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城保护整治新探索

朱 自 煊

t提要】 本文阐述 了 如何通过安徽屯溪老街地区 和北京什刹海历史 文化风景游览区 的保护
、

整治

与更新工作
,

寻求 旧城保护与更新的规律
,

探 索切实可行的有效途径
,

以勤俭建国的精神
,

达到积极

改善 旧城风貌的 目的
。

在我国
,

各类城市 中大部分是在利用改造

旧城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旧城在经济
、

社会和

文化上都 占重要地位
,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

这点尤为突出
。

因此
,

提 出一个 旧城保护问题
,

保护它的历史文脉
、

传统格局
、

风貌 以及重要

文化古迹等等
。

但是
,

城市是一个有机体
,

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特别是封建时代
、

半封建半殖 民地时代形成的旧城
,

反映 了当时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

对于今天来说 很多地方

不能适应
,

必须进行改造
。

旧城改造十分复杂
,

常常是牵一发动全身
。

过去我们对于旧城 改造

常常着眼 于建设上拆旧建新
,

将城市作为一个

有机体全面分析其利弊
,

从社会经济
、

文化心

理等各方面综合比较考虑很不够
,

因此人们提

出一个城市 更新 概念
。

我认为这个提法 比较符

合城市这个有机体不断进行新陈代谢 的客观规

律
。

含义也比旧城改建要广
,

内容也 更丰富
。

它的主要 含义是更新 旧城 中功能衰退
、

环境恶

化的城市老化地区
。

城市更新就是通过经济社

会建设等 各种手段
,

改善其环境
,

增加其活力
,

提高土地 的利用率
,

使其振兴起来
。

从城市规

划与建设角度来看
,

这样一种旧城更新的做法

是前进了一大步
,

它 比过去的城市美化
、

城市

改良都更深入
,

更触 及城市生活的本质
。

城市 更新 又可 以分成下列三种方式
:

1
.

改建或重建
。

是指一些环境恶劣
、

房屋

破旧又无保留价值地区
,

应进行改建或重建
。

包括调整土地使用功 能
,

改建道 路网
,

敷设新

的基础设施
,

建造新 的各类房屋 等
。

一般要提

高建设容积率
,

求得较大的投资效益
。

这种改

建方式比较彻底
,

改变面貌也明显
,

投资也大
。

.2 维修或整建
。

是指地区功能基本合理
,

房屋结构上也可继续使用
,

道路骨架也 比较完

好
,

但基础设施需要更新
,

这种情况下可进行

维修或整建
。

包括维修现有房屋
,

增添服务设

施
、

停车场
,

更新基础设施
,

改善环境
,

降低

过高密度等
。

这种方式投资较少
,

不打乱原有

社区结构
,

不改变传统风貌
,

欧美一些 旧城改

造 一般采用这种方式
。

3
.

保护或维护
。

是指一些有着历史文 物价

值的地区
,

或者是虽无较大历史文物价值
,

但

环境和建筑质量都保存得 比较好的地区
。

对这

类地区基本上是保护其原有面貌
,

划 出保护范

围
,

控制其周围建筑高度
、

体量和色彩
。

在保

护地区内房屋 维修
、

更新应注意与整个环境的

协调一致
,

但基础设施应予 更新
,

房屋内部除

古迹外也可根据使用要求进行改造
,

以满 足今

夭需要
。

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服从城市总体规划要

求
·

要考虑现代城市生活需要
,

特别是环境
、

基础设施
、

交通等方面的要求
。

另外也要从经

济效益
、

社会效益
、

环境效益三方面来综合考

虑在什么地段采取什么样的保护与更新方式
。

本文想通过实例
,

着重就第二和第三种方

式
,

对 旧城保护与整治问题
,

探索一下某些新

途 径
。



安徽屯溪老街历史地段保 护与更新规

这是与当地合作
,

进行全面
、

积极保护
,

取得较好效果的一个例子
。

屯溪市 (现在叫屯溪区 ) 位于安徽省皖南

山区中心 部位
,

是新成立 的黄山市 (原徽州地

区 ) 政治
、

经济
、

文化 中心
。

城市依山带水
,

风景秀丽
。

全区 面积 1 20 平方公 里
,

其中城区 45

平方公 里
。

全区人 口 10 万人左右
,

其中城区 人
_

_ .

