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

目前
,

我国城市规划界 及相关的一些同志
,

对城市设计的理解
,

特别是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

认识

不一
;

就国外而言
,

也是众说纷纭
。

为此
,

本刊在介绍国外城市设 计理论的基础上
,

开展对这一 问题的探讨
。

目的是在学 习
、

交流国外学术理论的同时
,

结合我国城市规划的实践
,

明确一些在城市规划设计中所遵循的

技术原则
,

以便创造适合当代人民生活的城市环境
。

相信这一讨论对提高城市规划质量是有益的
。

本刊特邀朱自煊先生作一系统介绍并阐述 观点
.

朱先生根据多年的教学与实践
,

从 中
、

外 城市设计的发

展
,

总结了四个问题
:

城市设计含意
、

内容
、

目标和任务 ;

城市设计理论思潮回顾
;

城市设计实践
, 当代城

市设计实践中的问题
.

用他自己的话说
: “

权作抛砖引玉
l, 。

木刊将分期连载
.

欢迎广大读者
、

同行们
,

都

来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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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城市设计理论与实践

朱 自 煊

. J J . . . 月~

月明舌

城 i仃设计在广 义建筑规划设计领域中是

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

它的理论与实践也是
一

l
-

分丰富的
。

但对我国广大规划工作者和建筑

师来讲
,

似乎还是一个较为新鲜的概念
。

它

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

它的内容和任务包括哪

些方面
,

它和城市规划是什么关系
,

都不是

很清楚
。

其实城市 设计很 旱就被介绍到我国
。

例如 19 2 7年上海被定为特别 市
,

开始着手进

行城市规划时
,

成立的组织就是设计委员会
。

19 2 9年提出的 仁海新市区及其中心区 观划
。

就 是承袭了 19 世纪末 2 0 世纪初风 行 于 世 的
“

城市美化运动
”

规划设计
一

思潮
,

它既 是城

市规划
,

也是城市 ( 建筑艺术 ) 设计 ( C i v ic

d e s i g n
)

,

在 西方 方格网和环形放射道路系

统上又吸收了中国传统的轴线对称手法
,

其

建筑形式也是中西合壁
。

194 6年梁思成先生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

系
,

也强调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方面人才的

培养
,

在高班时分成建筑设计与市镇设计两

个组
,

这恐怕呈我国最
一

早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专业的雏型
。

而梁先生 当时办这一 专业的指

导思想是两个方面
。

一是
“

住者有其房
” ,

希望通过城市规划来改造社会
,

因此介绍了

很多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潮
、

理论和方法
。

另一方面就是
“

体型环境
”

的规划设计
,

他

认为大到一座城市
,

小到一个器皿
,

都是体

型环境中的组成部分
,

都要经过很 好设计
,

守际
一

l二就是城
一

市设计思想
。

梁先牛这套 牡张

和 当时西方第一代建筑大师 W
·

格罗 庇 斯
、

F
,

L 莱特
、

E
.

沙里宁的办学方针是一致 的
。

直到今天清华的规 ltI 教育 多少还继承了这一

传统特色
。

5 0年代初
“

学 水
”

时期
,

苏联专家倡导的

那一套总体规划方案除了必要的功能分区
,

道路交通
,

工程系统之外
,

非常强调艺术构

图
,

当时对称放射式的
“

八挂图
”

几乎成了一

种模式
,

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古典式的城市设

计
,

究其源和美国
“

城市美化运动
”

