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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比较城市规划研究

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国内外首都规划布局比较研究的启发

0 1 8 9年为研究北京城市规划
,

曾与伦敦
、

巴黎
、

东京
、

华盛顿和莫斯科五座著名首都

进行比较
。

对他们的历史
、

城市性质
、

规模
、

布局以及城市交通
、

住宅
、

中心社绿娜等作

过 一些分析
,

感到他们之间虽然各有 自己的

发展历史和形成背景
,

但 也有一些相似之处
,

可以相 互借鉴
。

例如北京和 巴黎相比
,

都有 8 0 0 多年建

城历史
,

在建设过程中都有过几重城墙
.

,

不

同的是北京城墙经过统一规划
,

严整规财
,

而 巴黎城墙是逐步形成
。

在城市布局上都 以

皇宫为中心
,

有着明确的城市轴线
,

不同的是

北京为封闭型南北中轴线 ( 图 ` )
,

而甲黎
是开敞型东西横轴线 ( 图 2 )

。

虽然两者都

在封建时代形成
,

但由于不 同政 治 社 会
,

特

点
,

表现出来的形式是各异的
。

又如巴黎的

城市规划十分重视古城保护
,

对
`

旧城按不同

时代进行 分区分级保护
。

在建设新的城市副

巾心德方斯时
,

选在远离旧城但又在轴线东

端
,

既不破坏旧城区
,

又丰富 了轴线
,

增添

了新内容
,

这些对北京城市规划 是 有 启 发

的
。

北京和东京 比较
,

两者在市中心功能布

局上也有相似之处
。

例如东京市中心是以皇

宫为中心
,

前面开辟了宫前广场
。

在广场东侧

丸 内区都是各大公司办公大楼
,

是 日木各财

团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
,

即所谓中央经贸地

区 C e n t r a l B u s i n e s s D i s t r i e t ( C B D )
,

这

里集中了大量工作人员
。

在丸 内区东面是银

座大街— 东京最繁华商业中心
。

皇官南而

霞关
、

永 田盯一带是 日木政府所在地
。

包括
l们央各省 ( 部 ) 各政党总部

,

而以国会议事

堂为中少
。

这丫觉旅称为
“

官厅街
” ,

皇宫北

而神田 ` 神保叮一带则是著名的 丈化区
,

整

个巾心区功能明确
,

布局紧凑
。

特别 是皇宫

内有
’

大片绿化带
,

这对东 京这个超级 人都会

的生态环境起到了一定的调 口作用 (图 3 )
。

再看北京中心区也是 围 烧 故 宫
、

景山
、 _

及

庙
、

社樱坛
、

前汽海等旧皇宫布置的
,

今天

它已经成了北京文化古迹中心
。

在它南面是

扩建后的天安 门广场—
全国人民政治活动

中心
。

西侧中南海为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
,

是党和国家的首脑机 关
。

前 门
、

王 府 井
、

西单
,

鼎足而三
,

是全市三个 市级商业中心
。

整个中心区同样也是布局紧凑
,

功能明确
。

而故宫
、

三海
、

景山
、

中山公园
、

劳动人民

文化宫 内的大片河湖水面和青松翠柏
,

也是

首都中心区最重要的绿地
,

对改 善 旧 城 区

小气候起着重要作用 ( 图 4 )
。

所缺少的是

北京还没有这样一个 中 央 经 贸 地 区 C B D

( 旧上海外滩是一个 c B D )
,

今后 随 着 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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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京市中心轴线图



图 2
.

巴黎市中心抽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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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改革和开放政策在北京还可能会形成一个

类似的 C B D
,

但应吸取东京教训
,

不 要 把

所有重要功能都集中在中心区
,

造成人 口交

通过份集中和拥挤
。

北京和华盛顿相 比
。

两者在城市布局 卜

都以明确而富有表现力的城市轴线把整个城

市空间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

体现出作为政治

巾心和文化中心的首都城市性质
。

但 两者的

布局和风格又截然不同
。

北京旧城南北中轴

是:以建筑群休为主
、 ,

以建筑包围空间
,

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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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很强
,

加 以凝币绚丽色彩
,

休现出封建帝

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庄严肃穆气氛 (图 5 )
.

