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东京历史文化散步道系统规划
朱自煊

1 9 8 6年 8月以 日本城市规划学会副会长
,

东京大学都市工学系川上秀光教授为团长的

日本
“

中国江南城镇和传统民居考察 团
”

应

邀前来我国进行学术交流
。

川上先生在苏州

和屯溪两市作了
“
东京历史文化散步道规划

”

的专题报告
。

现根据报告和有关材料以及笔

者实地所见
,

做一综合介绍
。

一
、

建立
“

东京历史文化做步道
”

的宜义

东京是日本首都
,

也是一座古城
,

东京圈

包括一都七县人口达三千多万
,

十五世纪开

始建城
,

称为江户
.

1 6 0 3年德川幕府执政
,

江

户作为关东首府
,

明治维新又将首都迁至江

户
,

改称东京
,

这三百年间 日本从一个封建

锁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帝国
,

城市面貌有了

很大变化
。

江户时代东京是一个河川纵横
、

舟桥密布的水城
.

但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发

展
,

原有城市风貌已完全改观了
,

特别是二

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
,

市 内建起了不少超高

层摩天大楼
,

纵横交错的高架快速道路
,

高

大的广告牌
,

绚丽的霓虹灯以及 电视塔
,

烟

囱等巨大构筑物
,

使人们很难辨认出原有江

户的水城风貌
.

大量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被

淹没在现代化设施之 中
,

原有优美的河川景

观在庞大的钢筋混凝土高架桥下
,

成了被人

遗忘的阴沟
,

另一方面东京也经历过多次自

然和人为的灾难
。

特别是 1 9 2 3年关东大地震

和 1 9 4 5年二次大战结束前的轰炸破坏
,

不少

古迹被摧毁了
,

劫后余生
,

剩下来的历史遗

迹
,

愈加引起人们的珍惜
.

近年来公 园绿地

购物中心
,

步行街等方面的发展给人们创造

了从步行角度来寻找
、

欣赏这些历 史文脉的

机会
,

用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

满足人们

的倩感需要
。

为此
,

提出建立东京历史文化

散步道系统的构想
。

整个系统包括十二条路

线总长一百多公里
。

并且通过 由点到线
,

由

线到面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文化网络
,

这是

东京都 21 世纪长远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

并

作为 1 9 9 0年要实现的目标
.

二
、

历史文化依步道系统规划的 . 月
、

方法和路线

要在一个用地超过 2 100 平方公里
,

人口

达 1 2 0 0万的东京都 ( 23 个区 ) 规划一个历史

文化散步道系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
。

而

且市 区 ( 都心部 2 3个区 ) 和郊区特别是西部

作为东京历史发源地的武藏野和多摩地区情

况很不相同
,

因此一开始 就按历史发展阶段

把规划分成两个层次
,

并把历史和地理这两

个范畴结合起来进行探索
.

第一个层次是从

东京追溯到江户

—
23 个区的 区部历史文化

散步道系统和第二个层次
,

从江户追溯到 中

世纪

—
武藏野

,

多摩历史文化散步道系统
.

由于文化散步道系统是通过步行来发现和追

寻城市的历史文化
,

因此选择什么样的路线

就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

规划考虑了两个方面
,

一是要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
。

二是容易实

现
,

即有较好的基础和使人们便于到达并利

用
.

规划的原则和方法如下
:

( 一 ) 历史文化集积的追溯和调查

东京从江户时代开始
,

至今有 4 00 年 历

史
,

集积 了大量历史文化遗产
,

因此散步道

系统规划首先从历史的追溯调查开始
,

选定

散步道地区骨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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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期主要汽邀
江户城城门

图一 江户时期主要街道

1
.

寻求具有历史意义的道路 变 化 的 轨

迹
。

东京的道路系统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

即古代中世纪和江户时期
。

调查主要道路的

路线和沿线村落古迹遗址
,

特别是江户时期

通往城市的主要道路和江户城城门
,

这些形

成了东京历史文化纲络的基础 ( 图一 )
。

到

了十九世纪明治维新时期
,

具有历史意义的

街道就更多了
,

如银座烧砖街
,

丸之内商业

街
,

日比谷公园以及皇居周边道路调整规划

等
,

形成了近代 日本首都 中心区的雏型
。

2
.

