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城市文化的起源与演变建立城市作

为一个学术领域的主题
,

充分注意到

城市在西方文化发展中所扮演 的角

色
。

美 国 著 名 的 社 会 学 家 威 特

(w i ll ia m F
.

w h y t e ) 称 《城市发

展史》 是
“

关于城市的前所未有的大

著
” 。

正是由于芒福德的思想如此宏

博
、

精深
,

以至于很难对他的主要思

想加以较为全面的概括
,

但其中的一

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以人为中心
。

他

认为
“

一个孤立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

达到稳定的
,

他需要家庭
、

朋友及同

事去帮助维持他自身的平衡
” 。

因此

他强调密切注意人的基本需要
,

包括

人的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 ; 强调以人

的尺度从事城市规划
。

他提倡重新振

兴家庭
、

邻里
、

小城镇
、

农业地区和

小城市以及中等城市
,

对大城市的畸

形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抨击
,

把符合人

的尺度的花园城作为新发展的地区中

心
。

对此他深受霍华德的影响
,

对霍

华德的花园城市评价极高
, “

二十世

纪初人们 目睹了两项最伟大的发明
.

一项是飞机
,

它使人们得以展翅飞

翔
;
另一项就是花园城市

,

它为飞回

地 面的人 们提 供 了一个更好 的住

所
。 ”

他认为霍华德的天才就在于把

城市现有的各种器官配合起来组成一

个更为整齐有序的混合体
,

在有机限

制的扩展原则下运行
。

作为一位区域主义者
,

芒福德深

受盖迪斯的影响
,

曾强调把区域作为

规划分析的主要单元
,

在地区生态极

限内建立若干独立 自存又互相联系

的
、

密度适中傲障L区
,

使其构成网络

结构体系
。

他对斯坦因 ( .c
,

乒ien )

的
“
区域性城市

” ( r e g io n a l c it y )

理论也倍加赞赏
,

关于这一点将在后

面有所涉及
。

一

对于新技术与人文的关系
,

芒福

德向往新技术
,

向往推广新型
、

小

巧
、

符合人性原则和生态原则的新技

术
,

即所谓的
“

新技术群
” ( ne 。 一

t e e h n i。 c o m p le x )
,

包括 生 物 科

学
、

社会科学
,

以把农业这个落后的
`

工业推向前进
。

这是他很早以前就提

出的思想
,

在 《城市文化 》 一书中就

曾鼓舞一个
“

新技术时代
” ( N eo 一

t e e h n iq u e
E

r a ) 的到来
。

同样
,

他

也注重人文
,

认为城市与区域不仅是

地理的划分
,

而是地理要索
、

经济要

素
、

人文要素的综合体 ; 他主张复兴

城市和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
,

使其成

为优良传统观念和生活理想的重要载

体
。

对西方社会
,

芒福德持鲜明的批

判态度
,

并且入木三分
。

他论述了与

社会物质载体相配套的政治秩序和行

政组织
,

提出一种平衡的经济模式
,

主张以人生经济 ( li f e e e o n o m y ) 取

代金钱经济 ( m o n e y e e o n o m y )
。

他指出
“
必须改变大城市的经济模

式
”

.

, “

没有 目标就没有方向
,

就没

有一致
” 。

正因为如此
,

芒福德构筑了自己

的
“

理想王国
” 。

就某些方面说
,

他

的部分思想与历史上的空想社会主义

者是相通的 , 我们可以把他当做理想

主义者
,

甚至有人称他是本世纪
“
最

后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
” ,

这是不

为过的
。

但芒福德并非是逃避现实的

书斋文人
,

这一时期许多有影响的关

于公共政策的辩论
,

他差不多都参加

了
,

其中包括城市发展
、

交通政策
、

土地规划
、

环境问题
、

核武器问题以

及技术间题与前途等等 ; 他甚至还是

美国 20 世纪重大事件的参与者
,

如

反对越战
、

支持马丁路德金等
,

对此

本文就不多阐述了
。

人类的生存
、

社会的前进不能没

有理想
。

理想主义是西方近代城市史

的传统之一 , 规划不能丢掉这个传统

与改革主义精神
,

丢掉了就会失去相

当部分的前进动力
。

正因为如此
,

我

们要从芒福德浩繁的理论体系中吸取

营养
。

(二 ) 理论家与笃行家的论战

作为思想家的芒福德与在理论上

和行动上持不同见解者有争论
,

这是

很自然的事情
。

由于芒福德密切注意

人的需要和人的尺度
,

因此他倾向于

小的规划而非大的纪念性建筑
。

他在

194 0~ 19 5 0 年期间
,

曾公开指责美

国城市更新
、

高速公路计划及高层建

筑
,

因为由于这些建设使我们许多主

要城市的中心区被毁坏
.