华盛顿城
一

市轴线以大片绿地
、

水而为主
,

绿化

空问包围 了国会大厦
、

(二
、

统府
、

最高法院等

一幢幢古典式建筑
,

色彩 淡雅明快
。

整个布

局 自然开敞
,

表现出资产阶级
__ 一

饰又分立的国

家性质和资本主 义 卜升时 期所标榜的自山民

主精神 ( 图 6 )
。

华盛顿市景观很美
,

没有

摩天大楼 ( 图 7 )
。 `

一

卜心区建筑高度不超过

国会大厚
。 `

已在城
一

市没计上注意精雕细刻
,

规划竹理
_

扮也十分严格
。 `

已有
·

个市 长领
一

导

的规 划委员会和
一

个总统领导的艺术委员会

对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工作 i韭行监督
,

囚

此城市而貌和环境都比较好
,

很值得北京借

毕
。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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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市中心功能分区图

以上几个例子
,

仅仅是从表面
_
_

!二
,

城 、}」
.

布局上进行了分析 比较
,

还没有从它们的政

洽
、

经济
、

社会
、

历史和文化 l:作更深 户\ 的分

听
,

如能更深一步比较
,

不可以才妇日更 多的

内在规乎卜
口

比较城市规划研究的必要性
“

仃比较才能有鉴别
” 。

八
:

比较中我们

可以 发现有
·

些是共 {过性的客观规律
。

即使

目前限 」
一

技术经济水平 还 ;
_

性
一

了:刘
,

但今后会

出现
,

这就要求我们在规划和建 设中要 留有

余地
。

如大城市地下空问的
_

-)I 发利用就是一

例
。

还有的 月:别人走过的弯路
,

属 J
二

前车 匕

集
,

我们要注意避 免
。

如尔京 市内高架快速

道路和超高层建筑给城市带来 犷
/

价少问题
,

是他们的教 训
,

我们若改建 }}
_

!城区时就要十

分慎重对待
。

前 几年日本著名建筑师丹 下 健

三先生来北京从景山顶上俯瞰全城
,

印象非

常深
。

他建议北京 旧城 内不要再 建 高 层 建

筑
,

如要建
,

应在十公里以外
。

他对比 了日

木东京和京都两座古都
,

认为京都保护得比

川可
.

引习门

二
及

取一图 4
.

北京市中心 功能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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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
,

东京则已面目全非
,

看不出代饭当年

江户城的风貌
。

开展比较城市规划研究还有助于处理好
“

源
”

与
“

流
” 、 “

继承
”

与
“

发展
”

的关

系
。

如同文艺一样
,

城市规划和建 没也有一

个
“

源
”

与
“

流
”

的关系
。 “

源
”

是本市的

历史
、

自然
、

现状特点和发展条件
,

这是最

根本的规划依据
。

但
“

流
”

也很重要
, “

流
”

是流派
,

是借鉴
。

有没有比较和借鉴大不一

样
.

这里有文明与野蛮之分
、

有粗细之分
、

高低之分快慢之分
.

只有进行比较借 鉴和吸

收
,

才能更有目的更系统地学习国外先进经

验
.

博采众长
,

今才能更好地发扬自己的优

秀传统
,

做到推陈出新
。

比较城市规划研究的可能性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程和社会 发 展 的 标

志
.

有着共同的规律
。

不同阶级社会有它特

有 的城市性质和功能
,

但 由于自然和社会历

史条件的不同
,

同一阶级社会的各国城市也

是不同的
。

此外
,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对城

市布局与面貌起着重要的作用
。

这一同中之

异和异中之同
,

就为城市规划比较研究提供

了可比条件和比较的内容
。

城市又是物质生产的结果
。

社会经济发

展
,

技术进步也常常体现在城市内涵和外表

上
,

是有它共同规律的
。 .