探索幸存的历史文化资源密集地区

自从德川幕府于 1 6 0 3年开辟 江 户 城 以

后
,

至二十世纪初
,

东京市区经过三次大的扩

展
,

形成了不少文化资源密集地区
。

但是
,

19 2 3年关东大地震和 194 5年二次大战的大轰

炸
,

使东京遭受到很大破坏
,

特别是由于东京

传统建筑都是木结构
,

受的损失更大
。

因此历

史 文化散步道规划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探索两

次大的灾难后幸存的地区
。

这些地 区中有名

的如皇居
、

丸之内
、

赤 坂离宫
、

神宫御苑
、

新宿御苑
、

上野
、

本乡地 区
、

麻 布 地 区 等

( 图二 )
。

这些地 区之所以幸存
,

有的是由

于有大片绿地
,

有的是空袭中有意被排除的

对象
。

这些构成了历史文化散步道重要的资

源
,

将这些资源地 区表示在图纸上
。

3
.

各类绿地的调查

历史文化散步道的沿路环境应该是十分

优美的
,

因此需要对东京都内公园
、

绿地
、

广场进行广泛调查
。

此外绿地还包括了大学
、

寺社
、

公共设施
、

墓地以及行道树等
.

在江户时期形成大片绿地中
,

皇居
、 _

七

野公园
、

东京大学
、

庆应 大学
、

芝 公 园
、

四
地震灾害幸免地区

删
故争灾害幸免地区

图二 地震
、

战争灾害幸免地区 图三 绿地分布图



赤坂离宫
,

神宫外苑
,

新 宿御苑
、

青山墓地

等都是经过两次大灾后保留下来的
,

绿化条

件也保存得 比较完 好
。

此 外 在 江 户 市 区

以外还有明治神宫
、

代代木公园
、

飞鸟山公

园
,

荒川自然公园等绿地
,

这些对构成历史

文化散步道系统部有很 重要的意义
。

至于更

远的外围地区还有驹泽奥林匹克公园
、

马事

公苑
、

丰岛公园等大批绿地
。

在绿地系统规

划中考虑建立起两层网络
。

一是以皇居为起

点
,

向西
、

南扩展延伸
;

另一是以上野公园

为越点向西
、

北
、

东三方面延伸
;

这两个系统

基木 上把都 内重要绿地都 串连起来了 (图 3 )
。

4
.

丁解城市居民喜爱散步的路线

东京城市居民对历史文化散步道有他们

各自的爱好
。

作为散步漫游的对象资源大致

有两类
。

一类是厉史性的资源
,

如有名的道

路
、

坡道
、

门
、

河川
、

桥
、

寺明
一 、

城郭
、

寺

社
、

墓地等等
。

另一类是文化性的 资源
,

如

大学
、

美术馆
、

博物馆
、

剧场
、

公 园
、

动植

物园
、

有名的林荫路
、

娱乐场所
。

此外还有

一些有特色的官厅街
、

商业街
、

娱乐街
、

住

宅街等
。

东京都已出版了 《 东京都 2 3区名胜

古迹 》 和 《 东 京新百景 》 等资料集
,

规划从

中选出了 30 。例
,

按其分布状况形成典 型 的

散步路线图
.

( 二 ) 综合以上四方面 内宫
,

形成厉史

文化散步道地区骨架
。

综合以上所列的四方面
,

即 有 重 要历

史意义地 区
,

震灾战祸后幸存的资源密集地

区
,

形成绿地 系统地区和城市居民喜闻乐见

地 区
,

将这些 内容 重叠在一起
,

就形成了东

京历史文化散步道地区骨架 ( 见图四 )
。

( 三 ) 确它不同听史地段灼特点和放步

;益四 主题
。

很据以上综 合分祈和散步道分布浏 地区

骨架
,

护定出十个具有不同特色的历史地段

如下
:

1
.

1
廷居周围地区

。

这是 旧江户城 内外部

分
。

2
.