思潮一

样
,

根子都在法国
“

巴黎美术学 院
” 。

总体

规划方案是如此
,

详细 规 划 方 案 包 括 广



、 . 山 _

场
、

干道
、

街坊更是 巴黎美术学院和美国 20

世纪初 C i v i e
d

e s i g n 那一套
。

因此 我 们 在

50 年代初的规划工作
,

已包含了城市设计内

容
,

只不过 当时并不 叫它是城市设计
。

当然

C i v i e d e s i g n 和今天理解的城市设计 U r b a n

d e s i gn 在 含 义内容和深度上还有很大的 区

别
,

这在以后还要细谈
。

现代城市设计得到较快发展是近 30 年来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

在经济上发达国

家经过战后恢复
、

重建
,

到 60 年代经济出现

了飞跃
,

提供了大量的 财 力
、

物 力
。

城 市

建设有了质的变化
,

但也给一些旧区
,

历史

地段带来破坏
,

引起市民的不满和忧虑
。

在

社会上人们在满足物质生活高度需求的基础

上
,

反过来追求精神生活和文化传统的回归

以及社会环境的安定和谐调在科学文化上
,

多学科的发展和渗透也为现代城市设计学科

发展提供了条件
,

加上城市规划越来越向宏

观经济社会方面发展而建筑设计又越来越强

调个性表现
。

城市整体景观— 环境受到忽

视
,

这一切都呼唤着城市设计的复兴
,

并赋

予它新的使命和内容
。

要为市民创造 良好优

美的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
。

因此这三十年来
,

城市设计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有很大发

展
,

这是时代的需要
。

在我国城市规划经历 了 四 十 年曲折历

程
,

积累了不 少经验和教训
,

而城市设计工作

却没有提到 日程上
,

虽然我们也进行了大量

的城市设计实践
,

但缺乏从理论上总结
,

更没

有提到城市设计这一特定的学科高度上来认

识
。

因此它是我们规划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
,

而另一方面规划实践又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

例如
:

城市特色问题是全国城市建设中普遍存

在的问题
,

千城一面现象令人生界
。

有的名

城或旧区过去很有特色
,

现在反倒把 它改掉

了
。

因此从领导到群众都开始重视特色
,

提

出
“

城市要发展
,

特色不能丢
”

的呼吁
。

要

保持特色
,

就牵涉到城市设计
。

名城保护问题
。

全国现有两批国家级历

史名城 62 座
,

今后还会有第三批
,

第四批
。

名城保护
,

继承与发展就和城市设计有密切

关系
。

同样
,

名城和旧城中的历史地段保护

与更新
,

更要做深入细致的城市设计才能得

到落实
。

城市开发
、

土地有偿使用
、

特区建设是城

市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
,

如何适应这一形势
,

在城市规划 中
,

没有体现城市设计思想是难

以满足这方面要求的
,

因为这些待开发的新

区
,

无论在土地使用性质
、

交通和市政设施条

件
、

建筑高度
、

密度
、

容积率
、

建筑形式和体

量
、

公共交通
、

停车场
、

开放空间 等
,

都 要

做出控制性规划设计或指导原 则
、

条例
、

规定

等
。

否则就无法指导综合开发
4

、

土地批租
、

转让等业务
。

社会安定
、

社区服务和建设
,

军民共建文

明街
、

文明区等活动是当前社会规划的重要

方面
,

这里面既有物质环境的治理整顿
,

又有

社会环境的治理整顿
,

这
一

也需要城市设计的

配合否则就达不到综合治理的目的和提高到

应有的高度
。

国外城市设计中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
“

社区设计
”

( C o m m u n i t y d e s i g n
)

,

当然资本主义城市的社区设计和我们的社区

设计在目标
、

任务
、

内容上有很大不同
。

综上所述
,

提出城市设计这个问题
;

介

绍国内外有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

总结我们

自己的经验实属 当务之急
。

本文是结合教学

和工作实践中的点滴经验作一系统介绍
,

权

作抛砖引玉 以求得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

为推

动我国城市设计工作的开展尽一份力 鼠
。

理 论

一
、

城市设计含义
、

内 容
、

目标和任务

城市设计的含义

城市设计的内容很广
,

含义也有种种说

法
,

今就几种比较简明扼要的解释作一介绍
。



1
.