譬如交通工具的变

迁
,

从马车
、

汽车到地铁的发展就直接影响

城市的规模结构和布局形态
,

它不受社会制

度的限制
,

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

而这是

城市发展的规律
,

因此不同国家在一定可 比

范围和条件下进行 比较研究是完全可能的
。

多
,

不少己形成专门学科
。

如比较文学
、

比

较语言学
、

比较社会学
、

比较哲学
、

比较法

学
、

比较民俗学等等
。

其中比较文学是发展

最快的也是最热 门的
。

很多比较学都有它特

定的研究对象
、

范围
。

因此构成了一门门比

较学科
一 ,

它和一般学科中运用比较方法进行

研究还有所不同
。

比较文学是专指跨越国界

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而言
。

至于比较城市

规划研究
,

今后能否成为一门学科
,

还有待

于它的发展
。

在建筑学中也有不少比较研究
,

如过去

高等院校建筑系通用的一本外国建筑史
,

B
·

F le t c h e r编写的
,

他就声明是用比较方法写

的
,

因此强调史料翔实丰富并着重在形象上

分析建筑在 功能
、

技术与艺术上 的 发 展 规

律
`

又如近来台湾某些学者很重视建筑理论

中的中西方比较
。

如台湾《建筑师 》第 12 期上

就有王明蓄写的 《 计成 <园 冶 ) 》 与 亚 伯 提

《 建筑十卷 》

—
《 试论中西环境设计理论

在形式上及观念上的差异 》 一文
,

提出计成

写的《园冶》是一部以文人意境为规范主导的

环境设计理论
。

而亚伯提写的 《 建筑十卷 》

则是一部以人性舒展为规范主导的环境设计

理论
。

前者反映的环境观是以文人风雅情操

为依归
,

它用对 自然的因借态度来显示人工

环境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
。

在设计上讲求的

是
“

立意
” 。

后者则代表了西方环境观
,

是

人文精神的发扬
。

认为自然应服务于人类的

需要
,

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
。

因此在设计上

讲求的是
“

解决问题
” 。

其他学科比较研究的启发

用比较方法进行某一学科研究 已是很普

遍的现象
,

如自然科学中
,

在生物学领域就

有
`

比较解剖学
” .

主要研究动物从低级到

高级在生理机能上的进化演变
。

它是医学的

一门蒸础学科
。

社会科学中的比较研究就更

二
、

国外有关比较城市规划

研究的一些动向
-

七十年代以来
,

国外在 比较城市规划研

究方面进行了一些工作
,

据我所了解的有以

下儿本著作
。

英国牛津 P o l e t e e h n i e
城市规

划 系M i e h a e 1 )
·

B r e a k e l l教授 著 的
“

P r o 一

b l e m s o f C o m P a r a t i v e P l
a n n i n g

”

( 《 比



较规划问题 , ) l引 5年出版
;

日本筑波建筑研究所渡边俊一先生著的

《 比较都市计画序说—
英美土 地 利 用 规

制 》 一9 8 5年 5月 3 0日出版
。

日本法政大学广冈治哉
、

柴田德卫合编

的 《 东京
·

伦敦研究 》 19 78 年 12 月 l日出版
.

日本法政大学出版 的 《 城市 的复权和城

市美的再发现 》 19 8 4年 11 月 30 日出版
。

下面

简单作一些介绍
。

《 东京
·

伦敦研究 》 一书是 19 77 年 11 月

初山日本法政大学主办的第一次城市问题讨

沦会的论文集
,

内容有三方面
:

第一是总论
`

讨论城市社会
、

经济等方

面问题
。

如东京与沦敦两城 市 本 质 上 的比

较
; 财政方面比较 ; 地区规划 与市 民 参 与

等
。

第二是住宅问题
。

包括东京 都 住 宅 对

策
,

大沦敦住宅供求和它的政策变化等
。

第三是交通问题
。

比较两城市交通状况

问题
,

对策和规划等
。

今 以总论为例
,

首先比较了东京和伦敦

从 19 01 瓤
1 9 73 年

,

七十多年来的人 口变化
。

/ \ 沦敦城市人口 最高峰为二次大战前的 19 3 9

年
,

中心城市加周围共达 86 1
.

3万人
,

以 后

述年减少
,

到 19 7 3年为 728
.