日本桥
,

本所
,

深川地区
:

这是江户

时期 中
·

合街道地 区
。

U lt , 区
! 品川 区
J 跳盆 区

鱿 . 盛 区

L 汉 ,一,区

卜l至 立 区

l又卜新东京百景

【曰
·

线路

因四 散步道地区骨架
图五 2 3叹部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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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名 地区特色和选定散步道的视点 主压和景点

①皇居周边地

区

旧江户城外围集中在一起的大名武士
、

皇族等

居住地区
。

·

该关政治中心
,

日比谷官厅街
,

经济中心的大手盯商业街 ( B u s
i n e s s S t r e e t )

·

江户时代城门护城河
·

皇居茂密绿化
.

·

萦华的学生古书街

②日本桥
、

木

所
、

深川地区

·

江户时期最繁荣商业区
.

·

作为东 海三大动脉的隅田川
、

运河群和东海

道地区
。

·

隅田川
,

日本桥以上的众多桥梁
.

·

从日本桥到洪盯
、

浅草桥一带批发店街
.

·

兜盯金融交易所街
.

·

人行盯
、

下盯繁华商业街
,

③银座
、

地区

佃岛 …

产

江户时期银座烧砖街
.

供外国人居住 的筑地
:

存至今佃岛富有特色的江 户时期建筑街道
.

,

从日比谷一直到 银座 ~ 代的商业区
·

以筑地批发市场为中心的食 品批发店街
.

·

银座
,

筑地等地的大正
,

昭和初期洋式建筑群
。

·

佃岛大正时期住宅区
。

④芝
、

高轮
、

白金地 区

江户以前东海道 沿路地区
,

在复杂的山手台地

中间
,

镶嵌着江户时代武士住宅地和寺社用地
.

·

以爱岩神社
,

增上寺
,

泉岳寺为中心的寺社区
。

·

三田武上居住区和近代西洋式建筑群
.

·

自然教育园的天然风景
.

⑧赤板
、

青山
,

涩谷地亡

江户时代商业区赤 板
,

青山大名武士居住区
,

现代商业区原宿涩谷
。

·

永田盯
,

乃木坂政治中心
。

·

青山墓地文化人墓区
.

·

表参道
.

原宿
、

涩谷商业街
.

·

原宿体育公园
.

⑥四谷
、

新宿

地区

江户时期商业区
.

寺社区
,

近代神宫外苑以及

新宿超高层地区
,

这里是古代甲州街道沿线一带

,

皇居外护城河自然景观
.

·

四谷新宿寺叮
。

·

神宫外苑自然体育公园
。

·

甲州街道
.

·

新宿繁华街
。

·

新宿副 中心超高层建筑区
。

①本乡
、

小石

川
.

池袋地区

江户时期武士居住区现为大学群地区
,

以传

院
,

护国寺为中心的寺庙 区以及 以池袋为中心的

代商业区
。

·

神田
、

小石川
、

池袋等江户时期寺社和庭园
.

·

本乡古代住宅区
.

·

池袋阳光城 60 超高层建筑为代表的现代商业街
。

上野公园文化设施和 上野
、

谷 中的寺庙区
.

⑧上野
、

谷中
、

}

代中山道
,

御成街沿路地区
.

驹入地区 {

上 野山自然景观
。

·

上野
、

谷中寺庙区
.

·

中山古道
.

·

武士住居及庭 园 (六义园 )
。

哥

|
l侧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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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下谷
、

千住

地区 …
区

江户时期 沿日光街一带田园风光住宅区 与寺庙
·

奥州道的寺社
.

,

江户时期刑场
.

·

近代工业发源地

古代 以来
,

保存最古老遗址 的地区
,

江户时 代很

L浅草
、

向岛 {多寺庙集中地区
,

浅草 和隅田川两岸娱乐场所集中

地区 区
.

,

从上野到浅草的寺庙街
,

·

合羽桥厨房用具专业店街
.

·

浅草寺内民俗商业街
.

·

隅田川墨堤
.

·

向岛寺院和庭园
。



3
.

银座
、

佃岛地区
。

这是江户时期填海

建设地 区
。

4
.

芝
、

高轮
、

白金地区
。

这是江户 以前

东海岸沿岸地区
。

5
.

赤坂
、

青山
、

涩谷地 区
.

这是江户时

代沿大山街道地区
。

6
.

四谷
、

新宿地 区
。

这是江户时代沿 甲

州街道地 区
。

7
.

本乡
、

小石川
、

池袋地区
.