芒福德所喜

爱的城市是有生活气息 ( il ve ly ) 的

城市
,

具有邻里中心
、

便于人们步
行

,

人们可以在路旁咖啡馆及有林荫

的公园中面对面地相遇 , 所有这些设

想在他对早期联邦政府建设计划的起

诉书中都有所反映
。

他反对将公路通

到市中心
,

认为
“

我们城市的存在不

是为了汽车通行的方便
,

而是为了人

的安全与文明
” 。

芒福德的这些见解首先与柯布西

叶 ( L e C o r b u s
i
a ) 早期的

’

V o iia n 规

划 ( 1 9 22~ 29 2 5 ) 格格不入
,

这个规

划设想胶解了巴黎历史中心
,

建设高

楼与高层公寓
,

仅织保留一些纪念性

建筑围以大片绿化空间
。

对此芒福德

特别反对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 他以

同样甚至更加猛烈的笔墨攻击在同一

思路下的纽约的一些规划措施
,

矛头

直接指向当时被称为纽约公共工程局
“
沙皇

”

的罗伯特
·

莫西斯 ( R o b er t

M os
e s )

。

莫西斯建议高速路直通纽

约市中心
,

为纽约市贫穷市民建设混

凝土大高楼
,

城市中心崖岸不亲
。

芒

福德对此非常反感
,

从 1 9 4 0 年开始

的近 20 年时间里
,

他差不多对莫西

斯的每一个主要公路建设与城市改进

措施都挑起论战
,

其结果却多以芒福

德的失败而告终
。

但是这些论战并非

毫无建树
,

有人对此给予了公允的评

价
,

称芒福德的这些评论对唤起
“

美

国的城市觉醒
” ( A m e r ie “ 5 u r b a n

e o n s e ie n e e ) 不无贡献
。

对于这一论

战
,

我曾是身临其境的人
,

如果逃脱

了文革的浩劫
,

我想应该还保留 40

年代末期的一份剪报
,

其大致内容是

芒福德称当时的纽约州是一些极其愚

鑫的规划 ; 而莫西斯则声称他所修建

的任何一块绿地都要比在理想的规划

图纸上泼一瓶绿墨水更具实际意义 ;

言辞铮铮毫不相让
。

理想家与笃行家

的论战
,

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

这些论战的是与非常常不以一时一事

的得失为标准
。

情殊事迁
,

智慧的火

花仍现光芒
,

因而是可贵的 ; 没有论

战
,

可怕的沉寂倒显得不健康
。

这类论战不仅在美国有
,

在中国

也有
.

解放初期
,

梁先生主张把北京

行政区放在北京西郊
,

主张保护旧

城
,

保护城墙
,

就此与反对派的论战

何尝不是硝烟味十足
。

如果说当时争

论的本质是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

那么

直到今天这个矛盾依然存在
,

并且以

新的
、

更严峻的形式出现
。

请看一幢

幢大楼在崛起
,

一片片旧城 区在拆

除 ; 只要看一看金融街
、

东方广场拆

除的现场
,

就不能不令人伤心
。

尽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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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之声未辍
,

其批判与反对的力量

相对说来又何其徽弱
。

历史的事实教育我们
,

我们要十

分重视规划理论
,

重视理论家的贡

献 ; 我们要呼唤
“
中国社会的城市觉

拓想路
。

从这些

到
,

纯理论家在

软弱无为的
,

为什么

常以失致而告终
.

,

为什么梁

先生也常常以失败而告终
,

这就迫使

我们深思
:

不应当仅仅有理想
,

还要

崇尚笃行
,

应该更高地要求自己
,

力

求把我们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

去

充当有理想的笃行家
。

二
、

对芒福德理论的向往到实践

的运用

(一 ) 芒福德的区域理论与苏锡

常的试验

1
.

芒祖抽的区城思想

我非常欣赏芒福德对区域及区域

规划的概括
,

他认为
“
区域是一个整

体
,

而城市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 T he

er g i o
n a s a w h o l e a n d t h e e

i t y

m e r e ly a s o n e o f i t s P a r t s ) ” ,

所以
“

真正成功的城市规划必须是区

域 规 划 ( t r u ly s u e e e s s f u l e
i t y

p al n n i n g m u s t b e r e g io n a l p al n -

in n g ) ” ; “
区域规划的第一不同要

素需要包括城市
、

村庄及永久农业地

区
,

作为 区域 综合体的组 成部分

( T h e f i r s t d if f e r e n t f a e t o r i n

r e g i o n a l p la n n in g 1
5 t h a t it in

-

e
l
u d e s e it i e s , v

il la g e s a n d P e r -

m a n e n t r u r a l a r e a s , e o n s i d e r i n g

p a r t o f t h
e r e g io n a l e o m

-

p l e x ) ” .

