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设计

白令门卜北京城市设计的浅见
口 朱自煊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
,

我国历 史文化名城 之

首
,

它的城市规划与设计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
。

北京又是 12亿中国人民的首都
,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十多年来
,

北京的建设速度令国内瞩 目
、

世

界称奇
。

因此北京城市的形象
,

包括古都风貌和首

都新貌
,

就是一个重要问题
。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

办公室
、

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
、

北京城市科学研究

会和北京城市规划学会为此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

动
,

《北京规划建设 》 杂志也多次刊登有关文章和

专题讨论
,

我十分拥护
。

下面就北京城市设计问题

谈点不成熟的意见
。

一
、

古都北京是城市设计的无比杰作

梁思成先生在六十年代所写的文章中
,

曾将北

京古都评价为
“
城市设计的无比杰作 ” ,

这是当之

无愧的
。

现存北京旧城是明初永乐年间修筑的
,

它

是在元大都基础上吸收了明初中都城和南京城的布

局特点加 以改建而成的
。

原先只有内城
,

明中叶嘉

靖年问又加筑外城
,

形成了特有的
.

“
凸 ” 形平面格

局
,

至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
。

说它是
“
无比杰作 ” ,

我看至少有以下五个特点
:

1
.

主题思想 明确

中国封建帝都一般都遵循 《周礼
·

考工记 》 的

“
王城 ” 模式

,

以 封建帝王所在的宫城为中心
,

“
左祖右社

.

面朝后市 ”
,

主题思想十分明确
。

从

汉
、

唐长安
、

洛阳
,

经北宋汁梁
、

南宋临安
、

辽南

京
、

金中都至元大都
,

历代不断
,

继承发展了这一

模式
。

元大都城格局 十分接近
“
王城 ” 的理想模

式
。

明北京城在此基础上又扩大了
“
外朝 ” 空间

,

在承天门 (清代天安门 ) 广场两侧布置了六部和五

城兵 马 司
,

作 为中央启
’

署所在地
,

又 将
“

左祖右

社 ” 集 中到皇城 内
,

分别于午门内左右两侧
,

从而

使这一主题更为突出
。

另外
,

在宫城后仿效金中都

堆筑 了景 山作为屏障
,

也是全城空间上的制高点
。

在南郊
,

左右对称设置 了先农坛与天地坛
。

明中叶

加筑外城后
,

使南北中轴线达到了 15 华里
,

可谓举

世无双
。

以上分析的城市格局
,

不仅在经营位置 上

突出 了皇权的中心地位
,

在其空问体形上
,

即城市

三维空间设计上更是通过建筑体量
、

高度
、

形式
、

色彩和细部处理等各种手段
.

在形式和内容 (皇权

至上的思想 内容 ) 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

从而 产生巨

大的感染力
。

这样明确的主题思想不仅体现在城市

总体格局上
,

也体现在每一个建筑群 体上
,

如天安

门
、

午门
、

太和殿
、

天坛等等
。

2
.

整体性强

中国古建筑单体很简单
,

高度标准化
,

但在群

体上却是千变万化
,

形成各种各样的居住
、

宫殿
、

宗教
、

园林等建筑群和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
。

北京

古都的精华就在它的整体设计上
。

例如皇城内外空

间的开阖收放
,

就是根据突出皇权至高无上这一主

题
,

从整体上加 以精心设计的
。

天安门广场是呈城

正门主要入 口 广场
,

采取 了狭长封闭的
“ T ” 形空

间
,

目的是增加深远气氛以衬托正门一一天安 门的

庄严气势
。

午门前空间也是如此
,

但在建筑上采用

阀式五凤楼形式
,

使宫城地位更为显赫
。

这一系列

窄长空问
,

至太和门特别是太和殿前豁然开朗
,

成

为高潮
。

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基础上的太和殿
,

建 成

十一开间面宽
,

重檐庞殿式黄琉璃瓦屋体
,

成为前

朝的中心建筑
。

站在殿前一览全城
,

气象万千
。

若

登上景山万春亭
,

俯览整个北京城
,

便可看到严整

的城市格局
、

井然有序的城市空问
、

金碧辉煌的紫

禁城和碧波荡漾的前三海
,

还有左右对称的座座城

楼
,

给人强烈印象
; “

普天之下
,

莫非王土 ” 这个

思想主题十分鲜明
,

只有高度整体性的设计才能产

生这样的客观效果
。

3
.