_
` _ , _ _

口近 6 万人
。

在历史上徽州是一商品经济发达

地区
,

屯溪位于新安江上游
,

是水路交通枢纽
。

明末清初
,

屯溪主要商业街— 老街 已具有相

当规模
。

三中全会以后
,

农村经济迅速发展
,

特别是以黄山为中心皖南旅游事业的兴旺
,

给

屯溪和老街带来新的生机
。

老街历史 地段位于城市 中心部位
,

全长约

1 2 2 。 米
。

整个街区 占地约 38
.

7公顷
,

传统街区

占地 21
.

3公顷
。

集中了城区近三分之一人 口和

80 %的商业
,

共有大小铺面 26 0余家
,

摊位 20 0

余个
。

绝大部分铺面保持着传统经营特色和地

方风貌
,

有的店铺已有百年以上历史
,

并保持

了前店后坊的传统格局
,

如同德仁中药店
、

程

德馨酱园等
。

这样一条历史悠久
、

古香古色的

老街
,

历经沧桑保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
。

屯溪

市政府和市民作了巨大的努力
。

五十年代末
,

为

开辟至机场道路
,

曾面临被拓宽
、

拆毁的危险
,

但市政府作出决定
,

保留老街
,

在北 面另辟新

路
。

在十年动乱时期
,

广大市 民自觉起来保护
,

用木板
、

黄泥把精美的外檐装修保护起来没有

遭到破坏
,

为老街保护奠定了基础
。

19 7 9年
,

清华大学建筑系城市规划教研组应市政府邀请

协助作屯溪市 总体规划时
,

就明确提出要保护

老街传统特色和地方风貌
。

19 8 5年又带领研究

生进一步做 了屯溪历史地段保护与更新规划
。

规划指导思想是两条
:

一是整体保护
。

不仅对老街地区
,

而是对

旧城 周围山水环境的全面保护
。

针对老街而言
,

也不仅是一层皮式只顾老街本身及两侧传统店

面
,

还包括街后面传统民居和住宅区 的保护
。

此外
,

不仅是建筑空间环境的保护
,

还包括传

统街市生活的保护和历史文脉的继承与发展
。

二是积极保护
·

即不把老街 看做是一个不

变的古迹
,

而是一个有机体
。

它是城市生活中

最活跃的部分
,

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

因此
,

保护与更新是相反相成的
。

要处理好继

承与发展
、

传统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

积极保护

还意味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

多种途径来进

行保护
、

维修与改建工作
。

吸引居民和商店积

极参与保护更新工作
,

还要探索小规模
、

小范

围的改建 经验
,

这样有利于继承原有格局和保

护传统风貌
。

经济上也可量力而行
。

规划 目标是
:

.1 保护屯溪山 清水秀 的 自然景观和古色

古香的老城风貌
。

2
.

保护老街历史地段传统格局和建筑风

貌
。

3
.

逐步改善老街历史地段城市基础设施
、

交通条件
、

房屋质量以及生活环境
。

4
.

保持老街商业繁荣
。

5
.

增加老街绿地和各项服务设施
,

以适应

旅游事业发展需要
。

6
.

建设好滨江地区
,

使之成 为屯溪的重要

对外窗 口
。

处理好沿街建筑与山水空间环境的

协调 以及新旧建筑之间的关系
。

根据以上原则与目标
,

规划进行 了下列几

方面的探索
:

( 一 ) 划分保护层次

具体分为四个层次
,

并规定每个层次的建

筑高度和建筑风貌
。

1
.

核心保护区
。

指老街及两侧店面建筑
。

要严格保护街道空间尺度
、

石板路和沿街店面

的传统风格
。

建筑高度控制在二层
。

2
.

环境影响区
。

指街两侧后 面的传统 居

住街坊
,

应注意保护传统空 间结构和徽州 民居

地方特色
。

翻建建筑高度控制在三层以下
。

3
.

建筑控制区
。

指老街外围部分新区
,

应

注意与传统街区风貌相协调
,

建筑高度控制在

六层 以下
。

体量也不宜过大
,

还应控制烟囱
、

水塔等高大建筑物
。

目前这一地区已有一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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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层次 区划

A 核心保护区

C 建筑控制区

B 环境影响 区

D 景观协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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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地改建

的高大建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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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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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建筑宜

低不宜高
,

宜小不宜大
,

宜素不宜花
,

宜徽不

宜洋
。

4
.