这是江户

时代沿川越街道地区
。

8
.

上野
、

谷中
、

驹入地 区
。

这是江户时期

沿御成街道地 区
.

9
.

下谷
、

千住地区
。

这是江户时期沿奥

州街道和沿日光街道地区
.

1 0
.

浅草
、

向岛地区
。

这是江户时期沿水

户街道地 区
.

以上十条路线详见图五
.

由于明治维新 以后
,

东京作为 日本首都
,

在急剧的现代化进程 中
,

城市面貌有了很夫

改观
,

同时经过两次天灾人祸的大破 坏
,

保

全下来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原有环境也大相径

庭
.

为此规划中又考虑把东京都地形
、

水系
.

不同种类的生活街 区 (如武士
、

商人
、

寺社

等 ) 以及近现代的文化和生活所带来的变化

等多项 因素和规划 中的散步道地区骨架系统

相叠印
,

进一步使这十条选定的历史文化散

步道路线各有其 自然和人文方面鲜明的特色

和主题 (详见表一 )
.

( 四 ) 规划路线的特 色
,

主题和景点

三
、

历史文化做步道 的选线和环境设计

确定了历史文化散步道的地区
、

主题和

景 点以后
,

如 河选择具体路线
,

还必须考虑

下列三方面因素
.

( 一 ) 有关历史方面因素
·

选择历史价值高的路线
。

·

选择历史文化资源密集的路线
。

图六 历史文化散步道详细路线图

一 6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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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被着作为旧东京标志的新东京

百景
。

·

选择有关形成东京城市的地形和水系

路线
。

·

选择有代表性和有魅力的传统街区和

现代文化街区的路线
。

( 二 ) 有关作为散步道的
“

步行
”
因素

·

选择可供大多数人多目的使用的道路

( 如有历史文化性质
;
体育运动性质和休息

娱乐性质的道路 )
。

·

选择舒适安全的散步道 ( 如交通量少

供安全步行的道路
,

景观上富于变化的道路

和绿化较好的道路 )
。

·

选择人们易于了解的路线
。

·

选择人们便于使用的路线 ( 如便于搭

乘公共交通和邻近广场便于集散的路线 )
.

( 三 ) 有关形成路 网的因素
·

选择连结地域与地域之间的路线
。

·

选择作为散步道将来发展 方 向 的 路

线
。

·

选择现有散步道和今后规划散步道能

相互结合的路线
。

·

选择更广范 围内和其他路网可相互结

合补充的路线
。

选定的十条线路 表二
. . . 口 . . 曰. . . . , . . . . . , . . . . . ,门 . 州. . . . . . 口. . , . . . . . `口 . . . 月 . , . . . . . . . 民 .

一
, . . . . . . . . . . . . . .

地区名 线路 经过 公里

①皇居周边
地区

大手盯
, 。一东京车站一皇太子成婚纪念大喷泉一日比谷公园一樱田门

。: 一加藤清 正邸迹一半

藏门
s t一千岛家渊水上公园一千岛家渊战死者墓园一 靖 园神社一九段下

s t一神保盯 ;s 一小川盯

6 4

大手叮
s士一 日本桥

s士一兜叮证券街一人形叮
s t一水天宫一洪 叮 公 园一新大桥万回向院一两 国

车站一旧安田庭 园一国技馆一鸟越神社一浅草桥车站万巴蕉园纪 念馆一清澄庭园一深川不动
一

富阁八格宫一门前伸盯车站
.