自然与人工的巧妙结合

古都北京是封闭性很强的封建都城
。

层层城垣

将城市
、

宫殿
、

民居都包了起来
,

再加上平坦的地

形
,

横平竖直的道路街巷
,

很容易形成呆板的城市

空间形象
。

但北京城中心有六海加 以调刑
.

使庄整

的城市格局与 自然活泼的 园林 水系相互结合
,

实属

难能可贵
。

这是元大都建设者巧妙地利用 自然与 历

史遗产
,

将金代离宫一一大宁宫组织到城市 中心的

结果
。

明初改建时又在太液池南开凿了 南海
.

形成

了今天的北海
、

中海和南海皇家 园林
。

在其北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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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刹三 海天然水面
,

又成为 民间活动中心和风景

区
,

为北京城增添 了无限风采
。

另外
,

北京西郊群

山连绵
,

泉水充沛
,

金
、

元 以来就是皇家离宫别馆

集 中地区
。

经过明
、

清两代
,

特别是清代
,

修筑 了

以
“
三 山 五园 ” 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以及无数私家园

林
,

至今仍是北京的宝贵遗 产
。

可见在北京 旧城的

城市设计中也考虑到了城市与西山的景观联系
,

著

名的什刹后海
“

银锭观山 ” 就是一例
。

4
.

宜人的空间尺度

旧北京城是骑马乘轿的封建时代所形成的街巷

空间尺度
,

一些大街通衙为显示皇权至上
,

与平民

百姓生活的坊巷是两种不同尺度
,

但两者之间有一

个共 同点就是注意空间尺度的和谐和有序
。

如十里

长街 常常用牌楼加以分隔
,

坊巷则有栅栏
。

街道两

侧的建筑
、

绿化
、

墙垣也结合得比较好
,

如国子监

成贤街
、

景山前街
、

景山后街
、

景山东街
、

景山西

街
、

陆 山门街等
,

至今仍保持着传统风貌和宜人的

空间尺度
。

北海金鳌玉些东桥在改建前有牌楼
、

三座

「〕相烘托
,

尤为精彩
。

经过拓宽改造
.

风貌上有一

些变化
,

但湖
、

山
、

桥
、

街相互交融
,

步移景易的

生动画面
,

依然是旧城内最吸引人的地方
。

一些胡

同
,

如锣鼓巷
、

西四北一至八条
、

东四一至十条等

也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原有风貌和空问尺度
。

5 精雕细刻的细部设计

好的城市设计
,

从宏观到微观细部
,

常常是一

个完整的形象
,

在古都北京的重要文物古迹
、

景点

中
,

人们 可以亲身体验到
。

就拿铺地米讲
,

可谓千

变万化
。

大和殿前铺地和故宫御花园内的铺地就完

全不同
,

它与所在环境紧密结合
,

表现主题
。

在普

遍的胡同内
,

不同的宅门
、

照壁
、

装饰
、

砖雕和台

阶
、

门墩乃至树木等也都是有机结合
,

形成一幅幅

动人画面
。

I日北京城所以形成以上几个特点
,

是有其 社会

条件和历史背景的
。

一是 中 国是 长时期的封建社

会
,

千百年来没有大的变革
,

城市发展缓慢
,

环境

上 比较容易协调
;
二是封建社会有一套成熟的上层

建筑和典章制度
,

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上 都要按
“
祖

制 ” 办事
,

中央集权和等级 制度极 严
,

谁也不敢

“
逾制 ” ;

