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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城市建设思想

周 楠

摘要：以巴黎与北京两座城市为背景，讨论了两个古老的城市如何发展走向新兴繁荣，突显现代国际都市意味，也同时

分析了不同的文化对不同地域的冲击力，以期建造出具有城市独特风格的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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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文化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文

化，决定了一个城市所要行走的路线。决定了一个城市在什么样

的步调下发展变更。本文着重从巴黎和北京两座具有浓厚文化

及历史渊源的城市人手，他们蓬勃发展的繁盛时期逐渐形成了现

在我们所看到的北京和巴黎的雏形。下面就从北京的明清时代

和巴黎的中世纪展开讨论。

1 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建设思想

北京的明清时期，是封建社会发展到最极致的鼎盛时期。它

的城市布局具有典型的两蕈性。一方面。作为都城，上层建筑部

分，一些宫殿的宗教文化设施等要求按照传统宗法礼制思想进行

布局，继承发扬了历代都城规划的传统。另一方面，随着城市人

口的增长和商业活动的繁荣，反映城市居民生活方面的建设布

局，如府邸、民居、商业区、园林、民间宗教建筑等注重因地制宜，

具有自发形成的特点。表现出较大的灵活性。

由于占据着中国封建统治最核心的位置，因此对于这个阶段

的研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文化在一个城市建设中起到了多么根

深蒂固的作用。

1．1 明朝北京城的建设布局特点

明朝时期，北京城的布局恢复传统的宗法礼制思想，继承了

历代都城规划的传统。城市分京城、皇城、宫城三重，整个都城以

宫城为中心。同时，“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传统城制也在此得

到了很好的体现。

在城市布局艺术方面，着重运用了强调中轴线的手法，造成

宏伟壮丽的景象。有主有次，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烈。从外城南门

永定门直至钟鼓楼构成长达8 km的中轴线，经过笔直的街道，九

重门阙直达三大殿，并延伸到景山和钟鼓楼。沿着这条轴线布置

了城阙、牌坊、华表、桥梁和各种形体不同的广场，以及两旁的殿堂

庑廊，更加强了宫殿庄严气氛，以显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1．2清朝北京城的建设布局特点

明亡后，清朝仍建都北京，整个城市布局无变化，全沿用明代

的基础，清初由于火灾及地震，宫殿大多毁坏，康熙时进行莺修。

现存宫殿建筑大都是当时重建的。清北京城市范围、官城及于道

系统均未更动，唯居住地段有改变，如将内城一般居民迁至外城，

内门驻守八旗兵设营房。内城里建有许多乇亲贵族的府邸，并占

据很大的面积，屋宇宏丽，大都有庭园。至雍正乾隆以后，在西郊

建大片园林宫殿，例如著名的三山五园，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

林组群。清代北京商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正阳门外大街一带是

全城的商业中心，很多老字号都汇集于此。清代宠信喇嘛教，因此

北京城内除j-原有佛教道教寺院建筑外，也增建了一些喇嘛庙等。

1．3明清古代建筑的总结以及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发展

影响

明清北京城完整的保存到现在，是我国劳动人民在城市规划

和建筑方面的杰出创造，是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优秀传统的核心体

现。这些具有丰富文化体系的城市建筑群，尤其是以紫禁城为中

心的皇家建筑体系，是贯通整个城市建设的脉络。

2巴黎中世纪的城市建设风格

当我们谈到巴黎时，自然会想到，在中世纪时代，巴黎如何走

向繁荣昌盛。在中世纪中期出现的哥特式建筑艺术风格构成了

巴黎源远流长的文化基石。这个时期，欧洲建筑理论界思想最活

跃、最前一Ii的地方就是巴黎。哥特文化在法国起源最早，在巴黎

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由于基督教在欧洲国家空前绝后的发展，

导致包括哥特式在内的中世纪各种建筑风格竞相开放，各种宗教

建筑层出不穷。同时，皂家建筑、大型市政广场也大规模的建设起

来，出现r很多依据功能需要而产生的体量巨大的建筑及建筑群。

哥特式、罗曼式建筑把法国古建筑推向了顶峰，这些也为后

人研究巴黎发展奠定r基础。

3近现代城市建设的变化

3．1 北京在这个阶段城市规划的发展模式

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北京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旧城市。

但是，从北京城整个漫长的历史来说，近百年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20世纪最初的30年间，北京经历了几个世纪以来空前的

变化。

北京城经过辽、金、元、明、清等朝代，约八百年间一直是封建

王朝统治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规划布局集中体现了中国封

建时代城市规划的传统，在同时代的世界各国城市大放异彩。但

是，这种规划布局是封建社会的产物。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

的侵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城市的条条框框已经不能与

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因而必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发展表现在