10
_

6本地桥深本
、

日区听②

⑧银座
、

佃 岛
地区

日比谷 s t一有乐盯车站一银座一歌舞伎座一筑地本愿寺一佃 岛一佃岛
s t

{

④ 芝
、

高轮嚼
白金地区

日比谷 st 一爱岩山一增上寺一东享(电视 )培一三井集团一庆应大学一鱼蓝坂 丁泉岳寺一品川

车站了觉林寺一国立 目然教 育臼一目黑车站
l

_

一
_ _ _ _

_
_

⑥赤板
、

青 山
、

涩谷地区
国会议事堂一日枝神社一赤板

s t一乃木邸一乃木坂
s t一青 山灵园一表参道 st 一原宿车站一代

代木公 园一涩谷车站

⑥四谷
、

新宿
地区

赤板
s 七一弃庆桥一四谷 车站一四谷寺叮一信浓叮车站一神宫外苑一新宿卸苑一新宿车站一新

宿中央公园

J任Q
日馆

⑦本乡
、

小石

川
、

池袋地
区

_

小川盯 st 一圣桥一御茶水车站一神田明神一汤岛天神一东京大学一本乡 st 一传通院一小石 J

植物园一茗荷谷 st 一护国寺一杂司家谷灵园一根津 st 万吉祥寺一六义园一驹入车站万朝仓雕塑

一诚访神社一西 日暮里车站

八J一叮.ù, .一八O一

⑧上野
、

谷中
、

驹入地区

汤岛天神一不忍 池一上野公园一上野车站一东京艺术大学一宽永寺一谷中灵园= 根津
s

卜根
津神社一吉详寺一六义园一驹入车站万朝仓雕塑馆一浓访神社一西 日暮里车站

⑨下谷
、

千住

地区

不忍池一上野车站一入谷鬼小母城一鸳神社一三之轮 st 一南千住车站一小 3家 原刑 场 迹一千
住大桥一千住大桥车站

L浅草
、

向岛
地区

入谷一喀 巴寺一东京本愿寺一浅草
s t一仲见世马路一浅草寺一隅田公园一待乳山

一都立向岛百花 园一白抓神社一钟渊车站

总延长距离

注
:

st 地铁车站
.
分贫略



口.
国 “

’

“ 定 “ 园

戳戛”
“ ” “

}曰
武 ,
她

路

哑}
`
” 赫

」

区三」
“ 都圈 “ ” 步道

辫{薪
、

一

根据以上三方面 因素进行实地踏劫
;

并

与 当地居民座谈
,

最后加以综合
,

` ·

选定出以

下十条具体路线 ( 图六 )
。

目前 日本桥
、

本所
、

探川历史文化散步

道
、

涩谷历史文化散步道
,

新宿历史文化散

步道这三条散步道已完成规划并出版 了导游

专刊
,

详细介绍了这三条散布道沿途主要历

史古迹
,

民俗
、

文化设施
。

园林绿化和沿途

车站位置等
。

除了 23 区区部
一

卜条历史文化散步道外
,

又制订了第二个层次即从江户追溯到中世纪

一武藏野
、

多摩散步道规划
。

这里是关东山 地

到东京湾平原间的过渡丘陵地区
。

又可分为

两块
,

即北面武藏野台地和南面多摩丘 陵
。

两片中间是多摩川谷地
,

这里古代曾是武藏

国
。

镰仓时代有几条主要道路在这一带通过

沿途留下很多古迹
,

有寺社
、

城郭
、

古坟
、

石碑
、

居住
、

文化设施
、

产业史迹等
。

星罗

棋布
,

自发形成不少文化历史散步道
,

为居

民所喜爱
。

这里自然条件优美
,

植被茂盛
,

有国立和都立 自然公园
,

武藏野古道绿化和

武藏野森林
。

在这基础上规划了两条历史文

化散步道路线
。

一条是高尾八王子地 区路线
,

一条是府中国分寺路线 (见图七 )
,

连同区部

十条
,

共计 十二条
,

形成历史文化散步道系

统
。

图八 导游栏板

历史文化散步道环 境设计

由于历史文化散步道不是一项新的道路

建设
,

而是在过去和现有道路中筛选出一条

供人们参观游览的路线
,

通过这条路线使人

们学习到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

领略

它的风光特 色
,

它是一种类似潜在文化被再

发现的活动
。

因此设计好它的环境
,

使人们

便于寻找和识别
,

就显得十分必要
,

它的环

境设计也和一 般城市设计不 大一样
。

首先要

解决路线的导游问题
,

其次才是创造一个舒



适美观的环境
.

1
.

散步道路线导游规划
。

导游规划可以分为
“

硬件
”

和
“

软件
”

两部分
“

硬件
”

是指沿路标志
,

导游栏板等

导游设施
;

( l ) 在导游栏板上表示出
·

路线总的示意图
·

周围历史文化资源和景点
。

·

街路历史文化简说
,

·

历史文化散步道规划的使用方法
,

·

步行路上的各种符 号及其意义
。

导游栏板一般 60 0米间隔放置一块
,

大

都放置在路侧绿化带中
,

具体形象见 ( 图八

上图 )
.