1万人
。

而 东 京

人口 一直持续增长
。

特别是战后
,

从 19 51 年

的 6 2 7
.

8万人增加到 19 7 3年的 1 16 1
.

2万人
,

儿
一

乎增加 犷一倍
。

主要原 因是 50 年代开始
,

「
一

}

本经济得到很快 发展
,

大批青年和大中学校

毕业生涌入 首都
。

市区住房紧张
,

使很多人

都住到郊区
,

造成每天 2 00 万人通勤
,

中心区

任夜间人口
、

更悬殊
。

这些都意味着城市交通

越来越紧张
,

城市范围也不断向外蔓延
。

其次
,

比较了两座城市年龄结构
。

发现

人沦敦 19 7 1年年龄结构为 青 少 年 (l 一 19 岁 )

占2 7
.

6 %
,

成年 ( 2 0一 4 4岁 ) 占3 3
.

5%
,

中

老年 ( 4 5一 75 岁以上 ) 占38
.

9 %
,

而东京都

l , 7 5年统计
,

青 少 年 ( l一 19 岁 ) 占邹
.

8 %

与沦敦左不多
,

成年 ( 20 一 44 岁 ) 占47
.

5 %

比伦敦比例大得多
,

几乎占总人自一半
,

中

老年 ( 4 5岁一 75 岁以上 ) 只占2 3
.

8 %
,

说明

东京人口年龄结构是增长型
,

潜力很大
。

此

外从城市动态活动功能看东京也比伦敦大
,

从而使东京城市矛盾更尖锐
。

总论中还对 两个城市的历史发展进行了

比较
。

伦敦有 2 0 0 0年以上 的历史
,

东京只有

4 00 年历史
,

和纽约一样
,

都有后来者 居 上

的暴发户势头
。

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

较
。

伦敦 16 6 6年发生了一场大火
。

而江户城

( 东京前身 ) 则稍早一些于 1 6 5 7年也发生一

场大火
。

同时期东西两大城都发生大火
,

牺

牲 了十万人
.

这当然是一种巧合
。

但伦敦在

大火之后吸取教训
,

城市建设注意防火
,

采

用耐燃的建筑材料
。

而东京没有吸取
,

以后

又发生过大火
。

特别是 19 2 3年关 东 大 地 震

引起的次生灾害火灾 造 成 了 更 惨 重 的 拟

失
。

战后东京规划也 曾仿效 P
.

A b e r c r o m -

ib e 爵士领导编制的大伦 敦 规划
,

在东京都

外围规划 出绿带
,

在绿带外围建 设卫星城
,

但 由于东京人 口 急速膨胀
,

冲破 了规 ltJ 谈

想
,

绿地农 田被蚕食
.

城 市无限制向四周蔓

延扩大
,

卫星城基本上是卧城
,

大量人 日 句

天挤进挤出
,

形成了东京面 临 的住 宅
、

交

通
、

环境三大难题
。

这些方面书中都有进一

步 比较
,

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介绍
。

《 城市的复权和城市美的再发现 》 一书

也是东京法政大学编的
。

它是 198 1年召开的

另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汇编
。

有 4 名

意大利城市规划和城市保护专家
,

几十名 日

本在政治
,

经济
、

哲学
、

工程
、

建筑和城市

规划方面专家
,

共三百多人参加 的 一 次 大

会
,

会议着重讨论了三个议题
。

第一个中心议题是
“

城市复权 和 城 市 规

划
。 ”

复权是一个法学名词
,

词义是恢复权

利
。 “

城市复权
”

是指一个城市经济发展
,

技术进步要和城市的历史
、

文化以及环境相

协调
,

而不是破坏它
,

即恢复城市应有的权



荆
。

这反映了发达 国家在经历了经济技术高

速发展
,

但文化传统与生活环境却遭到破坏

之后所追求的某种改善城市环境
,

提高文化

生活的 目标
,

认为这是对人类价值的再认识
,

是广义的城市美
。

意大利公共事业和城 市 规 klJ 专 家 F
.