景 观协调区
。

指老街周围山水景观
,

特

别是沿江部分
,

应严格控制新建筑高度
、

体量

和风貌
。

高度应控制在六层以下
。

体量宜小不

宜大
,

要化整为零
。

并采取传统地方建筑风格
,

以与整个 旧城景观相互协调
。

(二 ) 传统商业街的保护

当地政府很重视
,

成立了老街规划整治办

公室
,

做 了大量保护
、

修复工作
,

取得 了很好

效果
。

在此基础上
,

规划做了老街入口和交叉

点等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
,

并建议当地建立老

街传统店铺档案
,

分别定出保护与更新 的对策
。

(三 ) 传统民居与居住街坊的保护与更新

规划选择了一块典型地区
,

用地为一公顷
,

做 了保护与更新规划
、

街区规划结构调整与民

居翻建更新的建筑设计
。

总之
,

希望在继承传

统 基础上逐步更新
,

并希望 当地能抓一典型
。

( 四 ) 滨江路规划设计

目的使新与旧
、

传统与创新能较好结合
。

这一工作己由当地继续进行详细规划与修建设

计
。

这方面矛盾还是很多的
,

特 别是一些外资

项 目
,

考虑经济效益多
,

考虑环境 少
,

因此保

护规划如何得以贯彻还是很艰 巨的任务
。

老街保护与更新规划在评议会上得到一致

肯定
,

并获得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19 86 年度优

秀规戈嶙计二等奖
。

二
、

北京什刹海历史文 化风景游览区保护
、

整治与开发规划

这是规划设计与开发管理相结合
,

在保护

前提下进行逐步更新的一个较好例子
·

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游览区是指什刹

前海
、

后海
、

西海及其两岸纵深地带
。

在北京

总体规划中划为绿域范围
,

面积有 14 6公顷
,

其

中水面为34 公顷
。

而其西北角的德胜门箭楼
,

东北 角的钟鼓楼和地安门大街是其重要借景
,

也应属于这个历史地段
。

什刹海历史悠久
,

人文荟萃
。

它是元大都

中心区的一片天然水面
,

名积水潭
,

俗称海子
。

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引今昌平县 白浮泉水
,

西

折南流入什刹海并通过玉河
、

通惠河与京杭 大

运河相连
,

使南方嘈运船只
,

可直达积水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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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一一一宁一~
千

币辛三鬓熟
当 日海子 内

“
舶妒蔽水

” ,

十分 繁忙
。

积水潭

东北岸一带是水运码头
,

并逐渐发展成为大都

城繁华商业 中心
,

从而使前朝后市的城市格局

更趋完善
。

这 片水面不仅 包括现在三海水面
,

还包进 了原豁 口外的太平湖
。

明代永乐皇帝迁

都北京时
,

对大都城作 了较大改动
。

将北城墙

向南推了五华里
,

新筑明代北城墙将太平湖划

到了城外
,

并在进 水 口处城墙 下面筑一水关
,

关前又堆 一人工小岛
,

上建镇水观音寺
,

成为

什刹海一景
。

至清代
,

改名为汇通祠
。

另外扩

大皇城 面积
,

将玉河划 入了皇城
,

使南方船只

不能再驶入什刹海
,

海子航运功能也就终止了
。

再加 上白浮泉水量 减少
,

使海子水面逐渐淤积
,

变成了今天后三海的局 面
。

由于这里水面深远
,

景色秀丽
,

成 为都中第一胜处
。
明清两代

,

沿

湖有很多寺庙
、

官邸和私家园林
。

至今庙宇方

面还 留有广化寺
、

三官庙
、

高庙
、

净业寺
、

火

神庙
、

海潮庵等
。

王府有恭王府
、

醇王府
、

庆

王府
、

涛贝勒府等
。

前海东岸北有烟袋斜街
,

南有白米斜街和地安门大街
, 一起构成北城商

业中心
。

还有一批 有名饭庄如会贤堂
、

庆云楼
、

烤肉季等
。

原来前海西边还有一个小湖
,

两水

之 I’ed 是一条堤岸
。

每当夏天
,

荷花飘香
,

柳荫

匝地
。

沿堤设立许多食摊
,

半挑至水中出售鲜

藕
、

菱角
、

冰盏等时令小吃
。

伴以杂耍
、

说书

等活动
,

自端午 至中秋
,

盛况不衰
,

称为荷花

市场
。

农历 6 月 6 日
,

有锦衣卫率衔马监官校

在前海浴马
,

五色纷呈
,

十分 引人
。

到农历 7

月 15夜
,

又举行盂兰盛会
,

满湖施放荷灯
,

与

星 月相辉映
。

到了冬 日
,

十里冰 封
,

在这里

举行各类冰床游戏
。

因此
,

什刹海民俗活动 四

时不断
。

加上这 里北国江南的秀丽景色
,

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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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相互渗透 的特点
,

