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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老城区临街建筑外轮廓控制法规历史沿革的启示 
The Inspi ra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rol Rules of Roofs and Facades in Paris 

■ 汤朝晖 袁 志 扬晓 JI Tang Zhaohui Yuan Zhi Yang Xiao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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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众多城市 论大小 皆 和谐统一的形 

象令观者震撼 欧 洲^引 为豪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与悠久的历史背景 透过它的城市 透过它的建筑 

娓娓道来 每一栋建筑 每 个街 每 座城市 

都有着自 的故事 人们能够辟受到建筑与城市的 

±命和 魂 并与 它们对话 其中的位倥音—— 

孳 在城市 发展过 程中 为7 续其独特的城市性 

格所作 的种种努 力让人折服 

E黎很 就在城市建设 中引人并 格遵循城市 

建筑法规 作为其 中代表的临街建筑外轮廓控制 

规 在不同 史时期虽曾有过几寰变更 但保持7 

较长周期的稳定性 其变化也体现 出 续性 黎 

老城和谐统一的城 市公共 空间 正是建筑法规长期 

作用的结果 f圈 1) 

其实 孳只是众多欧洲城市的一个缩影 在 

B黎厦其他政 城市中 。明星建筑 并不 占多数 

量的 普 通建筑 才是城市的主体 也正是这些 

普通建 筑 成就了城市的性格 如 仔细 味 每 

栋貌似平凡的 普通建 筑 其 实并不雷目 更不 

普通 同样是经过建筑师的诤 设计与推敲 具有 

自身 的特点 格 郡透 的文化气 息 这让  ̂

感到 建筑 师在自觉地维护城市公共空间的和谐统 

一

设计每一 筑 他们都会首 准确定位建筑 

在城 市空间中的角色 然后罘用与之适应的手法来 

体现 单体 建筑的性格 建筑 师自觉地在尊重城市总 

体风 格的框架内发 挥自 的设计才华 很少为了宪 

自 哗A取宠 目为在欧 洲 就算是普通市E 

部认 同这样 的社会价值班 城市的公共空间是所有 

^共 有的社会公共财富 任何^部没有为表选个  ̂

设计喜好而破坏城市公共空间和谐关系的权力 

B黎老城E的 拓街建筑外轮廓控 规≈建筑 

廑 建筑高度与街道宽度的 例*系 建筑 顶退 

缩的 限制条件以及建筑立面与街道 边线的* 等 

每一十 史时期的控制参数有所 目 这也成 

同时期建筑的识别标志 {目2) 目此 在B黎老城 

可以根据建筑的特征 大致推断 其建造年代。 

路 与城市建筑立 Ⅱ建筑高度控 制等方 做 出规 

定 §然并没有针对建筑屋 及 面的 体 做法的 

细则 但从颁布后建筑檐13做法的实际形式 可看到 

法规对其的间接影响 在 来曲城市建筑法规中关 

于屋顶部分的倾斜退缩与 面垂直段间的数学关系 

的规定 逮 形成 

1784年的 城市 建 筑法 规 

1784年颁布的建筑 规 对建筑沿街 面垂 直 

段高度以及坡屋顶层的立面高度与最大倾斜 度做出 

7具体的规定 建筑轮廓控制线是法规允许 的建筑 

最外轮廊的 限制线 建筑 不得越 此限 制线 外 ． 

果 面 有阳台 可以挑出于此控制线 之外 但 

出挑浑度不 得大干 500ram 坡屋顶层的最 倾斜 