( 2 ) 每隔 1 5 0米设置一个标志
,

又可分

为支柱型 ( 图八下图 ) 和地面设置型 ( 图八

中图 ) 两种标志上都有街名和指 向
.

“

软件
”

是指导游手册
,

内容包括路线

图
,

散步道历史
、

文化遗址
、

重要景点
、

民俗

趣闻以及沿途交通路线
,

车站等
.

图文并茂
,

印刷精美
,

便于携带
。

以上
“

软
” 、 “

硬
”

两种导游内容可 以引

导群众沿着规划路线进行游览寻访
,

但还需

要在沿途创造一个优美舒适的环境
。

2
.

历史文化散步道的环境设计

( l ) 步行道绿化设计

乔灌木结合的种植设计一是要注意与沿

路条件如车行
、

步行
,

店铺出入
、

游人休息等

功能相结合
.

二是要符合历史特点
,

如武藏

野一带种植设计就要和古代道路绿化所描述

的相一致
.

( 2 ) 小型绿地 ( P o e k e t P a r k )

往往利用公共建筑前
,

桥头
,

路边
、

街

角空地设置小型绿地这种袖珍式绿地在散步

道系统 中非常必要
,

效果也 比较显著
.

中间

可布置坐凳
,

标志
,

导游栏板
。

路灯也可采

取古色古香的如明治时代或大正时代的煤气

灯和电灯的样式
.

这种小型绿地禁止任何车

辆驶入 ( 图九 )
.

辉辉辉
目目即口曰艺绷绷
!!!麟圈喇喇

图九 袖珍绿地示意

图十 招牌
、

幌子恢复传统风貌

沿街建筑的配合

历史文化散步道沿街建筑包括店面
、

围

墙等都要与之相配合
,

才能取得整体效果
.

如有的传统建筑要考虑保护
,

复原和改 造 立

面等措施
。

有的围墙很长
,

可在适当地方留

出放置导游栏板的位置
.

铺地上也可以做一

些文章
,

恢复一段原有的传统铺砌办法
.

有的

沿街店面 叮在陈列橱窗中专辟一 部 分 作 为

历史文化散步道的介绍
,

还有的招牌幌子也

可以恢复传统风貌 (图十 )
.

总之
,

这 些 都 需

要各单位进行配合
,

此外还应注意沿途环境

保护
,

在适当的地方建 造一些纪念物
,

使整

个历史文化散步道完整 统一
,

并具有浓郁的

地方特色和时代气息
.

四
、

几点启示

( l ) 吸取东京在古城保护方面的经验
,



珍惜我们的历 史文化遗产
。

日本著 名建筑师丹下健三先生于七十年

代末期访问北京时
,

曾登 上景山万春亭俯瞰

北京城
,

他被这一人类都市计划无 比杰作的

雄伟气魄所折服
,

在学术报告 中他殷切希望

中国同行要十分珍惜北京的厉史文化遗产
,

决不能在旧城范围内再建高楼
,

他 当时提出

要建的话应在十公里以外
。

他还 提 出 要 吸

取东京的教训
。

当年美丽的江户水城
.

风貌已

被现代化建设所吞没
。

他认为日本古都京都

是保护得比较好的
,

丹下健三先生 的话代表

了很多国外著 名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的看

法
,

这也是现代城市建设和古城保护中面临

的共同性问题
。

不仅是东京
,

巴黎也迁到过同

样的挑战
,

在六十年代巴黎旧城内也建 了一

些高楼
,

但发现
、

制止得早
,

严格保护 旧城的

规划措施使 巴黎基本上保持住在十八和十九

世纪所形成的老城区 的 面 貌
。

东 京 历 史

文 化 散 步 道 规 划 也 是 某 种 亡 羊补牢的

办 法
。

北 京 旧城虽然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如城墙被拆
、

很多古建筑被毁
,

城内建起了

不少高楼等等 )
,

但与东京相比要好得多
。

她在我国六大古都和世 界著名首都 ( 古都 )