他对 Jo h n G o t t m a n n 提

出的
“

城市带 ( m e g a lo p o li s ) ”

表示

怀疑
,

并批判这一个词的内容混淆不

清 ; 指出不能错将城市带作为一种新

型的城市
,

而事实上它只是一种
“

类

城 市 的混 合体 ( u r b a n io d
`

m is h
-

翅 as h ) ” ; 是一种假想的前提发起

的挑战
,

不管多大的城市都不能单独

抵抚这种消融和分解
,

没有一种建设

高速公路或城市更新的现象能够阻止

这种破坏性
,

直到一个可以形成经济

文化多样化的区域框架最终建立起

来
。

芒福德在对区域论作了一系列阐

述后
,

对城市密集地区进一步提倡区

域整体论 ( r e ig on
a l i n t e g r a t i o n )

,

主张大中小城市的结合
,

城市与乡村

的结合
,

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结

合
。

为此他积极推荐斯坦因的区域城
’

、

市 ( er ig ho al 。
it y ) 理论和亨利

.

莱

特 ( H en yr
二

节庵ihg t) 纽约州规划的

设想
。

莱特的图解分析了纽约州各个
、

时期的发展
,

显示出通过将人口租工

业有计划地分布到许多大小不一
、

功

能不同的较小社区去
,

组成部分新的

城市中心
,

使城市相对集中
,

自然空

间相对集中
,

各种类型的城市位于主

要交通的结点相互联系
,

从而达到区

域平衡
,

建立一种新的城市模式 ; 通

过扩散权力形成一个更大区域综合体

( a l a r

罗
r r e g ion

a l e

呱
p le x )

,

一

个更理想的全州整体发展将是可能

的
。

这样
,

通过周密
、

审懊的组织和

联系
,

其中最小的社区也可以拥有连

大城市本身也享受不到的一些大城市

的便利条件
,

同时又能够保持一个更

加多样化的环境
,

更多的接受教育和

休息的机会
。

这样将不仅重建城乡之

间的平衡
,

并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

何一地都享受到真正城市生活的益

处
,

同时又可免去乘坐地下交通工具

的枯燥
,

拥挤的出租公寓街区
,

有限

的游憩场地以及不断支付市政维修经

费而又可望不可及的理想都市环境
。

2
.

苏锡常的空间结构

在上述基本概念的基础上
,

我们

投入到区域研究中
,

究其原因一是基

于对区域理论的逐步认识
,

对现在一

般就城市论城市的作法深感不足
,

特

别在象长江三角州这样的经济发达
、

城镇密集地区
,

城镇发展相互作用
、

互为影响
,

更不能就事论事 ; 二是在

城镇化发展迅速地区土地资源被吞

噬
、

环境被破坏的情况下
,

对城市建

筑环境与生态空间的保护与发展作超

前研究的需要
。

这样在我们的建议

下
,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

发

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

与发展研究
”

成为由清华大学
、

同济

大学
、

东南大学三校共同参与的研究

课题
,

清华的研究重点则在苏锡常地

区
。

我们的研究有几个共同的理论前

提
,

即地区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发展战

略
,

区域整体论和城 乡融合发展论

(以芒福德的理论为主 )
,

以及经

济
、

社会
、

文化
、

环境综合发展战

略
。

通过对张家港
、

无锡县
、

无锡

市
、

苏州市
、

常州武进地区等地的研

究
,

我们对某些向题有了进一步的体

会
。

在目前来看
,

城市空间发展向区

域空间扩张的现象十分值得关注
,

而

对下面的问题还需要更深的研究
,

包

括城镇密集地区的形成与区域整体

化
,

中心城市发展变化与城市空间的

整合
,

小城镇的迅速发展与结构布局

的重组
,

农业地区地位的再界定与结

构布局的重组
,

绿色空间的保护与区

域空间质量的提高
,

地方建筑学的理

论的提出
、

发展
、

创造等等
。

在此不

能深谈研究的细节 (正式总报告与专

题报告正在写作中 )
,

但有几个观点

需要重申
:

( 1) 芒福德的区域规划思想及其

对西方城市发展中生态空间环境的保

护观念对我们的研究有引导作用
,

芒

福德所推荐的
“
区域城市

”

的模式与

纽约州城市发展模式
,

对苏锡常地区

的城镇发展具有启发与参考价值 ;

(2 ) 理论一经投入实践就必须深

化
,

需要经过再创造 ; 我们也并不是

原封不动地照搬芒福德等的思想
,

而

是结合实践具体运用
。

芒福德认为行

政界限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现

象
,

困此在实践中我们第一次打破行

政界限
,

将苏锡常三个城市的规划放

在一道进行整体研究
,

即使是城市的

规划也不是就城市论城市
。

例如张家

港的规划
,

将城镇
、

村镇
、

永久农

田
、

道路
、

水网作为区域综合体的组

成部分进行全面规划
,

规划成果已为

当地所接受
,

并已付诸实施 ;

(3 ) 上述城市规划的基本思想已

为当地的行政部门
、

特别是行政领导

和技术人员所接受
,

逐渐形成社会共

识
,

成为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
,

社会

本身也会进一步结合实际进行再创

造
。

这些创造是成功的
,

即便存在
“

败笔
”

也不能过于苛求
。

例如目前

的城市建设
,

特别是新区建设中经常

开很宽的马路
,

尽管为新闻记者们所

推荐
,

但从理论上来讲未必是合理

的
。

以上实践说明
,

借鉴西方城市规

划理论
,

在东方大地上发挥作用
,

是

广阔天地
、

大有作为的
。

(二 ) 芒福德的思想与人居环境

学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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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人居环境学的提出

人居环境学的建议是借用希腊学

者道萨迪亚斯 (C
.

