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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一座古老而又年青的世 界名城
,

它 那悠久的历史
,

美丽的市容和丰富多采的古迹名胜是法兰西文化的骄傲
。

当

今的巴黎又是国际交往中心
,

世界旅游胜地
。

它的现代化城

市生活和各项先进市政设施
,

反映了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文

明
。 `

分析巴黎城市规划的发展
,

对北京有着特殊的意义
。

因

为这两座名城有很多相似之处
。

例如
:

从城市发展历史看
,

两者都萌芽于公元前
,

形成于 12 世纪
,

至今都有七八百年历

史
;
从城市传统格局看

.

虽然两者风貌完全不同
,

`

但都有一

条宏伟壮丽的中轴线
,

衬以绚丽多姿的水面绿化
,

展现出动

人的丰采
;
在文化和古迹上

,

北京城区和巴黎老城区本身都

是一座宏大的博物馆
,

有不少富丽堂皇的宫殿
、

庙宇
、

府第

以及广裹的宫苑园林
,

各成为东方的和西方的最吸引人的旅

游胜地
;
从当前面临的矛盾看

,

两者也很相像
。

既是古都
,

又是首都
;
既是全 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又是国际交往

中心
。

在城市化进程中都面临着工业和人口密集
,

市区蔓延
,

交通拥挤 以及城市面貌上新与旧
,

古老传统与现代化建设之

间的矛盾
。

所不同的是
,

北京在现代化道路上刚开始迈步
, ,

而巴黎已走过相当长一段历程
。

后者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是

宝贵的
。

但两国国情不同
,

这些经验可以借鉴
,

而不能照搬
。

骨架奠定了基础
,

市区面积也扩大至最后的一圈城墙
。

一直

到 20 世纪上半叶
,

巴黎城区的布局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
。

在两千多年发展的历史中
,

特别是从 12 世纪以来的 8 00

多年中
,

巴黎积极谨慎地维护着它的传统与文化
,

并始终领

导着欧洲建筑的新潮流
,

在城市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就
。

虽

然经过多次改建
,

还是保持着统一和谐的面貌
,

很值得称道

和分析
。

开敞而丰 , 的城市轴线 巴黎和北京一样
.

有一条贯穿

市区的中轴线统帅全城
。

但两者的布局和风格又很不一样
。

北京是一条 8公里长封闭性的南北中轴线
,

以其有节奏的空

间序列突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严
。

而巴黎中轴线

则平行于塞纳河
,

并横贯东西
,

以其开敞和丰富多采的群体

面貌显示了法兰西王朝和贵族的财富和文化
。

它有几个特点
:

一
、

和塞纳河平行
,

充分利用开阔的水面绿地
,

使城市空间

更开朗明快
;
二

、

轴线上串连着丰富多采的内容
,

有宫殿
,

有宽阔的规则式大花园
,

有林荫道以及一连申外形不同的广

场
,

轴线上各段的景色
,

各具特点
;
三

、

除主轴外
,

还有很

巴 黎 城
·

的 往 昔

巴黎位于法国北部
,

地处塞纳河下游
。

由于几处山丘的

阻挡
,

河水在这里形成一个大弯
,

河湾北面逐渐冲积成一大

片平原
。

河上有两个紧挨着的小岛
,

形成了天然的渡口
。

如

同北京原始聚落在永定河渡口形成最早的居民点一样
。

公元

前三世纪左右
,

巴黎席人就在岛上定居
,

利用这里丰胶的土

地和舟揖之便为城市的形成孕育了胚胎
。

公元 8 88 年
,

法兰西王国成立
,

以巴黎为首府 (北京最

早建都为辽代陪都
,

称南京
,

时在公元 93 8
.