三是有一套严格的管理 制度和法令条

例
,

儒家封建礼教更是在思想上统治了整个社会
。

今天北京的条件完全不同了
,

但能否从中得到一些

启示
,

吸收某些优秀传统来为今天服务
,

是 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
。

10

二
、

现在北京城市建设缺乏好的城市设计

新中国成立以来
,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

北京

的城市建设比旧北京不知翻了多少倍
,

其规模
、

速

度是过去不能相比的
,

其中不少建筑也是很成功

的
,

为群众所喜爱
。

如 1 9 5 9年的天安 门广场改建
,

在继承与发展民族传统
、

体现时代精神上取得很好

的效果 ; 北海大桥改建也是成功例子
。

八十年代后

期的亚运会建筑群整体效果好
,

有时代感
。

此外
,

还有一些建筑群和居住小 区建设在城市设计上都有

不同的特色
。

但是
,

总起来看
,

还缺少好的城市设

计
,

有特色的建筑数量少
、

比较分散
,

很难形成气

候
,

更不能和老北京那样完整
、

宏伟的气派相比
。

究其原因
,

有以下几个方面
:

1
.

城市总体规划没有提出城市设计要求

城市设计是城市体形环境的综合设计
,

它贯穿

于城市规划的全过程
。

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应

解决城市总体空间设计问题
。

但在过去北京历次城

市总体规划中没有明确提出城市设计要求
,

虽然在

总体规划中也讲究城市规划结构的艺术布局
,

但只

停留在图面上
,

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措施
。

2
.

计划经济模式下规划设计指导不了建设实践

过去的北京城市规划
,

特别是详细规划中也做

过不少规划设计
。

如长安街规划
,

从六十年代到八

十年代
,

就做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性详细规划
,

也

就是长安街的城市设计
,

从长安街的性质
、

功能
、

布局
、

艺术形象
、

环境设计等都进行过比较深入的

方案探讨
。

当 时的意图是希望 以此来指导长安街上

的某些重点建设项 目
,

但在计划经济模式下
,

主要

靠国家投资
,

而这些大工程耗资巨大
,

常常难以实

现
,

因此几次规划都停 留于纸面和模型上
,

往往事

过境迁
,

一轮轮方案都落了空
。

3
.

市场经济条件下
,

北京的城市建设又缺乏城

市规划与设计的宏观指导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
,

特别是
“

八五 ” 期问
,

北

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针的指引下
,

全面对

外开放
,

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

这本是一个极

好的实现规划 目标的机会
。

但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

又 跟不 上形势发展和建设速度
,

加上法制不健全
,

发生了很多不尽人意的现象
。

由于境外投资商目光

集中在经济效益最高的旧城中心区黄金地段
,

又追

求过高的回报率
,

往往构成对古城文物环境和古都

风貌的严重威胁
。

例如在东城
,

环绕旧皇城一带高

楼林 立
,

不少高楼大厦不仅在景观上起了 破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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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还给旧城交通和市政设施带来很大的压力
。

这

些新建筑都是孤立的
,

缺 乏必 要的城市设计作指

导
,

既不考虑周围环境
,

更谈不上城市空间环境的

整体协调
。

这是新一轮的
“
见缝插楼 ” ,

且规模更

大
,

后果也更严重
。

再拿长安街来说
。

在历次长安街规划中都把它

作为体现北京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象征
,

规划将

外交大楼
、

政法大楼
、

国家剧院
、

青少年宫
、

国家

科
】

技馆等重点建筑安排在街道两侧
。

现在呢 ? 外交

大楼建在东二环路和朝外大街相交的立交桥旁
,

全

国政协大楼也建到了政协礼堂北侧
,

迫使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顺承郡王府易地重建
。

而一些性质
、

功能

和长安街格格不入的建筑
,

却堂而皇之地 占据了重

要地段
,

如长安俱乐部
、

拟建 中的东方广场等等
。

在沿复兴门至阜成门的西二环路东侧
,

规划了一条

金融街
,

但一些重要银行却不去那里
,

而相继建在

西长安街上
,

东长安 街更有不少境外投资商厦要

建
,

这样一来
,

作为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象征的长

安街的性质将会被改变
。

三
、

几点建议

1
.