D o x ia d i s ) 的人

类聚居环境学的概念
,

简称人居环境

学 ( cS ie n e e o f H u m a n eS t t l。

m e
nt

s )
,

后为联合国所接受并沿用

推行
,

并且成立了人居环境研究中心

(C H S )
。

为什么把这一概念搬到中

国来
,

对此我个人有甘苦 自得的体

验
。

象我们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实践
,

包括了从区域开发
、

城市建设
、

建筑

活动
、

园林建设到市政工程等等包罗

万象的建设活动
,

但没有一个合理

的
、

合适的科学概念将其覆盖起来 ;

尤其与有关部门打交道的时候
,

人家

弄不清你这个专业所从事的广阔内

涵
,

因此即使在学术界论坛上
,

包括

科学界和工程界
,

也往往没有这门科

学应有的地位
。

这其中既有客观原因

也有主观原因
, 二

主要原因还在于几十

年来学科分解越来越细
,

而建设问题

却越来越交叉
、

越来越复杂
,

因而难

以捉摸其基本规律
。

正是在这种情况

下
,

钱学森先生的
“

城市学
” 、

我的
“
广义建筑学

”
以及后来我和周干

峙
、

林志群共同提出的
“

人居环境

学
”
等种种设想被提出来

,

尝试拓展

学科概念
,

并就其基本规律进行正面

探讨
。

这里有几点需要强调一下
。

首先
,

人居环境学的概念着眼于

人居环境
。

对于人类生存的环境过去

没有一个一致的提法
,

外交部的文件

上 曾把
“

eS ltt
e m比 t , ”

翻译成
“

生

境
” ,

什么意思谁也搞不懂
,

所以我

们建议将 ( H u m a n

eS t t l
e m e n t s ) 改

译成
“
人居环境

” ,

目前正在逐步改

正
。

人居环境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概

念
,

一般指
“
人类从事有组织活动的

地方
” ,

从三家村到特大城市甚至城

市带都属于这样一个范畴 ; 它不仅仅

指住房
、

乡村
、

集镇
、

城市的实体
,

而是人类的活动过程
,

居住
、

工作
、

教育
、

卫生
、

文化
、

娱乐等
,

以及为

维护这些活动而进行的实体结构的有

机结合
,

都是人居环境的组成部分
。

其次
,

人居环境的概念发展了人

居环境科学
。

人居环境科学 ( t
he

cS ie n e e o f H u m a n S
e t t le m e n t s )

是包括乡村
、

集体
、

城市在内
,

以人

居环境为对象
,

研究它的一般与特殊

规律的学科体系
。

二
、

三十年来 ; 有

人建议将它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

如道萨迪亚斯就 曾著有 EK IS T cI S

即
一

《人居环境学概论 》 一书
,

并在三

十年前成立了专门的学会 ; 即
“

人居

环境学会
” ,

从事人居环境的研究 `

芒福德本人更是以多学科为基础

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术观念
,

如他的建

筑观
、

城市观
、

区域观
、

规划观等孟

均有系统的见解与建树
,

形成 自己的

学术体系
。

金经元同志曾指出 尹这正

是他的学术魅力所在
” ,

我认为这一

评价恰如其分
。

在芒福德身上有两点

是值得注意的
,

一方面
,

芒福德个人

努力粗盖各个学科
,

可将其综合成一

门独立的城市学术体系 ; 他堪称运用
“
融贯的综合研究方法

”

的典范
。

另
·

一方面
,

他也积极赞成多学科专家的

交叉结合
。

例如
,

他建议成立包括动

物学家
、

地质学家
、

生态学家及人类

学家
、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在内的多

学科专家团体
,

共同研究区域间题
,

而无论是否成立一个专门学科或学科
-

群
。

芒福德的成就向我们证明了建立

人居环境学这一学科体系的可能性
、 , `

并给予了极大的推动和启示
。

2
.

人居环境学与芒福德的自然

观
.

下面谈谈如何就芒福德的自然观

和人文观来充实和发展人居环境学
。

人居环境学是以人工环境和自然

环境相结合的综合构成
,

它是尺度不

一
、

形式不一的综合构成
。

人们的生

活与人工坏境之密切是不难理解的
,

因为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房屋
、

道路
、

广场等一切为实体物质所界定的空

间 ; 而它与自然环境的密切性
、

重要

性就不一定被深刻认识到
,

广而言

之
,

即对人与自然
、

城与乡
、

城市与

区域及自然
、

原野
、

广大区域乃至全

球的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

认识不一定

很深刻
。

芒福德认为城市与区域原本是不

应该分开的
;

城市及其所依赖的区域

是有关规划的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
,

“
正如地理学家 M

a r k J e f f e s o n 在很

久以前就已经注意到的
:

城市和乡村

是一回事
,

而不是两回事
,

如果说一

个比另一个更重要
,

那就是 自然环

境
,

而不是人工在它上面的堆砌
” 。

他指出
“

在区域范围内保持一个绿化

环境
,

这对城市文化来说是极其重要

的
,

一旦这个环境被损坏
、

被掠夺
、

被消灭
,

那么城市也随之而衰退
,

因

为这两者的关系是共存共亡的
。

… …

厦新占领这片绿色环境
,

使其重新美

化
、

充满生机
,

并使之成为一个平衡

的生活的重要价值源泉
,

这是城市更

斯的重要条件之一
, ` 强调

“

保持城

市社区的林木绿地
,

阻止城市无限制

生长吞咙绿色植物
,

破坏城乡生态环

境
。

随着人们余暇的增加
,

保存自然

环境显得空前重要
,

不仅要保持肥沃

的农业和园艺地
,

以及供人们娱乐
、

休息和隐居之用的天然园地
,

而且还

要增加人们进行业余爱好的活动场

所
” 。

为此他提出休闲场所的邻近

性
, “

甚至当宝贵的邻近乡村土地被

全部侵占时
, ,

除了采取积极的保护措

施外
,

居民们所依赖的是更远处休闲

用地的开拓和对其景物的改造
。

不幸

的是距离越选
, ,

旧常公共使用的程度

就越低
,

而令人庆烦的驾车行驶时间

要越长
,

乘飞机的费用就更贵
,

这块

土地作为休闲场所
,

它的价值最终丧

失
,

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加倍拥入其他

的自然风景区
,

将其变成一种
`

休闲

贫民窟
’
气

。

因此
,

他提倡要
“

创造

性地利用景观
,

使城市环境变得自然

而适于居住
” 。

芒福德不仅认为一般的绿色空

间
、

休闲地带对城 乡的构成非常重

要
,

包括荒野地区对人类的生存也是

必不可少的
。 “

直到 19 世纪
,

美国才

逐步认识到荒野是人类社区的组成部

分
。

美国联邦政府把一些动人的自然

景观划定为不准人们永久居住的保护

区
, 、

18 72 年建立的黄石公园就是其

中的第一个
。

这是发展区域文化的一

件大事
,

它第一次公开确认原始荒野

是文明生活的象征
,

不能不顾后果地

把自然环境仅仅用于经济开发
” ,

因
.

为风景也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源 ( T he

la n d s e s p e
1
5 a e u l t u r a l

so ur ce )
,

也是一种生态资源
。

他进

一步指出
,

如果环境文化已经深入人

心
,

我们的审美观念就不能只停留在

一些风景名胜震撼人心的地貌上
,

而

应该同等对待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

还

必须强调绿色空间不仅是为了游憩和

观赏
,

更重要的是为了人作为自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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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着
” 。 “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
,

西

方文明不自觉地
,

的确
,

几乎是自动

地沿着上述第二条道路走得很远
,

它

的最终结果必将是接近非人的蜂窝

( a n t i 一 h u m a n h i v e ) ,, 。

其实这

类思想何止这一个例子
,

柯布西埃
、

新陈代谢派
、

P a o l o s o le r i 的将一个

城市放进一幢建筑中去的种种设想
,

都是如出一辙
。

至于动辄提出兴建世

界最高的摩天大楼的种种尝试
,

不过

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实

践者而已
。

另一种是中国的
“

清明上河图
”

所显示的环境质量 (见图 l)
。

各种

各样的景观
,

各种各样的职业
,

各种

各样的文化活动中心
,

各种各样人物

的特有属性
,

所有这些能组成无穷的

组合排列和变化
,

它不是完善的蜂

窝
,

而是充满生气的城市
。 “

充满生

气的城市
” ,

这个词用得太好了
,

我

们的人居环境除了是一种物质构造

外
, 一

还必须是具备一种人文精神的城

市
。

请看芒福德是怎样说的
: “

将来

城市的任务是充分发展各个地区
、

各

种文化
、

各个人的多样性和他们各自

的特性
,

这些是互为补充的目的 ; 要

不然势必象现在这样
,

机械地把土地

的风光和人的个性都折磨掉
。 ”