“

城市设计 ( U rb a n d e s i gn
) 是 对

城市体型环境所进行的设计
” 。

《 中国大百

科全书 》 ( 建筑
·

园林
·

城市规划 ) 卷 第72 页
“

城市设计
”

条 目 }
一

}1所下的定义
。

在解释这一

条目时
,

作者陈占祥先生又指出
“

城市设计

的任务是为人们各种活动创造出具有一定空

间形式的物质环境
,

内容包括各种建筑
、

市

政公用设施
、

园林绿化等方面
,

必须综合体

现社会
、

经济
、

城市功能
、

审美等各方面的

要求
,

因此也称为综合环境设计
” 。

2
.

“

城市设计 ( U r b a n d e s i g n
) 是 对

城市环境形态所做的各种合理处理和艺术安

排
” 。

《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 第 2卷 2 73 页
“

城

市设计 U r b a n d es ig n ”

条 目
。

在解释 条 目

时作者也是强调物质空间环境设计的同时
,

还应 当创造合理的社会环境
。

3
. “

城市设计是当建筑进一步城市化
,

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多样化时对人类新的空间

秩序的一种创造
” 。

《 都市问题事典 》
( 日 ) 5 32 页

“

都 市

O 设 计
”

( U br
a n D es i g n

) 条 目
,

丹下健

三著
。

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城市
、

地区
、

建

筑三个层次范围论述了城市设计是如何为人

类空间创造一个有秩序的物质和社会环境
。

4
. “

城市是由街道
、

交通和公共工程等

设施 以及劳动
、

居住
、

游憩和集会等活动系

统所组成
。

把这些内容按功能和美学原则组

织在一起
,

就是城市设计的本质
” 。

《 市镇设计 》 F
.

吉伯特著
、

程理尧 译
,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
,

第 3章第 22 页
。

5
. “

城 市设计是三维空间
,

基本上是一

个建筑问题
”

而城市规划是二维空间
,

两者

都是为居民创造一个 良好的有秩序的生活环

境
。

《论城市一它的产生
、

成
一

长与衰败》E
·

沙

里宁著
、

顾启源译
,

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
,

《结

论》第 28 3页
,

作者强调城市设计是一个三维

空间的环境设计
,

他所指的
“

基本上是一个建

筑问题
”

是指广义的建筑学
.

他在书中还特

别指班
_

}人是城市主人
,

物质上的安排都 是为

人服务的
。

综上所述
,

城市设计的含义至少应该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

城市设计是对城市休型环境所进行的

三维空间的合理设计
。

2
.

城市 设计要考虑空间艺术处理和关学

原 则
。

3
.

城市设计 目的是为居民创造一个 良好

的有秩序的生活环境
,

必须考虑市民社会生

活和精神文明建设
。

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关系

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是两个 不 同 的 概

念
。

两者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

例如两者的 目

的都是为人们创造一个 良好的有秩序的生活

环境
。

两者的工作内容和方法也有共同之处
,

如都要综合安排好各项城市功能和用地
,

组

织好交通和各类工程设施
,

研究城市经济社

会的发展
,

考虑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等等
。

方

法上都要做深入调查研究
,

综合评价
,

定量

分析等
。

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城市规划是

一 门综合各类专业人员参加的工作
,

如地理

学
,

社会学
,

经济学
,

建筑学
,

园林学
,

城

市规划学
,

心理学
,

系统工程学等等
。

而城

市设计基本上是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作为它

的 学 科 基础
,

也 就是说它必须是建筑师才

能承担起来
。

还有一种误解
,

就是把城市设计和详细

规划混同起来
。

详细规划是城市规划编制程

序巾的一个阶段
。

当然在详细规划阶段
,

有

更多的城市设计方面问题
。

但在总体规划阶

段同样有城市设计
,

而且 是最高层次的城市

设计
。

因此
,

也可 以说城市设计是城市规划

的一个组成部分
,

是为了提高物质环境的质

量而进行的有关体型空间方面的设计
。

城市设计内容

城市设计 既然是对人类空间秩序的一种

创造
,

是空间环境的综合设计
,

那末首先要



了解一下城市空间的组成和分类
.