抓好重点地区的城市设计

对这一问题我曾多次呼吁
,

在 《北京规划建

设 》 1 9 9 5年第二期上也发表过文章
,

我认为还应强

调
。

因为今天首都的建设规模已远远超过以往
,

且

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

新一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明确

北京的城市性质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
,

{丝界

著名古都和现代化国际城市
,

因此对城市设计特 别

是重点地 区的城市设计要求非常高
。

最近
,

北京城

市规划学会和北京城市科学研究会的有关专业委员

会联合提 出的
“
关于加强首都城市设计工作的建议

书” ,

就 明确提出要抓好六类重点地区城市设计
。

这里面既有旧城内的南北中轴线
、

皇城 区
、

天安门

广场
、

东西长安街以及历史文化保护区等传统风貌

地区
,

又有反映首都新貌的首都机场
、

北京站
、

西

客站
、

三元立交桥等
“

首都大门 ” 地区以及重要干

道
、

环路
、

商务中心 区等
。

这个建议很重要
,

也很

及时 我完全拥护
。

从 1 9 9 5年起
,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首

都建筑 艺术委员会也开始 着手抓 具体城
:厅设计」

_

作
,

大
。
]’J 如三环路沿线的城 市设计

,

小的如西单绿

化广场
、

玉渊潭公园入 口处绿化广场
,

连同过去 抓

的京密引水渠
、

长河
、

旧城外城护城河两侧的城市

设计等
,

抓这些实事也
一

}
一

分必要
。

现在的问题是如

何能做到有人负责
,

长期坚持下去
,

真正使城市设

计起到指导实际建设的作用
。

还有一点是
.

在完成

总体规划后
,

如何考虑北京城市总体空 间设计
,

这

也是一项当务之急的工作
,

有关部门是否应该把它

放到议事 日程上来考虑呢 ?

2
.

切实做好古都风貌的保护与继承

近年来
,

在搞好古都风貌保护的 口号下
,

许多

新建筑不分地点
、

条件都加上一个中国式屋顶或亭

子
.

为此引起了规划界和建筑界人士的议论纷纷
。

我主张要切实做好旧城范围内古都风貌保护和继承

工作
。

古都风貌保护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中的一个

方面
,

除此之外还有重要文物古迹保护
、

旧城格局

保护
、

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历史文化内涵保护等

等
。

其中名城传统格局和风貌保护是宏观层次
,

历

史文化保护区和又物古迹保护是微观层次
。

我们的

任务是要使两者很好结合
,

并得 到切实保护和继

承
。

一般来讲
,

宏观层次保护 由于与现代化城市功

能
、

设施矛盾较大
,

难以控制
。

微观层次保护范 围

小
,

只 要严格把好关是能保住的
。

北京 国子监 成贤

街和什刹海两片地区
,

由于多年持续工作
,

锲而不

舍
,

基本 卜得到 了有效保护
。

其中文物保护单位一

般都做了 保护规划
.

有 明确保护 范围
,

有一定经

费
,

再加 上 有文物 法作为 保证
.

所 以 保护得好一

些
,

而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历 史地段的保护就更困难

些
。

因 为这些地 区 至今仍在使 巾
,

里
l

不有人 量 民

居
、

商店
、

机关乃至工厂
,

既要保持其传统风貌
.

又要满 足 今天 的生 活
、

生产需要就很困难
。

而且
,

历史地段量大面广
,

缺乏经费
.

要靠其 自身运转积

累保护经费很难
。

因此
,

有的历史地段着眼于经济

社会效益
,

进行了彻底改造
,

形成仿古街
,

如琉璃

厂
。

也有的 历 史地段没有 明确规划指导
.

听任下 面

自行更新改造
,

使传统风貌逐渐丧失
,

不少有价值

的近代建筑被改得面貌全非
,

如大栅栏
。

困此切实

保护好历 史地段是列不容缓的事情
。

北京 已公布 J
’

25 处历史文化保护区
,

但真正落

实保护规划的 不多
。

什刹海
、

国子筑是有规划的
,

但要真正实现规划
,

困 难重重
。

例如什刹海地区面

积有134 公项
.