这里要加以申述的是芒福德的区

域人文主义思想
。

区域不仅仅是独立

的地理单元
、

社会单元
,

还是文化单

元
。

产生作为独立的地理单元是既定

的
,

而作为独立的文化单元则是人类

深思熟虑的愿望和意图的体现
,

因为

这里所谓的区域也可以称为人文区域

( h u m a n r e g io n )
,

它是地理要素
、

经济要素和人文要素的综合体
。

每一

个区域
、

每一个城市都存在着深层次

的文化差异
,

都受到 自然环境的影

响 ; 自然的影响愈是多样化
,

城市的

整体特性就愈复杂
、

愈有个性
。

这是

避免人们长期形成过分简单化趋向的

一种永久的保证
。

正因为如此
,

我们

建议要发扬地区文化特性
,

创造城市

和地区特色
。

创造地区特色很根本的

一点是要有地方建筑学的观点
,

因为

正如芒福德所言
, “

每一时代都在它

所创造的建筑上写下它的自传
” 。

所

以我们在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

同时
,

提出研究江南地区地方建筑学

的发展
,

包括对地方建筑的保护
、

继

承和新的创造
。

谈到这里
,

概括起来我们认为芒

福德思想理论的本质是以人为依归

的
。

他指出
“

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

关心人
、

陶冶人
” ,

因此提出
“
人生

经济
”
而不是

“

金钱经济
” ; 他注意

人的需要和人的尺度
,

一

因为对他说

来
, “

建筑的首要使命
,

良好的房屋

艺术是为人们建造新的家
” ; 他的历

史哲学也可以概括为人类发展理论 a(

t h e
or y o f h u m a n d e v e l o p m e n t )

。

这些

正是芒福德的建筑与城市思想的基本

点
。

因此
,

我们建设人居环境学
,

发

展中国的城市规划
,

要 自觉地将技术

与人文相结合 , 城市规划归根到底要

关心人
。

在此我们不能不祀人优天
。

当西

方技术的发展重新呼唤人文的同时
,

在中国开放搞活
、

经济发展的同时
,

我们不能不普惕我们的城市环境感染

了西方城市环境的综合症 ; 当西方小

汽车普及后
,

城市深受汽车之苦
,

芒

福德讥笑首蓓花 (立交桥的四个花

瓣 ) 成为美国的国花
,

回过头来推荐

R
a n d b u r n ,

即在新泽西进行的汽车

与步行道相分离的社区规划 ; 提倡哈

佛校园 ( H a r
w

a r d Y
a r d )

,

即在规

划上排除小汽车的干扰
,

不使人感到

不方便的
“
步行区

”

设计
。

而我们北

京城的
“
罗伯特

·

莫西斯
”

却在拆毁

胡同
,

开大马路
,

让 小汽车进入家

庭
。

西方近代城市形态的阴影正在投

向我们的城市
,

这是我们在介绍芒福

德这位思想家
、

理论家的同时
,

不能

不引以为优的
。

4
.

人居环境学与芒福德的方法

论

有 人 说
“

平 衡
”

或
“

均 衡

( b a la n e e ) ” 与
“

整体 ( w h
o le n e s s ) ”

这两

个字可以总结芒福德对生活的趋向
,

他的思想 方法可 以用
“

概括思 想

( s y n o p t i e t h in k i n g ) ”

或
“
生态思

想 ( e e o lo g i
e a l t h i n k in g ) ”

来 表

达 ; 就是把事物看作整体
,

研究它所

有的变化及相互联系
。

就象生物学家

在 自然界工作一样
,

芒福德不休止地

探索联结及相互关系
;

无论写一本

书
,

或是一幢房子以及整个城市
,

总

是研究其更广泛的文化脉络
。

在他的

观念中
,

艺术如果与社会隔绝就不可

能得到应有的理解
,

城市及其建筑必

须与产生它的文化联系起来考虑
。

芒福德力劝人们要会用双重的视

觉 ( a d o u b le v is io n )
,

即 实 际

的
、

科学的眼光与用想象
、

梦幻的明

亮眼光来观察实际事物
。

他呼吁人们

发展
“

全人
” ( t h

e d e v e lo p m e n t o
f

t o t a l p e r
so

n )
,

具有理智与筹算
、

热情
、

诗意
、

理想地工作
,

全身心地

生活等多种美德
。

他也因而被称为万

事概通的教授 ( p or fe s
so

: o f t h i n g

i n g e n e r a l ) ;

他的特点是把阻碍观

察事物的围墙 (学科的围墙 ) 拆掉
,

去掉
“

禁止通行
”
的牌牌

,

而让人们

能够从窗外更好地观察事物
,

抓到问

题的核心
,

欣赏到更有特殊意义的景

色
。

其实
,

对芒福德来说
,

他不仅仅

是一个通才 ; 他将分散的标本联缀在

一起形成完整的模型 ; 他还使自己的

形象是一位专家
, “

在至少一半他建

立起来的领域堪称专家
” 。

足见在芒

福德身上作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

讲到这里
,

我们不能不附带说一句
,

金无足赤
,

人无万能
,

对芒福德的学

术观点并非无可商榷处
,

例如他的历

史观等
。

既然本文的主要 目的在于阐

明向他学习什么
,

故不涉及
。

从芒福德的自然观 (也可以称为

生态观 )
、

人文观 (也可以称为文态

观 ) 到他的方法论 (整体观 )
,

对人

居环境学的建设有很大的启示
。

首先我们要看到科学研究的一个

发展趋势就是各个学科的分工越来越

细
,

对整个世界的研究也就越来越微

观
。

这些研究是必要的
,

但是是远远

不够的
,

芒福德的功绩在于他高瞻远

瞩
,

综合地
、

整体地观察世界
,

看到

事物内在的相互联系
。

其次
,

从生态学的角度把人类看

作自然界的一部分
。

我们强调生物的

总体和环境的作用
。

地球上的所有生

命一起构成一个实体
, 一

这个实体能够

使得地球的生物圈满足她的全部需

要
,

而且赋予她远远大于其他部分之

和的功能
。

正因为如此
,

我们一个良好的人

居环境的取得
,

不能只着眼于它的各

个部分存在和建设
,

还要达到整体的

完满
;
既达到作为

“

生物的人
”
在这

个生物圈内存在的条件的满足 (生态

环境的满足 )
,

又达到作为
“
社会的

人
”

