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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德国城市建设

高向东

摘要：通过实地考察。从建筑师的角度对德国城市建设经验及成果进行了总结，从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和新

建筑的规划设计及城市环境，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德国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介绍了该国城市建设中的

细部设计，以期指导国内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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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的德国之行，通过德国培训方举办的一系歹Ij讲

座与实地参观考察活动，使我对德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

各方面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在考察期间，我深刻的体会到德国

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对环境污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积极的将解

决环境污染与发展国民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开发属于未来发展方

向的节能减排型产品，比如德国的宝马与奔驰汽车公司和法国的

TOIh山能源公司合作开发了氢能源汽车和汽车加氢站，并已经在

柏林试点运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等综合效益评价。

而作为建筑师，在受到来自德国强大科研与工业实力震撼的

同时，我也从职业的角度在观察德国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寻找

德国城市建设与中国城市建设的不同，以发现他们在城市建设方

面的好的建设技术，并思考着有哪些可以为我所用。

以下是我对德国城市建设方面考察的几点总结。

1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德国的城市景观因为对历史传统建成区的良好保护性开发

而使得整体城市景观呈现出独特的人文地域色彩，这充分体现了

德国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理念，即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理

念。这种町持续发展的理念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旧城区中具有一定使用年限的建筑及在某方面具有一

定意义的良好建筑进行原状利用。既保证了这些历史建筑的维

护资金，又充分利用了城市的优良资源。例如，当年审判二战时

期法西斯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法庭，整栋建筑至今仍作为法院使

用，即使是当年使用的那个审判庭也仍作为法庭使用，而不是原

封不动的封存仅作为进行历史教育的场所。而在正常使用之外，

代主义建筑被简单化为“国际式”的方盒子，其风格的僵化违背了

现代主义反对保守、追求创新的初衷，对它的批评和指责也渐渐增

多，新的风格与流派逐渐出现，使世界建筑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

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虽也遭遇外来文化入

侵，但一直是不断延续、一脉相承的体系，这与西方文化历经多次

冲突、碰撞的发展历程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传统木构建筑，由原

始社会产生，到汉代渐趋成熟，唐宋出现定型化，且建筑风格舒朗

严整，明清时期“治久文繁”，建筑装饰增多，趋于繁密、富丽，最终

导致木构建筑的停滞与僵化，这一发展历程，也正与进化的“潜势

法则”相吻合。根据美国学者亨廷顿的观点，各民族和国家对文

化认同的追求使得文化的差异将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并且，他

指出“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

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

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促进文化的进化，

是中国建筑师必须进行认真思考的问题。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对于能源、环境的关注，高技派、节能

建筑、生态建筑、智能建筑等应运而生。对科学技术的巨大信任

促使人们不断开发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并认为以此能解决所有

问题。英国学者贝尔指出，若将美好看作人类追求的目标，那么

“文明是达到美好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人类在文化发展中必须

进行正确的选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尽管人类作为“适者”生存

下来，但其各部分生物功能并不是最完善的。对环境最完美的适

应往往会由于过于昂贵而被禁止。对于建筑而言，科技含量的高

低并不能作为衡量其前景是否光明的唯一标准。高技术若是较

低技术更加文明，也不一定较之更加“美好”，因而，适度技术或许

是未来建筑发展更适合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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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走廊、楼梯平台等公共空间辟为历史资料和图片展示

区，并向人们免费开放，以供后人了解在这里曾经发生的历史事

件。这种保留原状的多功能使用在极大节约城市资源的条件下

有效的提高了历史建筑的使用价值。

2)对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对局部状态良好的历

史建筑开发利用的前提是保护性，以不破坏历史建筑为前提。例

如德国法西斯当年兴建的院大会堂，今天就对其面临城市道路的

角部进行了局部改造，加建了一个具有极强视觉效果的钢和玻璃

的入口，而这个角部被作为历史文献阅览窒使用。这种保护性开

发利用的案例其实在旧城区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形式，尤其是在具

有商业价值的区域，把旧住宅开发作为商业空间或办公空间，甚

至在历史居住建筑的屋顶加建一间解构主义风格的公司会议室

等。此外特别有名的还有由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设计的柏林

国会大厦屋顶玻璃球，今天已经成为柏林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作为对历史建筑的开发利用，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如果开发

的不好，将大大破坏历史建筑的景观及历史价值，但是令人惊讶

的是，德国的城市管理者充分发掘和利用了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的智慧，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