年
,

晚于巴黎 50

年 )
,

到公元 12 世纪
,

奥古斯都统治时期
,

以城岛为中心
,

跨河两岸筑起 了城墙
,

形成 了今天巴黎中心区的雏形
。

17 世

纪下半叶
,

路易十四统治时期
,

巴黎得到大发展
,

以卢浮宫

为主的中心建筑群和以香榭丽舍田园大街为骨干的主轴线基

本形成 (这时中国正处于清初盛期
,

北京宫室租园林也有很

大发展 )
。

到 19 世纪中叶拿破仑第三执政时
,

由欧斯曼主持对

巴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

除 了完成城市纵横两道轴线和两

条环行路外
,

出于整顿市容和消灭街垒镇压人民起义的目的
,

在市区内开辟了很多宽阔的放射干道
,

为今天巴黎市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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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巴黎歌剧院楼禅厅

右 调和广场夜最

下 从艺术宫看伤兵收容院

多副轴线通向市内许多著名建筑和广场
,

形成很多对景和借

景
。

这些轴线在巴黎中心区相互交织
,

构成一个完整而有变

化的城市空间骨架
。

这几点对北京城区的改建规划应该有所

启发
。

星罗棋布的城市绿化 俗话说
, “

牡丹虽好
,

亦需绿叶

扶持
” 。

某些世界名城之所以优美动人
,

固然有其完好的城市

格局和中心面貌
,

但城市绿化也起了相当主要的衬托作用
。

巴黎市内大小绿地星罗棋布
。

城区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面积

的森林公园 (波罗涅森林公园和梵桑斯森林公园 )
,

还有不少

著名公园如卢森堡公园
,

土勒皇花园
,

植物园
,

蒙梭公园等
。

沿着塞纳河和各条轴线也有大片绿地
,

如香榭丽舍田园大街
,

演兵场
,

伤兵收容院等
。

在许多古建筑前面
,

则有广场或绿

地小游园陪衬
。

有的街头绿地
,

面积很小
,

但都精心整治
,

效果很好
。

巴黎的历次改建都十分重视城市绿化建设
,

至今

巴黎每人平均绿地达到 24 平米
,

比北京要多出 , 倍
。

精心规划和瑰造的广场建筑群 巴黎在几百年的发展中

建造 了大量的宫殿
、

寺庙
、

教堂
、

府邸和园林
,

以后在资本

主义发展过程中又修建了不少剧场
、

博物馆
、

图书馆 以及大

型商店
、

旅馆等各类公共建筑
。

这些不同年代建造的房屋都

得到后代的重视和保护
,

在它们的周围形成了广场和建筑群

体
。

著名的有星形广场
,

调和广场
,

旺多姆广场
,

夏依奥宫

广场以及巴黎圣母院
,

卢浮宫和歌剧院等等
。

很多宫殿府第

改成了博物馆
,

陈列馆或其他文化机构
。

这些古建筑质量一

般都很好
,

是城市中很重要的物质财富
,

它们受到了重视和

很好的维护
。

这点跟北京旧城不大一样
。

北京旧城除了皇宫
、

祭坛和重要庙宇府第外
,

大量的民居
,

商店都是质量很差的

平房
。

因此
,

北京旧城改建时在方针政策上当然不能像巴黎

那样基本保持旧貌
。

巴黎旧城区规划和建设上取得成就的原因
,

除 了有它的

政治
、

经济和社会条件外
,

很重要的一点是历代统治者都很

重视城市建设
,

重视城市文化传统
,

在改建和增添新的内容

时
,

又重视原有环境的保护与协调
。

今 日 巴 黎

今天的巴黎是世界第四大城市
。

整个大巴黎地区人口达

到 10 0 。 万人 (其中城镇人口 8 00 万 )
,

占法国人口的五分之

一
。

大巴黎地区用地为 1 2 00 8 平方公里
,

占法国全部国土的

.2 2 % (北京地区 l ` 8 00 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为 8 70 万 )
。

巴

黎是法国的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集中了全国工矿企业的

23 %
,

交通运输和服务机关的 27 %
,

全国银行总行的 % %
,

保险公司的 70 %
。

巴黎中心区
,

即 19 世纪最后筑的一道城墙范围内
,

面积

10 , 平方公里
,

人口 2如 万人
,

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 20 00 人 (北京相应指标为
:

旧城区 62 平方公里
,

人口 ; 80

万人
,

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2 , 00 。 人 )
。

这个地区是巴

黎全市精华所在
,

也是政治
、

经济
、

文化和旅游中心地区
。

9[ 世纪中叶以后
,

巴黎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时期
,

城市人口突破 100 万
,

很多大工业沿城市边缘发展
,

周围已

形成工人聚集地区
。

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城市建设
,

但跟不上

城市人口的迅速膨胀
。

市区用地也无法控制
,

不断地向四周

世 界 建筑 3 / 1 9 8 1



成片蔓延
,

形成 了一般大都会地区所谓的
“
块状集积

”
( A g g

-

oJ m e ar iot
n
)

。

这种城市形态
,

我们称之为
“
大饼

” 。

其中用 地

功能棍杂
,

人口稠密
,

绿地 魔乏
,

交通紧张
,

环境质量下降
。

这是全世界大都会区的通病
。

下面简要分析一下大巴黎地区

的发展及其布局上的一些特点
。

工业布局 巴黎工业发达
,

工人数量占全国四分之一
,

在产品更新和影响上也占首位
。

大巴黎地区工业种类很多
,

除了采矿业外
,

几乎应有尽有
。

这样一个广阔的工业基础是

由于巴黎地区的优越条件造成的
。

这里有廉价的能源
,

方便

的交通运输和市政设施条件
,

有广阔的内地消费市场和国际

市场
,

有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队伍以及传统上的科学技术力

量等等
。

巴黎的工业是在 19 世纪中叶 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
。

例如
,

化学工业开始兴建于 19 世纪初
,

电力
,

汽车与航空工

业等则起始于 20 世纪初期
。

在旧城区范围内
,

工业主要集中

在东部和南部
,

而且大部分和住宅
、

机关等混杂在一起
,

形

成
“

综合区
” 。

从塞纳河两岸工业分布情况看
,

河右岸又比

左岸工厂多
。

右岸以轻工业为主
,

如服装
、

纺织
、

贵重革制

品等
,

后来又发展起新闻
、

出版等行业
,

尤其是巴黎特有的

珠宝
、

香水
、

礼品等奢侈品工业都集中于此
。

后期
,

特殊金

属制品
、

电器
、

电子工业又得到很大发展
。

此外
,

市区南
、

北还分布了一些工业
。

北部主要为印刷
、

皮革和食品
,

南部

主要为金属加工以及与此有连系的汽车和航空工业
。

巴黎郊区工业规模更大
,

大部分集中在北部和西北郊
。

北郊主要为化学和医药工业
,

南部主要为钢铁和化工等重工

业
。

此外
,

在远郊区还有不少工业区沿着一些河谷地带分布
。

新规化的工业区都布置在东郊和北部
。

总的说来
,

巴黎的工业布局有以下几个特点
:

O 沿河和

铁路线为一些老的重工业所占据
; 伪塞纳河右岸的东部和近

郊东南部主要 为轻工业和电子工业
; 侈汽车工业包括它的各

种附属企业起着主导作用
; ④特殊奢侈品工业如化妆品

、

服

装
、

手饰等在城区占有很重要地位
,

这是与巴黎作为世界文化

艺术
、

科学
、

旅游以及奢侈品消费中心的地位分不开的
。

第三类企业 (了 e川ar y A ict , 石倒 巴黎作为全国政治
、

经济
、

文化中心
,

重要国际交往 中心和旅游胜地
,

使它的
“

第

三类企业
”

十分发达
。

政府雇员
:

巴黎地区有政府雇员 ” 万人 (包括军事 )
,

地

方政府雇员 15 万人
,

属于半公家的雇员 (指铁路
、

交通
、

煤

气
、

电力
、

航空
、

新闻等部门 ) 40 万人
,

总数达到 ,口万人
。

此外
,

这里还有大批国际组织机构
,

总数在 4 00 个以上
,

雇

用了大批法国人和外国雇员
。

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就拥

有 1 7 ( ,。 名雇员
。

文化教育
:

巴黎有 0z 万大学生
,

其中三分之一来自外省

和外国
。

文化事业也很发达
。

市内拥有 7o 座剧院
,

s0 座博物

馆以及一大批研究所和科研中心
,

每年有大量的国际会议
、

展览和科学报告等活动
。

巴黎还拥有强大的新闻出版力量
,

有全国 81 %的晚报
,

乃 %的月刊
,

88 %的出版社 它在文学
、

绘画
、

音乐等各个艺术领域都影响着全国乃 至全 世界
。

旅游事业
: 巴黎以其悠久的文化与优美环境吸引着大量

游客
。

如
,

奥利机场每年接待 4 00 万人
,

埃菲尔铁塔 2 00 万

人
,

卢浮宫 100 万人
。

此外
,

如巴黎圣母院
,

潘泰翁神庙
,

凯旋门
,

伤兵收容院以及郊外的凡尔赛宫
,

枫丹白露宫等都

吸引了很多旅游者
。

大量国际会议 (每年 , 0。 次以上 ) 也引

来了很多旅客
。

因此
,

巴黎旅馆多
,

旅馆
、

咖啡馆
、

餐厅的

雇员达到 13 万人
。

旅游业的发展
,

反过来又促进了高级消费

品的生产和娱乐设施的经营
。

金融和经济管理
:

巴黎是法国银行
、

保险公 司以及工商

企业管理的中心
,

这使得巴黎在经济上成为法国的支柱
。

以上所列举的
“

第三类企业
” ,

大都集中在巴黎中心区
。

虽然 目前正通过建设德方斯等副中心向外转移
,

但中心区仍

然十分拥挤
。

除了办公
、

文化
、

娱乐等设施外
,

还有大量商

业建筑
,

给市中心区带来了沉重负担
,

也增加了改建的困难
。

关于第三类企业
,

伦敦
、

东京等大都会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

北京在今后的发展 中也应预见到这种情况
,

并注意避免过于

集中在旧城区
。

巴黎的居住问题 根据 19 68 年调查
,

大巴黎地区有 3 60

万套住房
,

其中市区范围有 3 20 万套
,

中心区有 1 20 万套
。

195 9年以后
,

大巴黎地区平均每年建造 8 10 万套住乞 过

去 ; 5 年中
,

市中心区创了
, 08 州平米住宅

,

很多 6 层以下住

宅被改建成 “
一

` , 层
·

在 `

960 年
,

巴黎有 ` 7

恻
落地区

,

占

地 2 58 公顷
, ,

住有 18 万居民
,

被宣布为重点改建地区
。

目前
,

这种地面扩展至 正,卯公顷
,

而实际改建速度则是比较迟缓的
。

住宅区分布情况大体是这样的
:

塞纳河右岸西部为高级

住宅区
,

有很多花园住宅和多层公寓 右岸东部从巴士底广

场至 民族广场之间为大片工人住宅区
;
城岛和圣路易岛为文

人学者和艺术家聚集区
;
塞纳河左岸的南部为一般平民区

。

巴黎郊区环境较好
,

一般为中产阶级所居住
。

交通运输 巴黎是全国铁路的枢纽
,

有好几条国际干线

通往德国
、

比利时和西班牙
。

从巴黎向外有 18 条放射线
,

有

两条环线 (小环 3卜 , 公里
,

大环 1 2 .0 7 公里 ) 把 1 8条放射

线连接在一起
。

市区有 7 个尽端式火车站和一个通过式车站

均匀分布于市中心 , 5 公里半径以内
,

交通很方便
。

巴黎还有 95 3公里的市郊铁路
,

成为市郊客运主要交通

工具
。 1 9 7 8 年

,

建成巴黎至 吧吊高速列车专线
,

全长 42 8 公

里
,

时速达到 260 公里
,

最近 已试验行驶时速达 ” 0 公里的

高速列车
。

巴黎地下铁道十分发达
,

有 16 条线
,

全长 1 84 公里
,

有

3 2 5 个车站
,

年运愉量达到 10 亿人次以上
,

占全市客运量的

60 70 %
。

此外
,

巴黎还建设了区域块速地铁线 ` R 石R )
,

时速可达 1 00 公里
,

主要是愉送郊区居民到市区上班
,

在稠

密地区
,

线路全在地下
,

出了市区则在地上
。

有两个公共汽车交通网
,

一个在市内
,

一个在郊区
,

作

为铁路交通的补充
,

担负公共交通运输量的 3。 %
。

从 195 , 年至 1 9 7 , 年
,

巴黎用了 1 8年时间围绕旧城区 (大

体沿着 1 8 4 ,年城墙遗址 )修建了一条 ”
·

3公里长的高速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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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已担负了城区交通墩的 30 %
·