G e o b e n al i就这一议题作了 主 要 发 言
。

他

讲到五十年代意大利罗马等大城 市 人 口 激

增
,

城市矛盾很多
,

而最近十 几 年 特 别 是

10 7 3年石油危机
,

迫使经济速度放慢
,

产业

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

一些传统产业得到了恢

复和发展
,

特别是农业和中小企业得到了复

苏
,

原来不发达
,

人口 过疏地区经济上得到

了发展
,

大城市人 口 增长趋向于缓和
.

在行

政管理上也趋向分散
,

这样 地方城市独立性

也得到加强
,

市 民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也日

益被重视
。

这一切导致了城市逐渐恢复了它

应有的权利
。

日本东京都城市规划局青木三郎就东京

在 城市复权的发展历史作了发言
。

东京也是

在五十年代
,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
,

人 口急剧膨

胀
,

带来一系列问题
。

以后制订了首都圈规

划
,

修订了城市法在城市交通
、

新城建设
、

旧城保护与更新 以及环境保护上作了很多努

力
,

但问题依然很多
。

1 9 8 0年 12 月市政 当局

召开了一个
“

我的城市构想座谈会
” 。

提出

基本目标是建设一个
“

能安心居住 的街区
” ;

一个
“

生气勃勃的街区
” ;

一个
“

被看成是

自尸
.

故乡的街区
” .

这一 目标是希望在经济低

增长时期建设一个能安居乐业
、

环境良好的

社区
。

要达到这一 目标
,

在规划 上提出了很

多措施
,

如城市中心区功能要控制
,

不要过

份集中
; 要加速副都心建设和多核城市结构

的形成
; 要使工作和居住尽量接近在城市 中

心周围加快建造中
、

高层住宅
:

要改 善 城市

生态环境
,

加强市民参与城市建设和管理等

等
。

东京大学城市规划教授大谷幸夫还强调

城市复权在规划上要保持城市传统特色
,

在

肆筑设计上要注意整休效果
,

还有的教授比

较了罗马和东京在文化背景
、

地域特色以岌

城市政策上的异同
.

发言的人很多
。

在报告后

的座谈中
,

双方又就东京和罗马两城市在土

地制度
、

城市分权
、

城市规模
、

生产和生活秩

序以 及市民参与等一系列问题
_

仁进行比较分

析
。

总的认为今 天的城市规划一定要考虑城

市复权问题
,

这是提高 当代大城市
“

质
”

方

面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

第二个中心议题是
“

现代技术和城市环

境
” 。

意大利诺斯特拉协会 ( I t a l i a N o s t r a
)

会长 G
.

L u c ih a in 作了中心发言
。

他认 为 现

代技术对 城市环境有双重影响
,

有利一面是

可以利用新技术来发现和整理文物
,

解决环

境污染问题等等
.

但也有不利一面
,

例如电视

和微机发展
,

会促使人们习惯于坐在办公宝

和家里办公
、

消遣
,

使传统的社会交往减少
,

影响了城市生活的多样化和魅力
。

此 外他还

着重介绍 了意大利诺斯特拉组织
。

这是 1 9 5 5

年 10月 2 9 日由一批文 化 人 倡 议 成 立 的
。

I t a l ia N o s tr a 是意大利语
,

意思是
“

我 们

的意大利
” 。

他似鉴于意天利这个文明古国

不仅在战乱中文化遗产迭 受破坏
,

而 且在战

后经济复兴时期又盲 目照搬外国
,

特另}】是 以

美国城市为蓝本
,

使文物古迹继续遭到破坏
。

因此组织起这个协会
,

要使现代技术和保护

城市文化环境结合起来
。

三十年来得到人们

越来越多的支持
、

组织本身也得 到 很 大 发

展
。

第一阶段是宣传保护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并制止了一些破坏性政策的执行
。

第二阶 段

是把市民组织起来进行保护
,

今 天已进入第

三阶段
,

即各社区
、

各街道和邻里居民都起

来保护自己范 围内的文化古迹
。

他们出书刊

宣传 当地的历史文化
,

成了全国一支很大的

力量
。

日本方面专家学者发言的也很多
,

有的

着重谈现代技术对城市防灾特别是防止水
、

火灾害的作用
;
有的谈到现代技术对城市环

境保护的作用
; 还有的谈到利用航空摄影遥

感技术
,

进行城市结构形态的研究
,

如
.