科技发展下城市功能与结构的变化，封建帝王禁地对外开放，新

类型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近代市政工程以及公共设施的

出现。当然，这些新建筑的出现一方面迎合了新的城市功能需

求，但是，不可避免的是，这种布局会影响到城市的老城区以及历

史遗迹。因此掌握好一个调和的度，才能使城市发展走上一个正

常的模式。

3．2巴黎城市建设的困难以及发展趋势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也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巴黎众多的名胜

古迹、哥特式的古典建筑、精品纷呈的博物馆闻名世界。它被誉

为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之一。以上这些都决定着巴黎作为一个

拥有如此巨大文化财富的城市，它所要承受的压力。因此，它在城

市建设中也充分地考虑了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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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建筑设计三大误区

涂惠慧

摘要：深入探讨了建筑设计的三大误区，即盲目摹仿、缺少细部和外墙材料运用不尽人意，为了创造出更好的建筑，提

出了不能盲目摹仿，要重视建筑细部的设计，要恰当地运用外墙材料的建议，指出味道十足的建筑外装修和有趣的细部

是连接人和建筑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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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设计意图都是从“以人为本”出发，尽管都将建筑朝好的

愿望发展．但缺少创新意识，盲目摹仿，缺少细部概念，缺少对各

种材料的认识和实际应用。造成建筑单位庸俗化、不耐看，下面针

对周围的环境，对几种现象加以分析。

1 盲目摹仿

在20世纪90年代，全国上下托起r欧陆风，不管是住宅、宾

馆还是商厦，办公楼都套上了大圆柱，繁琐的线脚，厚重的层顶，

打扮成不今不古、小伦不类的样式。在当前我国建筑领域的大好

局面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败笔。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想搞欧陆

风，有些是指定要求。在我们身边不难看见，房地产开发商出于

营销的考虑，把新开发的住宅小区，商贸大厦名日“罗马花园”“商

王大厦”等，把建筑包装成像西方贵族府邸似的豪华、富丽，为的■⋯l岫l-o●，一，-o●，⋯，州，幢，—6●

是迎合富裕起来的商家、住户追求阔气心里。这与商业性的运作

有关，但并非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这恰恰反映的是“市场经

济”的不成熟。有时地方权力机构也会有指令性搞欧陆风。

当人们刚刚摆脱J，欧陆风，在21世纪初，韩国飘板照遍全

国。屋顶的飘板设计从效果图上看，那一条条直线或者弧状的板

带，确是很飘逸、潇洒，板带下面的支撑一般都比较少，有的相距

有二三十米甚至更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板带下面显得空透，

才有飘逸的感觉，但试想一下，如果要用钢筋混凝土来做这样的

构件梁高要多少，板厚又要多少，若想板带“飘”起来，除非用钢结

构才可以实现这种效果。但目前来说，钢结构这种形式应用还不

是十分广泛，要一些专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才能设计施工，

这样又带来造价的极大提升和设计施工配合的不便，到了最后施

当人类进入近现代社会，尤其是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巨大震荡

之后，建筑艺术性作为占据建筑创作的核心地位受到严重的挑

战。城市建设与旧有文化的保存相冲突。面对这些剧烈的矛盾

冲突，传统形式的仿古建筑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各种新兴的功能需

求。于是新建筑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建筑界一股强劲的发展新潮

流，为现代建筑最终走上历史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的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他对巴黎的市中心地区

规划提供了一套详尽的建设方案。他的现代感建筑与巴黎的老

城区及历史文化遗迹相得益彰。巴黎的城市建没，在曲折中前

进，在前进中得到更犬的发展。

在现代，更多更全面的改造又一次次地被提上日程。这些都

归结于城市规划与建筑师们对古老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

4结合城市文化背景谈城市完善及改造

城市建设作为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从事的活动，体现了人

类文明进步及发展的历程。而现代城市建设又具有更多鲜明突

出的特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核心就是将城市作为一个有

机的整体，一个复合的空间体系。在这个特定的空间环境里，城

市建没必须更好地适应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适应科学技

术的发展，必须保持和延续建筑多元艺术风格和建筑艺术国际化

的发展趋势。

当我们在进行城市整体布局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改

造都要符合城市长期积累起来的1日有文化特征和体系。只有在

不违背这个前提的条件下，才能建造出具有城市独特风格的规划

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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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nstruction thought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ZHOUNan

Abstract：Taking two dties of Paris and Beijing as background．the author discusses how to develop into prosperity of these two dties，as well

as indicate inodern international urban significance．at the 881Tie tim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ulture on different districts，80勰to es-

tablish the planning distribution having urban unique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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