对疏导巴黎

市区交通起了很人作用
,

环路时速达到了 80 公里
。

整条环路

全部立交
,

在修建时很注意城市原有面貌
、

文化古迹和公园

绿化
。

根据各地段不同条件采取 了隧道
、

路堑
、

跨线桥等各

种方式
,

对照明
、

路标
、

信号以及防噪音等方面都采取了先

进的措施
口

城 市 规 划

进入 20 世纪后
,

巴黎又进行过多次规划
。

1 91 。
·

11 年
,

巴黎成立第一个扩建委员会
,

开始考虑巴

黎膨张起来后所带来的规划问题
,

并提出一个很好的报告
,

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未能实现
,

致使城市一度自发蔓

延
.

得不到控制
。 l , 28 年

,

成立巴黎地区规划管理高级委员会

( c ^ R p )
。 一, , z年

,

通过一个规划方案 (
跳

。 rP ,
·

aD
u s s e t )

,

成立 了大巴黎地区
。 1 9“ 年成立 了国家区域规划部

. 1 9 ” 年

制订巴攀地区规划
,

并于 196 1 年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巴黎

地区规划整倾萎员会 `以以x 3 )孑互关方面通过各种会议和出

版刊物
,

强调限制巴黎市区的不断扩展
,

主张建立一个多中

心分散式的城市结构
。

他们认为必须考虑的问题有
: 曰 》 巴

黎地区应作为一个整体考虑
,

并建立相应的组织
;

(2 ) 地区

人口扩
`

大不可避免
:

( 3) 对城市用地扩大和各项公共设施的

增加要有充分估计
; ( 4) 打破原来单中心城市结构

,

代之 以

多中心城市结构
,

并避免过多交通穿越中心区
。

1
96 2

·

6, 年
,

又提出了
` ’

巴黎地区战略规划白皮书
” 。

根

据它的估计
,

到 200 。 年
,

巴黎地区人口将增加到 14 00 万人
.

用地要再扩大 , 88 平方公里
。

它对巴黎的今后发展提出 了三

项战略性措施
:

( l) 在更大范围内考虑工业和城市人口的分

布
。

沿塞纳河下游统一考虑
,

形成几个城市群
,

即大巴黎地区
,

卢昂地区和勒哈佛地区城市群
,

以减少工业和人口进一步集

中到巴黎地区
; 《 刀 改变原来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结构

,

而沿塞纳河发展成带形的城市结构
。

除母城沿轴线向西北方

向伸延外
,

在城市南北两边 20 公里范围内平行于城市轴线规

划两条新城市带
。

目前已建设或正在建设的五个新城
,

共拥有
l ` , 万人口

; 《 3) 打破原来单中心城市布局
,

发展多中心城市

上左 巴集市区地铁线路简图

上右 巴黎地区新城及副中心

分布示意图
卜 凡尔赛 -z 费力斯
.3 罗吉 今 克雷泰
, 圣

·

丹尼斯 .6 保比尼
.7 勒

.