同一城



市不同时期结构形态的演变以及不同城市结

构形态的比较等等
; 还有人谈到经济技术发

展对城市历史传统面貌的破坏
,

如东京市内

高架快速道路给城市环境带来的不 良影响
。

在讨论 中
,

两国专家从东京和罗马面临

的共同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和 比 较 分 析
,

这些问题经济技术发展如何 与历史文化传统

保持协调
: 文物保护和环境保护如何结合

:

城市空间面貌的继承和发展
;

城市河湖水面

与绿化空间的保护等等
。

第三个中心议题是
“

城市美形成 的历史

条件和它的对策
” .

意大利方面专家就罗马这座古城的历史

发展作了中心发言
。

他认为城市美的产生和

消失都有一定的历史条件
。

旧时代罗马城市

面貌比较完整统一是由于城市功能
、

建筑类

型都比较单纯
,

组成各类建筑群的建筑构件

和细部处理手法也蜂单一
,

但组合成建筑群

却又是丰富多彩
,

此外城市设计也常出于某

些大师个人之手
.

而工业化之后这些条件都

改变了
,

工业生产放到了建设首位
,

重生产
,

轻环境
,

城市设计上也是各干各的缺乏统一

规划
。

因此今天应探索一套新的能适应公共

开发的城市规划
,

建立新的城市美学观念
。

「I本方面专家也有很多人发言
,

他们以

东京为例迸行分析
。

认为封建时代的江户城

( 东京前身 ) 城市面貌完整而富有特色
。

无

论在土地利用
、

道路网结构
、

河川绿地建筑

空间城市景观以及材料技术上都反映出时代

特征和地方特色
。

明治维新特别是二次大战

以后
,

东京城市面貌起了很大变化
,

原 有的

协调统一被打乱了
,

首先土地利用上有了巨

大变化
,

建筑功能
、

类型
、

材料
、

结构上也有很

大发展加上观念形态的改变使东京完全变了

样
,

已很难找出当年江户这座水城的痕迹
。

东京大学美学教授今道友信还提出了
“

生态

道德学
”

的概念 ( E
c 。 一 e t h i c a ,

日文汉字 为
“

生圈道德 学
”

)他认为江户城的美学基 础 是

儒家伦理观念即所谓
“

仁者乐 山
,

智 者 乐

水
” 。

江户西有富士山
,

东有筑波山
,

西临

大海
,

城内又河川纵横
,

构成特有的江户景

色
。

这一切今天都 已改变了
。

不仅生态环境
,

理论观念也都有改变
,

再加上东西文化的交

流混合
,

更增加了城市面貌的混乱
,

因此要探

索新的生态道德理论
。

日本建筑学会会长卢

原义信则从城市的气候条件
、

居民风格 习惯

以及文化传统方面比较了日本和欧洲在建筑

空间
,

城市环境上的异同
。

此外两国专家还

通过具体分析东京和罗马城市形态的发展过

程
。

如生态环境
、

社区组织模式
、

旧城和传

统社区
、

街道的保护等等
。

发现其中有一定

的客观规律
。

为此在这一议题的讨论中又探

讨 了城市美和自然 美
; 民 族 性 和 舒 适 性

( A m e in t y )现代生活和历史传统
,

宏观美和

微观美等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
。

总之
,

这次学术会议内容很广泛
,

从生

态到社会
,

从技术发展到伦理观念
,

从经济

技术到传统文化
,

从过去到未来都作了有趣

的探讨
。

特别是对罗马和东京这两座即不相

同又有一定共性的东西方两大城市进行了具

体 比较分析
,

思路开阔
,

颇有启发
。

除了以上两次国际会议外
,

最近几年有

关国际学术会议还不少
,

如 1 98 4年 4月由美国

麻省理」
_ .