使什刹海成为京 都最富

于民间传统的地区
。

它和前三海 既是一个整体
,

又有很大区别
。

前兰海是皇家园林
,

雕栏玉砌 ;

这里 却十分朴素 自然
,

妙趣天成
。

两者相辅相

成
,

共同构成了六海园林水系
。

不仅在城市生

态 上起着很大作用
,

在城市景观和古城风貌上

也是不可多得
。

六海以自然
、

开敞
、

秀丽多姿

的风貌
,

和中轴线严整封闭
、

雄伟壮丽的气势

又相互结合
,

蔚为奇观
。

而钟鼓楼一带更是北

京 旧城中最富有地方特色的地区
,

一直保留到

了今天
,

是 十分难得的
。

什刹海也和其他名胜 一样
,

随着社会的变

迁
,

儿度盛衰
。

十年动乱中更是残破不堪
。

1 9 83 年冬
,

北京市西城区政府进行 了整治
。

我们协助作了什刹海保护整治与开发规划
,

至

今已连续三年多
,

完成了第一
、

第二期工程
。

达到了打通环湖道路
,

亮出水面
,

初步绿化美

化 目标
,

并建成了水榭
、

码头
、

花 架休息廊
、

湖心亭
、

茶室
、

喷泉等一批景点
。

在修建环城

地铁车站时被毁的汇通祠景区也作了恢复设计
,

目前正在施工之中
。

设计不仅继承传统
,

又结

合新的条件予 以发展
。

如汇通 祠古迹下面增辟

了两层地下空间
,

既解决了古建基础处理矛盾
,

又增加 了活动面积
。

( 因遗址下是地铁车站
,

岛

上小山是在地铁车站顶上人工堆起来的
,

重建

的古建筑基础不好处理
。

) 汇通祠为两重院落
,

后进辟为郭守敬纪念馆
,

以纪念这位什刹海的

奠基人
。

规划坚持保护
、

整治
、

开发与管理相结合

的方针
,

并 遵循下列 四项原则
。

1
.

继承优秀传统
,

充实活动内容
。

行人+ 货运车 (限时 )

工艺品
,

书画店

烟袋斜街商业服务业布置
近期实施计划



. 2保护文物古迹
,

展现古都风 貌
。

3
.

近期现实
,

远期理想
。

4
.