日本 《 新

建筑学大系 17 一都市设计 》 第 1 55 页有 关 城

市空间实态一节的分析
,

城市空间构成可以

用图解来表示
。

城市设计内容就是合理地处理好骨架空

间
、

象微空间和目的空间
,

.

使之协调发展并

得到艺术上的考虑
,

它不仅有
“

质
”

的要求
,

还要有
“

量
”

的概念见 (第 6页表 )
。

具体来

讲城
一

市没计 内容包括下列
:

城市总体空间设计
;

城市
:
一

扫心和广场空间设计
;

城市干道和商业街空间设计
;

城市居住区空间设计 ;

城市 园林绿化空间设计
;

城市地
`一

厂空间设计
;

旧城保护与吏新空间设计
;

建筑小
L

W
:

和城市细部空间设计
。

以上这些 内容反映了城 市整体
、

城市分

区和建筑群体三种不同范围和层次的空间设

计
。

它主要由建筑师来承担但也需要各方面

专家和工程师的配合
。

这是城市设计 内容的一个方面
,

偏重于

空间体型环境的实体设计
。

另一个方面内容

是偏重于公共政策制订
、

建设管理和社会干

预
,

美国著名城市设计师 J
.

巴奈特 ( J o n a -

t h a n B a r n e t t )就写过一本书叫做 《 作为 公

共政策的城市设 计 》 ( U r b a n D e s i g n a s

P a
bl ic P ol i c y ) 他把这样的城市设计作 为

改善城市的实际方法 ( P r a e t i e a l m e t h o d s

f o r i m p r o v i n g c i t i e s
) 在序论中就开 宗明

义地提出
“

城市设计是一个实际生活问题
” 。

全书总结了纽约在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

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
,

所举的例 子 都 是 城

市建设中的实例
,

通过这些实例和总结
,

阐

明了城市设计如何为制订政策
、

群众参与和

城市管理提供了依据
。

反过来说
,

城市也是

通过这一系列连续决策过程中创建起来的
。

总起来说
,

现代化城市设计内容大体上

就可以归纳为以上两大类型
。

即工程设计型

和政策过程型
。

前者是以具体方案设计 ( P r 。 -

j e ct ) 为其成果
,

一般都以规 模 比 较 小
、

内容 比较具体的空间地段为对象
,

后者则以

政策 ( P o l i e y ) 导引 ( G u i d e l i n e
)为其成

果
,

一般是规模范围较大地区乃至整座城市

为对象
。

通过政策
、

导引进行 引导或控制
。

但无论哪一类
,

都要 同时考虑物质空间环境

和社会环境的协调
。

城市设计任务和 目标

1
.

城市设计要为人们创造一 个 舒 适 宜

人
、

方便高效
、

卫生优美的物质空间环境和

社会环境
。

2
.

城市 设计要为城市社 区 ( C O m m u in -

t y ) 建设一种有机的秩序
,

包括空间秩序和

社会秩序
。

3
.

城市设计是一项综合规划没计 上作
,

要求能综合各专业的需要
,

做到 台理安排
,

协调发展
。

4
.

城市设计是对城
一

市空间环境的 含理设

计
,

主要立足于现实
,

又要有理想并具有丰

富想象力
。

5
.

城市设计 目标是城市空间环境上的统

一
、

完美
; 综合效益上的最佳

、

优化
;

社会

生活上的有机
、

协调
。

城市设计的性质可以被理解为
:

1
.

是建筑设计和宏观城市规划之间的过

渡和桥梁
,

可以表述为

建筑设计一、 地段规划 ( iS et p l an
-

in n g ) 一 * 城市设计一` 宏观城市规

划
2

.

创造了城市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新的

价值
。

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空间上
,

还表现在时间上 ( 即历史概念 )
;

不

仅表现在静态上
,

还表现在动态上

( 即运动概念 )
。

3
.

最重要点在于掌握城市相互关系中的

有机秩序观点
。

(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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