角为 45 坡屋顶层的高度限制则与街道的宽度相 

关——街道越宽 允许的高度越高 但在任何情况 

T 由 面垂直段描口至坡屋 顶层屋 脊问的高度不 

得大于 4 78m 面垂直段的允许高度也与 街道的 

加宽度相关 最高布得超过 17 54m 

据说坡 屋顶层倾斜 后退的要求 源自对房屋修 

缮的考虑 由于 当时建造技术的局 建筑的高度受 

到很大限制 采取坡屋顶层倾斜后退的做 法 使顷 

层墙 演变成倾斜的坡屋顶 建筑 垂直段 的犟 

度则目上部菏载的减轻而减薄 相应地 砌筑 中也 

不必一定耍 与以前一样使用同一尺寸的 材砌 块 

可以使用太／J、不一的5材砌筑 后再作 层的简单批 

荡与粉刷 这种做 在一定程度上使 筑的 建设 

修缮变得更经济 同时也使建筑在美学±有 7新的 

进展 由于建筑顶层的倾斜后退 建筑檐 口的高度 

筹于降低T一层 檐口土 的坡屋顶层倾斜后退部 

分在建筑设计±获得7 自自度 由于±进原 

目 这时期的建筑外墙通常有批荡粉 刷面层 搪 口 

做法也相对简单 

1859年 的 城市 建 筑法 规 

1859年颁布的城市建筑 法规 是在奥斯曼改造 

B筘城的年代对 1784年颁布的 规基础上进行 7 

调整与恪正 原法规中关于建 筑立面 与建筑屋Ⅲ的 

严格规定仍般 续 R是数值 有所调整 童口自立 

垂直段檐口至坡 屋顶层屋脊问的最大 高度由 47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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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为 5'OOm 目时不得太干 建筑 进源的一半 这应 

该是在当时的建 造技术 条件下 针对建筑的安全性所 

怍的修订 外 面垂直段最高不得超过 {7 54m 

的规定也进行7修订 立面垂直段的高度依然可根 

据衡谨宽度的增加 加大 但在街道宽度大于20m 

时 建筑i 垂直段的允许 高度可迭 20m 不 过 

建筑的总层数在任何情况下均 不得大干5层， 

由f奥斯曼改造 饕的计 划中 量工作是针 

对城市公共空间的 所 以这一时期的建筑法规也体 

现7相应韵内容 立口增加了 下新 的规定 对于 

向城市 ±干林 荫道 {bouleva坩I 城市公共广场 

或建筑内部庭院的建筑立面 其顶层退缩做 法可以 

执行 45 斜线 的控制线 可 栗月 1／4圆弧作控 

制线 弧 半径不得太 于建筑 进深 的一 半。这一新 

规定也在 1884年的 筑法规 被沿用 

重要的是表 了建筑设计与城市公共空问应该有内 

在的关联 按照 这一新 的规定 建筑立面垂直段檐 

口±上的屋顶部分的高度 以容纳下月层的建筑空 

间 于是屋 顶部分采用 层的做法开始流行 通常 

T层为居住 上 为辅助用房 

1967年的城市建筑法规 

1967年 黎市政府重新制定 7应用 全城的 

城市建筑 法规 以往的法规要求街道沿线的建筑沿 

衡 面都要在目一直线 ± 建筑的高度根据街道的 

1977年的城市建筑法规 

1977年 是 B饕城 市建 设的 个转 折点 

年 B黎制定7±地使月总体规划目 c法语 为 P}an 

d'occupation des sols 简称 RO．S} 在 此2后 e 

群 

一 是何手括多规立弧艇此在 疆Ⅸ术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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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市政府对以往的规划与建筑法规进行T全 面的修 