分属两个街道 管辖
.

现正 内有大量民

居
、

商店
、

机关
、

工厂
。

如 何使这一 地区 既保扩好

传统风貌
.

整治好环境
,

又能获得新的活力
,

难度

极 大
。

西欧城币中的历史地段
.

都是砖石建筑
,

可

以长期保护
。

日本的建筑虽然是木结构
,

但 他们的

保护工作 得到政府的 财政补 贴
。

我们不仅不能补

1 1



城市设计

多 一 点城市广 场好

— 兼谈北京玉渊潭公园南门外广场的城市设计

口 白德愚

城市是人们聚居的场所
。

由于社会的进步和文

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

城市生活越来越丰富
、

活跃
。

如何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各项活动要求
,

已经成为城

市规划
、

设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

另一方面
,

城市发展应是当地历史文化的延续
,

每个城市都有

自己长期形成的特性
。

这种特性不仅是美好的
,

而

且具有明显的识别性
,

让住在那里的居民由衷地产

生舒适
、

愉快和留恋之情
,

也给外来者留下深刻的

印象
。

纵观历史
,

我国古代的城市格局虽都遵循着严

整的建制
,

但各具特色
。

北京旧城就是最杰出的典

范
:

品字形的城廓
、

庄严有序的中轴线和活泼
、

自

然的三海浑然一体地组织在大街小巷之户
,

可谓巧

夺天工 (图 l)
。

然而
,

如果对当前国内许多城市扩

展和改造中的情况进行反思的话
,

不免令人遗憾
。

人们看到的乃是一条街
、

一条街地沿红线拆矮房盖

高楼
。

而那些新建的高楼似乎是
“

各显神通 ”
,

不乏

抄洋
、

仿古的东西
,

却缺少特色
,

难免千篇一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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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明

、

清北京城图

更难找到供人逗留
、

游憩
、

观赏的地方
。

因此当你

走完几条大街以后
,

留下的印象是空白的
,

可能还

贴
,

还希望通过保护与整治获得经济效益
。

如何掌

握好保护与更新改造之间这个
“

度 ” ,

是一个十分

艰难的问题
。

3
.

理顺管理体制
,

加强法制建设

北京的城市建设要经过市规划局
、

首都规划建

设委员会办公室和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层层把关
,

应该说管理是严格的
。

但往往是就单 体建筑论单体

建筑
,

缺少城市设计这个中间环节
。

另外
,

市场经

济条件 下
,

没有具体城市设计任 务也很难找到 规划

设计单位
。

再加上不少建筑师缺少城币 设计意识
,

很少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 一 般是 甲方要求高容

积率
、

高效益
,

建筑师关 心 的是怎 样满足 甲方 要

求
,

并使建筑设计本身有 所创新
,

搞好建筑形象
。

在目前体制下似乎很难跳 出这个
“
怪圈 ” 。

我的看

法是
,

在重点地 区应采取责任建筑师制度
,

由责任

建筑师会同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
、

市规划局等 主管

部门
,

共同负起这一地区城市设计责任
,

并建立一

定机构 长期坚持 下去
。

非重点地区
,

在送审个体

建筑方案时要附加城市设计方案
,

以弥补控制性详

细规划之不足
。

除了理顺管理体制外
,

还要加强奋去

制建设
,

这是 目前的当务之急
。

很多违背城市规划

的项 目
,

常常是绕过规划部门或强行通过的
,

东方

广场就是一个突出例子
。

我担心今后是否还会有第

二个
、

第三个
“

东方广场 ” 。

回顾旧北京在封建制

度 卜
.

谁也不敢违背
“
祖制 ”

,

从而为后人 留下了

这座名城
。

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

倒有法不

依
、

违法不究
,

怎么说得过去呢 ? ! 结论是
,

不加

强法 制
,

不仅难出好的城市设计
,

前人留下的宝贵

遗产也难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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