综合规划
,

讲求实效
。

把文物古迹 保护规划
、

旅游开发规划 与近

期建设计划统一起来综合考虑
,

并注意在确 保

环境效益 和社会效益基础上
,

适当开发
,

以取

得一定资金来源
,

使 保护与开发得到可靠的经

济保证
,

并注意经营上的经济效益
。

目前规划工作 已进入第三期开发
。

拟恢复

会贤堂
、

火神庙
、

烟袋斜街
、

白米斜街
、

海潮

庵
、

三官庙
、

高庙
、

净业寺等 著名古迹
,

整修

过程 中赋 以新 的活动 内容
。

此外
,

还计划恢复

新的荷花市场 和后海半岛上建新的景区
。

这些

景区恢复
、

开发之后
,

什刹海传统风 貌将基本

得到恢复
。

再加上恭王府
、

醇王府
、

涛贝勒府
、

郭沫若故居等陆续修复
、

开发
,

可以使什刹海

成为 旧城 内重要历史文化风景游览区
,

以满足

北京市民和国内外旅游者的需要
。

什刹海地区 内还有大 片旧四合院区
,

居民

不少
,

都是世代住在这里的老北京
。

他们与什

刹海有着深厚 的感情
。

对这类地段规划中也大

部分予 以保留
,

并计划先胡同
、

后院内进行整

治
,

使之成为什刹海有机组成部分和参观内容
。

这样既切实可行
,

又 保持这里历史特色
。

因此
,

要加强整 个地区的规划管理工作
,

控制不符合

规划 的乱翻建
。

但历史地段 既然是一个有机体
,

新陈代谢也是不可 避免的
。

要控制还应积极引

导
,

将翻建任务纳入规划
,

变破坏因素为开发

因素
。

如烟袋斜街东 口 内
,

翻建一幢浴室
,

原

计划为三层
,

上两层为旅馆
,

红砖水刷石
,

无

论体量
、

风格
,

都和斜街 以及不远处的鼓楼格

格不入
。

规划坚决不 同意
,

经工作改 为两层
,

立面改 为传统风格
,

就 比较好 一些
。

但最近发

现施工 中又违章局部加至三层
,

说明管理引导

很艰 巨
。

又如白米斜街有一 日杂公司仓库对环

境影响很大
,

业主拟翻建成一座三层办公楼
,

经过工作
,

同意改 为一幢二层 餐馆
,

符合规划

要求
。

我们协助做了建筑设计
。

这类例子还很

多
,

工作量很大
。

但只有把保护与开发管理结

合起来
,

才能使规划设想变为现实
。

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游 览区 保护整治与开

发规划
,

得到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
、

市 规划局
、

文物局
、

园林局 以及西城区政府领导
、

专家和

规划人员 的充分肯定
,

并获得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部 19 8 6年度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
。