在社会文化环境中需要的条件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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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 (文态环境的满足 )
。

只有作到

这一点
,

才能达到人居环境的基本需

要
。

人居环境的建设是包括各学科为

实现人类聚居的共同目标和共同需要

而共同进行的全面的
、

整体的
、

综合

的建设
,

是使人与环境的各个方面取

得平衡的建设
, ’

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

工程
,

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 但如果

能作到任何点滴的进展就是前进
,

需

要大家向这共同的目标努力 ; 我们必

将有所突破
,

达到新的起点
,

同时还

必须指出
,

终点是没有的
。

小结— 从芒福德的回顾中得到

的启发
1

.

我们需要理想—
“

未来墓

于梦想
”

芒福德说过
, “

没有梦想
,

科学

技术的进步只能混乱
、

无序地放在那

里
” ,

他还说
“

哈罗 ( H a r l o w ) 是

英国最美丽的新镇之一
,

在许多意义

上是实现了一个
“

梦
” ; 西方的城市

发展也经厉了一系列的梦
,

霍华德的

花园城市之梦
;
昂温 ( U n w i n) 开阔

的绿色城镇之梦
;

克拉伦斯
·

佩里

( e la r e n e e
P

e r r y ) 用邻里形式重组

城市之梦
;
阿尔伯克龙比爵士战后的

大伦敦之梦 ; 今天我们纪念芒福德
,

也是重温对芒福德思想的向往之梦
。

梦是理想的驱使
,

人类的进步是

无数理想的推动 ; 几经周折
,

逐步从

理想走向现实
。

回顾我从 1 9 4 5 年自

学城市规划开始
,

至今已整整半个世

纪
,

也是在作着一个又一个的梦
.

有

些梦想变成现实
。

办清华市镇组
,

筹

办园林专业
,

从事一个个的城市规

划
,

无不是受一个个梦想的驱使
。

菊儿胡同的试验就是一个实现了的

梦想 . 现在在作着人居环境的梦
,

还将有更多的梦的系列促使我们前

进
。

尽管芒福德对美国的现实世界进

行无情的批判
,

但他对未来还是充满

信心的
,

他说
: “

来吧朋友们
,

寻找

一个更好的世界还为时未晚 ( C o m e

o n m y f ir e n d s ,

it
` 5 n o t t o o la t e

ot 舰。k a

加w e r
w

o r ld ) ” 。

我们

现在向往一个伟大的国家
,

向往人们

安居乐亚
,

_

向往新世纪的来临
,

向往

建丧中今吏为良好的人居环境
,

不能

依靠它首嘛的来临
,

而是要靠我们更

自觉地探索未来的发展
,

这就需要吸

收一切美好的理想
。

2
.

理论的力 t 在于能影咱人
、

教育人

芒福德理论的迷人和具有生命力

之处
,

就在于它的高度和深度
,

详细

占有材料
,

并且常常是第一手所见所

闻
,

因此即使支言片语也是根据确

凿
,

意味隽永
。

这是聪明睿智
、

深思

熟虑之所得
。

他的话引入深思
,

因而

影响较大
,

流传久远
。

我们说芒福德是理想主义者
,

但

他又不同于乌托邦的规划家
。

他并不

给人 以结论 ( W i t h o u t o f f e r i n g s
于

fu it o n s )
,

而是始终饭依一定原则 ;

他讲求价值
,

追求居住结合 自然的家

庭生活
,

讲求自觉纪律
,

追求显示人

性的城市和良好生活的美德
。 “

在一

个城市中
,

美丽和多样化常是从时间

得来的
,

而不是从规划师那里得来 ;

城市规划必须有一个小心谨慎的
、

社

会的
、

生物学的及美学的原则
” 。

这

些都是十分意味深长的
。

理论要有探度
,

这是我们从芒福

德的著述里所得到的启示
。

3
.

