的意外之

喜，不仅民众的生命安全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保

障，而且城市的健康程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使

得伦敦更适宜人们生活。这座重建后的城市，防

火是人们都极为关心的问题，因此作为此次火灾

的产物之～火灾保险公司，在尼古拉斯·贝尔
伯恩(Nicholas Belburn)的努力下建立了起来。

浴火重生，凤凰涅粲，这是伦敦从中世纪城

市向现代城市转变中的重要事件，通过这次大火，

伦敦的城市现代化建设向前迈出了巨大的一步，为

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而且由

于重建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又反

过来刺激了伦敦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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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e from the Ashes——

Reconstruc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of London after the Disaster in 1 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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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ity of London fire in 1 666 was the worst in the history ofLondon．It also exposed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London’S urban development，such as narrow streets，environmental pollution，poor quality of houses and mostly wood．111e

fire cost London dearly'but it also gave it a new lease of life．By rebuilding，London’S streets were wide open，its houses clean

and brick-based．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o make people’S living environment more comfortable．London itself has been

transformed from a typical medieval city into a modem city．The level ofmodernization ofthe city has greatly improved，which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the London economy to a high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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