启 示

一
、

认真调查 旧城演变历史
,

探索旧城保

护与更新规律
。

城市是一个有机体
,

有它的发生
、

发展
、

衰亡与更新的规律
。

而
、

其动力则是社会 发展
,

特别是政治
、

经济
、

技术的发展
。

城市中各类

建设是城市活动的载体
。

最活 跃的因素是在其

中从事各类活动 的城市居民及其社会生活
。

因

此
,

旧城更新与保护就不能见物不见人
,

只注

意城市物质环境
,

而不看城市 的历史和社会
。

要认真调查 旧城的演变历史
,

弄清城市结构形

态在漫长岁月中与其社会结构相适应又相矛盾

的过程
,

进而研究今天和今后社会发展对城市

的要求
,

以确定那些需要继承
,

那些需要发展
。

城市 既然是有机体
,

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

中
,

有时变得快
,

有时慢一些
,

每 当社会变革

剧烈时变化就快
。

20 世 纪 50 年代 以来
,

城市 变化

速度是 空前的
,

这对旧城和历史文化名城来讲
,

威胁特别大
,

如不重视
,

很可能在不长时间被

改造 得面 目皆非
。

因此一方面要承认变是绝对

的
,

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在变中应有历史继承性
,

以保持其特色和活力
。

要研究旧城保护与更新

的规律
,

即不但要研究旧城格局和风 貌
,

还要

研究旧城特别是名城发展战略
,

做 到扬长避短
,

探索经济发展 与旧城保护的结合点
。

发展 能反

映 旧城特色 的传统经济
,

限制 破坏 旧城风 貌的

经济因素
。

建设上也应 遵循新陈代谢规律
,

少

大 刀阔斧而要精雕细刻
。

这对旧城 历史地段尤

为重要
。

当然旧城 中重要地点或十分破烂地区
,

有 时也需要大 刀阔斧进行改建
,

更新基础设施
,

吏新面貌
。

如北京天安门广场拓宽改建
,

既反

映 了时代需要
,

文继承并发展了传统
,

还是 比

较成功的
。

但总的来讲
,

旧城多数地区应遵循

小规模
、

小尺度
、

逐步更新办法 比较稳妥
。 ,

这



样做不割断历史
,

不 打乱社会
,

经济上可行
,

又容易保持传统特色
。

欧洲大多数旧城改建都
走这条路子

。

我国情况 虽然有所不同
,

但这种

原则对我们也是适用的
。

二
、

重视两个文明建设
,

探索旧城 保护
、

整治与更新的有效途 径
。

从介绍 的两个实例来看
,

旧城课护更新牵

涉到城市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建设
。

物质文

明是基础
,

但精神文明建设也 十分重要
。

它既

包括景观环境的整治与建设
,

又有人们道德风

尚上的提倡和培养
。

对于 旧城和历史文化名城

来讲
,

有着更丰富的内容
。

它有不少历史文脉

可以继承
,

又有广大市民的积极性有待发掘与

调动
。

应该看到无论中国和外国
,

在市民中都

蕴藏着热爱乡土的热情
。

屯澳例子很说明这一

点
。

北京什刹海柳荫街军 民共建精神文明街是

全市的典型
,

只是环境整治还缺乏规划引导
,

水平还有待提高
。

我们去 年在北京西城区领导

支持下
,

也曾与各街道
、

居委会结合
,

做 了一

些胡同和街道的整治规划工作
,

但 由于组织和

财力上没有完全落实
,

收获不大
。

从 各 国 经

验来看
,

群众参与是做好城市设计很重要一环
,

但如缺乏规划设计 的综合考虑
,

水平就不高
。

对历史文化名城来讲
,

这点尤为重要
。

从当前国

内各城市经验来看
,

加强 旧城整治管理是一项

有效途 径
。

北京城市绿化
、

天津海河绿化都是

很好的例证
。

它把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与城市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并落到实处
。

而市民参与又为

环境的整治和保护提供 了群众基础
,

否则也不

易巩固
。

什刹海一
、

二期成果遭到不 同程度的

破坏
,

反过来也说明贯彻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
。

现在我们规划设计 与三海管理处密切结合

并取得一定成果
,

但如何进 一步与街道居委会

以及广大居 民结合问题
,

还有待解 决
。 “ 人民

城市人民建
,

人 民城市人民管
” 这一正确 口 号

如何落实
,

找到有效途径
,

也有待各城市努力

探索
。

另外还应提倡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

从各

种途 径来做好 旧城 保护更新工作
。

三
、

贯彻勤俭建国方针
,

少花钱
,

多办事
,

积极改善旧城面貌
。

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建设
,

旧城 中大部分都

是保留旧貌
,

改造地方常常是几个重要点或几

条线
。

如巴黎在豪斯曼计划下进行了几条放射

形干道的建设
,

奠定 了今天巴黎城市风范
。

而

东京 缺乏统一规划
,

高楼林立
,

有损于江户水

城传统面貌
。

但无论 巴黎还是东京
,

从 弥体来

看
,

老城都还 维持着旧貌
。

这里有经济原因
,

没有这么大的财力物力来进行更新改建
,

即使

有一些财力
,

没有一定经济效益
,

谁也不 愿意

投资
。

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
,

居民也不愿把 自

己熟悉的环境都变得面 目全非
。

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
,

旧城也确实存在不

少问题
,

如交通问题
、

基础设施问题
、

房屋破

旧拥挤等等
,

各国都在探素城市维修的路子
。

当然有的维修是在高水平条件下
,

花费的钱可

能比新建 更贵
。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 多
、

经济

不发达的大国
,

提倡勤俭建国
,

少花钱
,

多办

事
,

积极改 善旧城面貌
,

更显得十分必要
。

过

去在指导思想上一谈到旧城改建
,

马上想到拆

旧建新
,

而且常常是多少年内改建完毕
,

但事

与愿违
,

计划经常落空
。

在对待旧城上是否也

存在一个重改建
、

新建
,

轻维修管理 的倾向?

应该看到
,

旧城大量老房子不是十年八年或一

二十年内就能拆掉重建的
。

当然无计划翻建是

从来不断
,

但这样改建结果
,

破坏了旧城整体

性 和原有平衡
,

给市政交通
、

服务设施带来新

的矛盾
。

而且翻建后旧城人 口密度更大
,

加剧

了城区的各类矛盾
。

香港高层高密度就是一个

尖端例子
。

尽管香港在这样困难条件下
,

城市

建设与管理都有不少好的经验
,

但从宏观 上看

这是一种畸形 发展
,

不足效法
。

更何况我们现

在的财力
、

物力
、

技术条件相距还很远
。

因此

勤俭建国
,

少花钱
,

多办事
,

着力于旧城整治
、

维修与管理
,

就是一条切实可行 的途 径
。

这方

面
,

不少城市也是有很多经验的
。

总之
,

旧城 保护与更新是一件重要而又极

为细致的工作
,

对很多规律性的东西
,

我们还

缺乏认识
。

旧城保护更新牵涉面非常广
,

是城

市科学中一个很深的研究领域
,

有待于大家的

进一步探索
。

本文谈点粗浅 看法
,

希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