寄托于社会改革

在芒福德的论述中愤世疾俗
,

对

资本主义国家城市的不良现象持批判

态度
,

并且鞭辟入里
。

他否定房地产

投机商
、

偷工减料的制造商
,

反对工

业
、

商业的到处散札 反对土地私

有 ; 他追求的是社会的协调
、

开发和

保护
、

区域性的生态整体等等
。

但是

他知道这不是空喊理论所足以实现

的
,

为此他指出
“

如果区域发展想作

得更好就必须设立有法定资格的
,

有

规 划和投 资权力的 区 域性权威 机

构
” 。

这一思想甚为精辟
。

芒福德提出的区域规划用我们的

话来说
,

是针对市场经济下的种种弊

端所进行的区域性的宏观调控
。

这一

点很重要
,

它可以启发我们
,

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不是对城市规划的任何削

弱
,

而是要钎对市场经济下城市建

的种种弊端更大范围地进行区域性

宏观调控 , 因此要强化政府职能与公

众参与
,

对此不能不寄希望于改革
。

现在的部分实践
,

作得有成绩的地

方
,

都是进行改革的结果
。

如张家港

的经验
、

山东的试验等
。

在市场经济

下
,

自由发展不可能产生好的城市
,

因为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发展并不是最

有效的发展 ; 城市规划搞得好的城市

(德国
、

北欧的部分城市及新加坡

等 ) 没有一个是放弃规划
、

自由发展

的
.

规划的本质就是整体考虑
,

宏观

上相互调节或调控 ; 它的基础是关心

人
,

它的方法就是寻找各种合适的途

径
。

丢了这些就丢掉了规划的精华
,

这也正是我们说要寄托于改革
,

寄托

于体制改革和规划改革的原因
。

4
.

理论在前进
,

科学在发展

本文开头就从近代城市规划的思

想史谈起的
。

近代发展的生态观念始

自 G
e d d e s

的 《城市的演进 》 (G i t i e s

in E
v o

l
u t io n ) ; 芒福德继承和发展

了盖迪斯的思想
,

重视生态意识
,

并

不断发展
。

时代在不断前进
,

30 年

代的 C I AM 会议
,

40 年代由 eS rt 把

大会的文件总结成一本书—
《我们

的城 市 能 否 存 在 ? 》 ( G a n O u r

e it y s
u r v iv e

? ) 已经敲起了环境破

坏的警钟 ; 随着人类对自然贪得无厌

的掠夺
,

人们更惊呼
“
只有一个地

球
” ( O n ly O n e

E a r t h ) ; 拯救地

球
,

重视人居环境的保护与发展愈来

愈被社会所认识
。

前年在巴西召开的

里约会议
,

明年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

的
“

人居 I 会议
” ,

都是为了探讨城

市化进程的持续发展
。

这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人类的觉醒
.

本世纪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推

行
,

要建造持续发展的社区
、

持续发

展的社会
、

持续发展的城市
、

持续发

展的建筑
、

持续发展的农业
、

持续发

展的工业技术等等
,

可以说是建立在

生态文明认识基础上的继续和全面展

开及推广
。

芒福德当年所提出的种种

理论
,

所提倡的生态文明
、

生物技术

文化 ( b io t e e
h n ic e

i v i li z a t io n )
、

生

物技术设计 ( b io t e e h n ie d e s ig n )
,

就是这种思想的预见
,

其本质就具有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内涵
,

并且在今天

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

尽管我们当前的建设喜优参半
,

但我们深信人类必将从自己的愚蠢中

受到惩罚
,

也必将从自身的错误中受

到教育
。

时代在进步
,

理论在发展
。

因此我们在接受芒福德思想的同时
,

还必须注意到理论的发展
。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

代
。

在这样一个经 (下转第 4 8 页 )

.

城审砚划
.

1 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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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用于为人民创造有益的死境上
,

西
不会受名利的诱惑把人民的利益放在

次要地位
,

更不会为少数人的私利
,

以土地为国家所有为借口
,

或随便拆

除大片民房和在群众心目中占有重要

地位的文化
、

艺术和教育设施
,

或侵

占城市中极为宝贵的
、

关系社会文化

传统和人民身心健康的户外空间
,

去

建设那些完全名不副实的所谓的
“

广

场
” 、 “

花园
” 。

尽管 芒福德关于
“

把原来属于社区的土地还给社区
,

成为公有财产的一部分
”

的梦想在我

国早已实现
。

我们还要替惕少数人超

越人民托付给他们的权力
,

变土地国

有为变相的私有
:

城市领导人不尊重

法定的城市规划方案
,

允许投资者按

自己的私利过度开发土地 ; 学院的负

责人竟有权把校园出售给一个财团
。

这大概是芒福德未能预见的吧 ! ?

在纪念芒福德诞辰 10 0 周年之

际
,

特别强调他的学术思想的人本主

义特征
,

这将有助于使我们的城市规

划工作不致进人误区
。

愿我国的城市

规划工作
,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
,

发展

得更健康
、

更繁荣
、

更昌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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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1 页 ) 济建设高速发展 的

时期
,

伴随城市化的高潮
,

这样大规

模的城市建设需要理论
,

也可以产生

理论
、 ,

发展理论 ; 需要实践
,

并且到

处都存在可以付诸实践的英雄用武之

地 ; 关键还在于我们
,

必须有信心
、

有勇气发扬批判精神
,

开拓理论
,

发

展科学
,

奋勇前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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