学院
“

东亚建筑与规划研究
”

在美

国波士顿城召开的第一次年会
,

议题是
“

东

亚街市生活 的变迁
” :

198 5年 9月初在 日本

大阪召开的第二次年会
“

东亚城
一

市 中 的 水

道
” ,

两次年会上交流了美国
、

日 木
、

中

国
、

南朝鲜等国在城市设计 中传 统 与 现 代

化
、

继承与创新
、

环境与社会等方面的经验

教训也应看作是一种比较城市规 划 研 究
。

1 98 5年 8月在 日本东京都三鹰市由联合 国 地

域开发中心召开的
“

亚洲大城市人类环境国

际会议
” ,

参加的有南美
、

北美
、

欧洲以及大

部分亚洲各国代表
,

主要就亚洲特大城市内

城居住环境现状 问题及其对策进行了广泛讨

论
。

发达国家
,

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社会制

度国家之间都有很多 值 得 比 较 研 究 的城



市同题
,

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

渡边俊一先生著的 《 比较都 市 计 画 序

说 》 一书着重比较 日本和英美在土地利用规

划方面的问题
,

包括行政组织
、

城市规划体

制
、

城 市开发
、

以及有关法令条例等等
,

限

于篇幅
.

也不细介绍
。

三
、

比较城市规划研究的内 容 和

方法探讨

从以上介绍的情况看
,

比较城市规划研

究的内容是很广泛的
,

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进

行研究
,

由于还没有见到一本比较城市规划

的专论书藉
,

其研究内容和方法还没有归纳
,

但参考其他比较学科可能有一点帮助
。

如 比

较文学
,

由于
.

它研究的时间长
,

面也广
,

逐

渐归纳成两大类
,

即从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上

形成两个学派
。

一个是
“

影响研究
”

属法国

学派
。

一个是
` “

平行研究
”

属美国学派
.

“

影 响研究
”

着重研究两种不同文学间

相互影响的关系
,

探索他们之间的影响和流

传的因果
。

从而进一步派生出渊源学
、

媒介

学
、

誉舆学等
。

这一学派重考据
,

追根溯源
,

逻辑性强
,

一度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流
。

“

平行研究
”

则着重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相似与

相异之处
,

而不去追究其来龙去脉
,

恰似不发

生联系的两条平行线
,

故称为平行研究
。

他们

重视可比性
,

主张 比较的对象必须是同类的
,

或者把问题提到可 比范围内来进 行 比 较 分

析
。

因此这一派又进一步发展为主题学
、

题材

史
、

类型学
、

文体学和比较诗学等等
,

他们的

目的是在宏观上认识总体文学乃至人类文化

的基本规律
,

这一派特点是思路开 阔
,

因此

在当前这一学派更弘起人们的兴趣
。

借助这

一研究方法
,

我们是否也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

也可以从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方面着手
。

比较城市规划研究中的
“

影 响研究
”

方

法
,

可以从两方面来进行探索
。

一是不同国家间的城市相互影响问题
,

这里又有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
。

如唐朝

长安城对 口本平城京 ( 现在奈 良市 ) 和平安

京 ( 现在京都市 ) 在规划布局上是有直接影

响的
。

另一种间接影响是规划思想的影响
,

如

居住区规划中二十年代美国 R a d b u r n I d e a

即车行
、

步行分开的居住 区道路系统原 则对

今天西方包括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居住 区规划

模式也有着很重要的影 响
。

L e C or b u s i e r

的印度昌迪迎城市规划
,

它的城市结构形态

对一些新城市规划布局也有影响
。

第二种影响是城市经济
、

技术
、

社会的

发展 也会给城市规划带来重要影 响
。

因 为
“

城市是社会经济的产物
” 。

城市结构与形

态不可避免受它们的制约
,

从这些影响中对

同类城市进行比较研究
,

可以更深入一步找

到某些共同规律
。

例如同济大学张庭伟同志

提出的
“

始显点理论
”

(城市规划汇刊 18 期 )
,

通过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分析城市形态
,

人

扫分布的影响
。

他提出大城市人口郊区化只

有在国民收入达到每人 2 5 0 0美元时才开始出

现 (称为
`

始
”

点 )
,

达到 4 0 0 0美元时最为显

著 ( 称为
“

显
”