3)对无法保障安全使用的历史建筑进行拆除重建，并注重城

市文脉的衔接。处于旧城区的旧建筑拆除后，对新建筑的规划要

求从一系列建筑量化指标到外观形式等均有严格的要求，然而即

使如此，众所周知，因为学术界对城市文脉等建筑与规划问题的

不同理解，往往会出现互相对立的设计手法，从而导致建筑外部

形态的错乱。而在德国的城市，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结果却很让人

欣赏，不管是重建建筑延续欧式古典建筑的样式，还是在旧建筑

的包围中建造的现代建筑，甚至是在古典建筑顶部扩建的现代建

筑加建部分，也让人觉得毫不生硬，与周围的环境衔接得相当协

调，这不彳导不让我们佩服他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建设者的水平。

此外，对旧城某特殊区域的成片开发，则一般采取弃旧立新

的策略，并借机为旧城的环境和经济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例如

柏林的波茨坦广场，奔驰中心和索尼中心以及一批优秀的现代建

筑的建成，重塑了这个曾经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繁荣的商业和

明亮的办公楼让这里散发着无穷的活力。

4)新建建筑必须与城市文脉相契合。在德国。即使在新区建

设新建筑，也需要充分尊重这个城市的历史文脉与整体城市景

观。在纽伦堡市，有一个高层建筑——纽伦堡保险公司办公大

楼，而这也是纽伦堡市唯一的一座高层建筑，之所以没有第二座

高层建筑，是因为当这栋高层建筑建成后，人们意识到这栋现代

高层建筑的建成极大地破坏了纽伦堡市的历史城市景观，从而促

使政府立法禁止了高层建筑在本市的再次兴建。

5)以人为本的城市环境和公共设施建设。在德国的城市，晴

天时的夜晚星空璀璨，反映了这个国家在治理城市空气污染方面

所取得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德国是个汽车工业大国，其城市

人均汽车拥有量和城市车辆保有量指标均在高位，在此情况下。

能够保持城市空气如此清新，实在不简单。个人认为，一方面，德

国城市均有着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且该体系以无污染

的地铁和轻轨为绝对主力，并鼓励市民骑自行车出行(注：城市设

有自行车专用道路，并给予政策支持，例如免费提供车辆、增发奖

金等)，只向偏僻偏远地区设公交巴士，这在极大程度上减少了城

市的废气污染。另一方面，执行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也在一

定程度上遏止了城市空气污染。

一个在世界上唯一于高速公路不设限速的国家，一个汽车产

业大国，竟然能如此好的解决发展汽车工业与城市交通和城市空

气污染之间存在的矛盾，不得不让人佩服。

2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决定成败。具有协调细部设计的产品是耐人寻味的，之

所以德圜的城市建筑给人的感觉很协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具有类似风格的、相互间或在建筑形式、或在尺度、或在比例关

系、或在色彩上具有相关性的城市建筑，正是细部设计的相互融

洽塑造了舒适而又优雅的城市空间环境，这颇值得我们玩味。其

实，中国城市的建筑也不缺乏细部设计，究其让人感觉不到协调

的原因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细部关系的不相关性。

另外，细部设计的合理性也体现了对环境的保护与尊重，城

市建设应该是顺应自然因素的。下面仅从城市道路和广场铺装

细部设计来看严谨的德国人是怎样做的：1)在德国城市中，路边

停车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但是他们的路边车位大多并非简单

的在道路两侧画出停车位，而是因地制宜的在有需要停车位的建

筑前开辟一个港湾式停车区，并在铺装上用小块石材与城市沥青

道路区分，而私家的路边停车位尚未配置有防盗设施。2)较低的

路缘石。在德国城市中，一般的道路路缘石均为条石砌筑，高出

道路10 all以下，如此的高差，一方面为市民迥造了一个更人性

化的行走空间，另一方面，也使得小汽车的前沿不会因缘石高出

路面太多而发生刮蹭。3)在德国城市中，大多数的人行路面和广

场均为小块锥形石料铺砌，其缝隙为自然土壤，这种铺砌：a．因其

表面的粗糙而不会导致下雨天路滑，使行人摔倒；b．雨水可以从

块石之间的缝隙中渗漏，从而减少了雨水流失、减轻了市政排水

系统的压力，并为植物提供了自然灌溉．c．由于每块石料的表面

较小且具有很大厚度，使得每块石料的承压能力足够大，大到即

使汽车驶过也不会压碎，而仅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有局部的块石因

承受过重荷载而使地面出现曲线形的凹坑，但这尚不会影响行走

的舒适度，更不会阻塞雨水的自然渗漏。

3结语

回到国内，对比我国与德国在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我们的

确看到了差距，可以说，我们在城市建设方面有太多的东西可以

向德国学习。当然，并非是我们不可以做，也并非是我们做不好，

我想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我们缺乏他们的城市建设管

理理念与管理体制，只有建立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理念和卓

有成效的建设管理体制，才能保证我们的城市建设活动不再像穿

衣一样充满随意性，在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城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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