保吉脱 .8 罗西

.9 拉
·

德方斯

右图 巴攀一卢昂一勒哈佛地区

区城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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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理 俐协刀朋例甲
,廿

布局
。

除前述五个新城外
,

在规划中还布置了
`

9个副中心
:

凡

尔赛
、

圣丹尼 斯
`

( s卜 eD
n i : )

、

保比尼 ( B由ig n y )
、

罗西 ( R. n y )
、

勒
·

保吉脱 (以 B o

usr
et )

、

克雷泰 ( C r

, 11)
、

罗吉 ( R u n g is )
、

费

力斯 《
.

v d dy) 和德方斯 (L
,

eD f o n
cc 》 。

每个副中心都均匀分

布在中心区的周围
,

各自服务几十万人
。

每个副中心都有各

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
、

办公楼和住宅
。

其中德方斯和克雷

泰都已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
。

旧 城 改 建

战后
,

在旧城改建上进行了大量工作
。

60 年代末 70 年代

初先后改建了弗隆
·

德
·

赛纳区
,

欧斯特利兹一贝西一里昂

乒和意大利一高伯兰区等
。

在改建中都考虑把办公
、

住宅
、

商店
、

文教设施等结合起来成为综合区
。

为了提高建筑面积

密度
,

建了不少高层和超高层建筑
。

高楼的出现引起了争论
。

70 年代末
,

开始注意对旧城历史面貌的保护
,

在规划中高层

建筑减少了
。

例如圣马丹运河区
,

60 年代规划方案中布置了

几十幢高层住宅
,

百货公司和大办公楼
,

但新的规划方案改

变了这种布局原则
,

更多地注意原有环境的保护
,

取消运河

运输功能
,

把运河区变成旧城内拥有大片绿化水面的步行文

娱休息区 (参见本期 36
一

3 7 页 )
。

1 9 7 7年 3月
,

通过巴黎市区整顿和建设方针
,

把巴黎分

成三大部分
。

第一部分是历史中心区二范围为 18 世纪形成的

巴黎旧城
。

在这个区里
,

主要保护原有的历史面貌
,

维持它

的传统职能活动
。

在这个区内要形成很多步行区
。

第二部分

是 19 世纪形成的 旧区
,

在这里主要加强居住区的功能
,

限制

公司办公食的建造
,

以保护统一和谐的面貌
。

第三部分是周

边地区
。

这些地区允许建设一些新的住宅和大型设施
,

并加

强区中心建设
,

使这些边缘地区的社会生活多样化
,

更真生

命力
。

在旧城改建规划中
,

还有两点值得注意
。

一是谨懊地把

新老区适当隔开
。

例如德方斯副中心就远离巴黎旧中心
,

使

这样一个崭新的
、

高楼林立的现代化中心不至于破坏原有老

城优美和谐的环境
。

但这一新中心又座落在巴黎主轴线的西

端
,

使这条闻名于世的轴线更加宏伟
。

这点对北京城区规划

也很有启发
。

我们就曾建议未来北京中轴线的北端也应形成

一个新的行政和文化中心
,

并吸取巴黎
、

华盛顿中轴线自由

开敞的布局手法
,

喇粤眯片绿化
,

既
京的中麒

变得更为

壮丽丰富
。

二是对旧区的改建规划一般都经过反复研究
。

例

如著名的中央商场的改建规划
,

就做了几十年
,

先后提出成

百上千个方案
,

反复比较
,

精心规划
,

它的地下部分有好几

层
,

把地铁车站
、

停车场
、

地下商店
、

地下交通干线等和地

面的商业
、

绿化广场等作了统一规划 (参见本期 30
·

” 页)
。

这种做法
,

对北京旧城的改建也是有参考价值的
。

我们认为
,

对北京 旧城区的改建
,

无论在技术
、

艺术上都应严加要未
这是百年大计

,

千年大计
,

一定要有远见
。

最好有较为充实

的经济条件
,

进行充分
、

周全的规划
,

决不要仓促从事
。

一

通过对巴黎规划的今昔比较
,

我们可以看到
,

作为世界

著名古都
,

又是现代化的大都会
,

巴黎的城市建设面临着极

其复杂的社会的
、

技术的和艺术的课题
,

但巴黎自古以来重

视规划
,

重视文化传统
,

重视公众舆论
,

一

重视法制
,

这就使

得巴黎比起其他一些大都会来
,

问题要解决得好一些
。

它在

十分繁重复杂的现代工业
、

现代交通和巨大人口压力下
,

如

今还保持着优美的环境和本身的传统
,

确是很可贵的
,

也是

值得我们重视的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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