中都是名列前茅的
。

有 比较才有鉴别
,

因此

要十分珍惜北京这一人类重要文化遗产
,

要

按照中央四项指示和国务院对北京 曾
、

体规划

方案的重要批复精神
,

保护好首都文化古迹

和古城格局风貌
,

在这点
_

_

匕东京历 史文化散

步道系统规划在古城保护和 旅 游 事 业 发展

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

不仅对北京
,

对全

国其他历史文化名城
、

风景旅游 城 市 以 及

一些省会和知名城镇都有着 重要 的 参 考 价

值
。

( 2 ) 学习东京历 史文化散步道 系 统 规

划的内容和方法
,

促进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

保护与建设工作
。

自八十年代初公布 第一批二十四座历史

文化名城以来
,

名城保护与建设工作逐渐引

起人们的重视
。

迄今为止
,

大部分都作了名

城保护规划
,

目前第二批名城名单也 巳公布
。

名城保护的研究工作前进了一步
,

不仅文物

界
,

建筑规划界 }
、
士重视

,

经济 界社会科学

工作者也开始关心
。

今年四月在扬州召开的

第一次历史文化名城战略发展讨论会就是一

个例证
,

同时
,

还准备成立研究会
,

形势是

很好的
,

在实践中
,

不少名城在保护方面也

做了很多工作
。

但总的看来
,

保护规划还停

留在确定保护方针
,

划定保护范 围等宏观抢

制上
,

还没有结合城市设计进行更深 人细致

的工作
。

特别是 结合城市管理
、

环境整治和

利用历 史文化资源发挥综合效益
_

!:
,

做的工

作还不多
,

因此东京历史文化散步道规划
,

就其原则
,

方法
、

规划内容和具休措施
_

仁都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签的地方
。

他们研究

得比较深入细致
。

方法上既科学又严密而具

体措施简 单可行
,

花钱不 是很多
,

不是大拆

大建而是锦上添花
。

精心整理
,

这点尤为才
`仁

`

三只
。

( 3 ) 这是一项精神文明建设
,

可 吸 收

群众参加
,

实行领导
、

专家
、

群众二结合
。

历史文化散步道规划 是一项有利 于提高

人们历 史文化素养
,

激发 人们爱护祖国山河

的热情
,

增长知 识
,

陶冶情操的事业
,

是城市

精神文明建设的 内容之一
。

作为这一规划
,

不

仅领导
、

专家和技术人员有责任
,

还应 当 旱 量

吸收群众叁加
,

做到领导
、

专家
、

群众三 结合
,

只有吸引群众参与才能更深 入挖掘当地的历

史文化资源
,

也只有发动群众参加
,

人们才

能更好理解其重要意义从而白觉维护不使遭

到破坏
。

而且这样做本身就是一项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
。

现在北京和全国一些单位所倡导

的
“

军民共建
”

活动就是 一例
,

只 不 过 往

往缺乏指导
,

水平有待提高
,

当 然 一 个 城

市 的历史文化散步道规划是一项专业规划
,

不能 由群众 自发来担当
,

但规划和实现过程

如吸收群众参与
,

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

这次

在江南考察过程中
,

东京大学都市工学 系城

市设计专家渡边定夫教授就结合 日本古城高



山市的保护与建设工作
,

作了一个精彩的专

题报告
。

他介绍了在高山市 旧城保护与整治

中
,

开展了一个 名 为
“

街 旁 美 化
”

活 动

( S t r e e t e o r n e r b e a u t i f i e a t i 。 n
)

。

他 们

把古城每一个道路交叉口
,

桥头都编了号
,

绘制了现状图
,

进行了分析
,

提出环境美化上

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
,

并做出了详细规划

设计
,

交给当地居 民
,

由居民按照规划
,

自

己动手
,

进行整治
。

内容包括环境清理
,

绿化
,

建筑小品的添置
,

障碍物的拆除
,

市政设施

( 如垃圾箱
、

电杆
、

指路牌
、

邮筒等 ) 的调整改

善
,

以及建筑立面的改造等等
,

收到了极好的

效果
,

大量幻灯片把整治前后的市容环境效

果作了鲜明对比
,

令人信服
。

因此吸收这一

方面的经验可使历史文化散步道规划在实现

过程 中进行得更好
、

更快
,

更充满生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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