点 )
,

他用图表和曲线对世

界上一些大城市进行了比较
,

这也早一种影

响研究的比较方法
。

从现代技术发展来看
,

现代化城市交通

犷具发展对城市结构和布局形态是有着很重

要甚至于带有决定性的影响
。

西方一些
“

带

形城市
”

理论
、 “

城市轴
”

理论
、 “

开敞型布

局
”

理论等都反映了这方面的影响
。

城市社会学
、

环境心里学
、

行为科学对

城市规划影响也越来越受重视
,

如美国 J a n e

J a c o b s著的 《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 ( T h 。

D e a t h a n d L i f e O f G r e a t A m e r i e a n

C i f i e s
)

;
K

e v i n L y n e h著的 《 城 市 的意

象 )) ( T h e I m a g e O f T h e C i t y )
; D o n a l d

A p p le y a r d 编的 《宜于居住 的城市街道 》

( L i v a b l e U r b a n S t r e e t s
)

:
O s C a r N e 一

w m a n
著的 《 能防御的空 间 》 ( D e f e n s i一

bl e S p a c e

)等等
,

就是一批有代表的性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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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伙
.

的
,

因此
,

公交的建设要努力做 到 方 便 群

众
,

使人们能象坐出租车或私人汽车一样方

便
。

4
.

适应杜区交通

以往的交通规划都是以干线道路为主
,

但随着大城市周边地区住宅的形成
,

地区
、

社区一级的交通规划也显得非常重要
。

在编

制地区
、

社区交通规划时
,

要明 确 公 共 交

通
、

自行车以及步行 交通的地位和作用
。

5
.

加快城市交通的技术革新

为了提高城市交通的安全性和效率性
,

降低公害
,

节约能源
,

有必要进行各种技术

革新
,

还要建立与技术革新相适应的情报系

统
。

除了进行交通设施的技术革新
、

加强道

路环境对策
、

提高道路安全性以外
,

还要研

究与新 的交通需要相适应的道路设施
。

0
.

环境问崖

编制城市交通规划
,

要注意环境问题
,

对大汽污染
、

噪音
、

振动等等公害要采取广

泛的相应对策
。

.7 提离交通投资的效率

东京圈城市交通设施的投资标准较低
,

确保资金来源是不可缺少的
,

此外还要提高

投 资的效益
。

·

8
,

加强交通设施的维护份理

随着交通设施投资的增加
,

维护管理费

在交通总投资中的 比例也应有所增加
。

在交

通设施的规划建设中
,

提高维护 管 理 的 效

益
,

制定各种对策是一个重要课题
。

( 未完
:

待续 )

译自 《 东京都市圈 O 综合的 石都市交

通体系 。 南 勺方 》 19 81 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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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研究的范围更广
。

可 以是宏观也可

以是微观
,

可以进行总的比较
,

也可以专题

比较
。

这样进行系统地
,

有目的 地 比 较 研

究
,

可以 使我们对国外城市规划 与建设经验

不仅知其然
,

并进一步知其所 以然
。

这对于

克服当前社会上某些不分场合
、

不问条件
、

盲 目照搬外国的崇洋思想和教条主义
,

无疑

是会有好处的
。

自己刚开始接触这个问题
,

了解得很少
,

限于水平
,

某些介绍和理解也可能是错误的
,

只是作为一块引玉的砖头
,

引起同行们的兴

趣
,

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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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宏茂桥新镇用地平衡表 表四

页 } 公 顷 ! 鲜分 项

总 用 地

新镇中心

居住用地

文教
、

办公

体育
、

开阔地

道路
、

公用设施

工业用地

其 它

7 3 0

2 9

2 8 5

1 1 0

7 3

8 7

1 17

2 9

10 0

4

3 9

15

1 0

12

16

4

.、、.、、心、

.、、心、

.、、.、、沪、
.

、 、r、
.、、.气、.气、心、
.、、俨、护、护、尹、.、 ..、、r、尹、护、
.、、.、 、.、、.、、
.

、 、心、沪、
`

作者工作单位
:

清华大学建筑系 本文作者参加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

赴新
_

问

团
’

于 1 9 8 5年7月到新加坡考查城市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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