订 以±地使用总体规划图作为全E黎域规 划建设 

的指导 一些新的规划建筑概 念与指 导思想 始得 

到幕统性的实施 这与 2口世 纪∞ ～ 70年代 的建 

设极大不同 ．首要的一点即覃 求今后 城市中的建设 

必须尊重原有传统街 的总体空间尺度 及原有 

街道沿街 面的 续性 适合当地 传统风 格的建 

筑 论设计如何 R要其与所在街 的传统建筑 

风格不相适应 均不允许建设 城 内的建 筑同时 

要考虑尽 可能地增 加绿 化i积 夏 提高配套设施 

的水准 新的城 市建筑 规强 调要保 持城市 街道两 

侧立面的 续性 避免以往曾出现的赫建设使街道 

面出现 口 续性被打断的情况 

伴随着规划层面要求的变化 新 法规对建筑本 

身的设计水平也提出更高 更细致的要求 反映人 

们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对与之相适应的 高 的建筑 

与结构水平的需求 人们也意识到 一阶段的城 

市建设只是单纯地 考虑立口何满足功能 方面的需 要 

建筑能否经得起目同 史的推敲则 被忽视 7 

分析 与 启示 

尽管 孳有很悠久的历史 但仔 细分析 B黎的 

发展史可 得 结论 挈域能有今日举世 瞩目的 

城市建筑的发展建设成 就 是在 16世纪踣易十= 

制定7第一部城市建筑法规后遵渐取 得的 黎城 

的整体风貌极有说服力地表明7完善 的建巯法规及 

其有效实施对 个城市的*共空间的完整性 与城市 

魅力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法 规与政策的长 

期性与延续性也是 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建立台理 

与完善的建筑与规划法规 并根据社会经济 与技术 

平的发展进行更新虽是由政府所±导的行为 但 

建筑师有贲任参与其中 自觉遵守 与执行 耜关法 

规 则是 建筑师的基本 素质 

与畋洲或 国际其他国 家先进建筑设 计水平相 

比 中国尽 管存 在着差距 但 造成中国目前城市缺 

乏性格 缺乏魅力的根 本原目 却并不是设计水平 

的 距 是作 为非城 市 间主角的大量性 的民用 

建筑的 组织 秩序 就平均设计水平而言 中 

目的建筑 并不 国外的建筑师低 并且由于 国 

目前经济增长之下建设总量的增加 令中国 的建筑 

师得到了比其他 国家建筑师更多的设计 项目与锻炼 

机会 而事实是 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 

发展过程中 过 分追 求建筑设 计的标 新 异 和与盎 

不目 城 市空间越来越 杂乱 章 盎 多历史 文化名 

城的独特性正在连步消失 在 禁止开 发商急 功近利 

或浮夸的心卷诱导下 与盎不同 标志性 成 7 

几乎所有项目设 计任务书与投 标书中 现频 率最高 

的单词 在目 城市空问中建设 的建 筑 不是把对 

方视为友邻 而是以争取在气势上压倒对方为目的 

争当 标志 的最终结 果是谁都没有成为 标志 

互相攀 的 度与建筑设计的异化葬送了我 们的城 

市空间秩 序 造成 述结果的原目 然是多方面的 

不能R怪建筑 师 但 作为具有专业知识 的建筑 师 

应该 其他^更早觉醒 

国内案例也 有过相 关的研 究与尝试 如 在美目 

s0M建筑设计事务所为深圳做的 《深圳市中心 

翌 23-1街坊城市设计》中 不 仅规定 了严格 的街螭 

控制线 并规 定了街墙 总长贴线率 街墙高度 后 

退幅度控制 目的就是要形成有延续 性的整齐街道 

空间 控制城市 *共空问形态。 

与e黎相 中国在建筑规划法规的细致敲定 

与严格执行方面迁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虽然当代的 

经济技术水平B使建筑材料 建造手 段 建 筑风格 

有了多样化的可能 黎 当年一般 严苛的 法规未 

必 台当代的应用实际 但遣 并不意 味着不 同的建 

筑材料 建造手段 建 筑风格 可以不 加限制地 由建 

筑师根据个^喜好随意应用 即使面对发展商经济 

利益的强大压力 建筑密度 容积率 绿化率等控 

制指标也不应作为交易的酬码 城市 的公共 问是 

所有^共有的社会公共财富 任何人 都没有 以表达 

十^喜好 破坏城市公共空间和谐关系的杈 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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