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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我国城市面临的 特色危机”问题的剞析，指出城市特色风貌是城市历史、文化 

的积淀．怠视地斑文化、历史文脉的延续是特色失落的f}|在根源，“而引出问题——城市特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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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貌是指人们在对城市所进行的一系列审美活动中，在审美主客体之间所产生的 

审美意象。“风”是对城市社会人文取向的软件系统概括，“貌”则是对城市总体环境硬件特 

征的综合把握。城市风貌既反映出城市实体的景物形态，又涵括了审美主体 (人)的审美感 

观。城市特色风貌，即是指某个城市独特的，不同于其它城市的，最能代表该城市特征的城 

市风貌。 

美好的城市特色风貌，既有令人赏心悦目、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城市景观，又有方便舒适 

的生产、生活环境，反映出城市的蓬勃生机和活力；美好的城市特色风貌，既是城市空间环境 

的艺术创造 ，又尊重人的社会生活习俗，尊重历史积淀的地域文化，使人有亲切感、私密感、 

邻里感、乡土感和繁荣感。让人自豪地说 ：“这里是我的家!” 

然而随着世界文化的趋同和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市风貌起来越单调雷 

同，城市特色日渐丧失。这一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城市特色风貌的探求已成为当今 

城市科学研究的热门课题，对当前乃至以后的城市建设和规划设计有着积极的意义。 

l 文化趋同与特 色失落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科技国际协作的增进，交通、通讯的发达便利，当今世界文化表 

现出一种趋向：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明大有席卷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之势 呈现出文化的 

趋同。各个国家、各个地域的文化在各个层次面上都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侵蚀”。 

巴黎的时装、迈克 ·杰克逊的摇滚、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潮⋯⋯广为人们所欣赏、所效仿，一时 

风靡世界，这就是文化趋同的现象表征。对于社会文化趋同，它“既是人类一大进步，又起了 

某种微妙的破坏作用。它不仅破坏了传统的文化，而且正在对创造了过去伟大文明的文化 

资源起着销蚀作用”【】『。“这种统一化的逻辑逐渐包围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领域，而它本身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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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产生混乱，原因是它企图促进所有符合它的东西，而破坏所有抵制它的东西。它对某些价 

值占优势，无论它们是属于美学范畴，还是伦理范畴；它激起某些领域的活动的飞跃，鼓励某 

些才华和感情的发展，而无视其它一切。这样，整个的创造性领域遭到压制，社会的个性和 

独特形态遭到破坏”u 。 

可以看出，这种文化的趋同，压抑了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反映在城市和建筑文化领 

域，即是导致了建筑的雷同，城市特色风貌的消逝。正如前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长帕金森 

(Parklm~)所言：“垒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城镇正在趋向同一个模样，这是很遗培 

的，因为我们生活中许多乐趣来自多样化和地方特色”。 

2 我国城市面临的城市特色问题 

2．1 特 色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我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同时也产 

生了一个 日趋普遍的现象：昔日多姿多彩、各具地方特色的城市风貌在 日益消退；城不分大 

小，地不分南北，满目皆是单调雷同、形式单一的混凝土和玻璃堆砌的方盒子，城市的中心是 

何其的相似。最典型的例证是在今年(1996年)七月的全国城市规划成就展上，若不看标注， 

你从那一幅幅“激动人心”的城市图片上看不出它是南国的滨海，还是北方的平原，是江南的 

水乡，还是西南的山地。展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千城一面、单调寡味的城市风貌。特色 

危机(Identity Crisis)，在我们的城市中发生了。 

2．1．1 城市建设与特色危机 

“危机”的发生跟我们目前的城市建设高潮有很大关系。当今中国，各个城市都在经济 

大潮地推动下积极开发建设，然而这种建设大都带有较大的冲动和盲 目性，他们忽视城市特 

色、城市文脉的保护和发展，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不尊重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不 

尊重城市的传统形态和发展格局，肆意开发和盲目建设，破坏了城市特有的风貌，带来了一 

系列的“城市癌变”： 

1)城市中心的空间形态由于原有的聚落中心的居民大量拆迁，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 

及功能结构的调整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有的人文情趣和场所的亲切感、凝聚力丧失了。 

2)旧城改造中很多地段呈现野蛮开发的现象：肆意毁坏历史文物或其存在的环境 (后 

者更甚)，大规模拆除原有建筑和设施，推平重来，城市的文脉被无情的割裂，开发商似乎左 

右着城市的发展进程。 

3)城市向外围膨胀的同时，又呈现更为强烈的内聚效应，市中心的密度恶性膨胀，城 

市有限的承载力在超负荷中运转，出现许多负面影响——高层建筑无限制增长、交通日益堵 

塞、环境 日渐恶化、城市景观风貌被破坏。 

4)城市的生态格局受到威胁．城市绿地率减少．原有的自然环境与人工构筑物相融和 

的城市意象逐渐模糊，人们在城市中很难得以喘息和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5)山地城市中，有着鲜明地域特色的山体被任意切割，一砦富含山地特征的小型地形 

地貌由于人为的改造而丧失，依山就势、鳞次栉比的空问形态和极富趣味的梯道、街巷被破 

坏，失去了原有的山地风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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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病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城市的特色风貌正在迅速失去，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被 

无情的摧残，特色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2．1．2 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冲击 

“危机”产生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对中国建筑文化的冲击。兴起于 

本世纪二十年代，鼎盛于 50—6o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是工业社会的产物，现代建筑体 

现了工业化时代的精神，是工业文明的象征，一度作为“国际式”而风靡世界。现代主义建筑 

运动解决了建筑和城市的功能问题，但它却摒弃历史传统、地域文化，忽视与城市历史、文化 

息息相关的城市特色，在城市中造就了许多千篇一律、缺乏生活气息、冷冷冰冰的现代建筑 

及其环境。 

当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社会的初级阶段，有着现代主义建筑滋生、发展的适宜土壤和物 

质技术基础，加之国人对“国际式”的向往和追求，西方现代建筑很快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 

随着各地的竞相模仿、抄袭而迅速蔓延。而中国优秀的传统建筑文化由于缺乏经济的有力 

支撑，往往难以抵御西方现代主义运动的冲击，一时间，中国大地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旧城 

改造到新区规划、建设，无不向“国际式”靠齐，满地皆是千篇一律的方盒子，过去浓郁的城市 

特色风貌日趋单调、平庸。 

2．2 文脉的断裂 

城市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城市的发展是一种渐进、演变的过程，它记录了人类的历史，是 

“石头的史书”。梁思成先生也因此说过：“建筑之规模、形体、工程、艺术之嬗递演变，乃其民 

族特殊文化兴衰潮汐之映影 --．⋯·今之治古史者，常赖其建筑之遗迹或记载以测其文化，其 

救因此” 。可见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形态能够象城市和建筑那样长久地震撼人类的心灵。难 

怪伊利尔 -沙里宁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 

什么”⋯。 

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孕育了城市特色风貌。城市特色风貌蕴蓄着人及社会的内在素质， 

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历史环境是城市特色风貌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有历 

史的东西存在才会让人感受到这个城市的风格及其真正的文化价值与整个历史的传统。而 

今，由于城市特色和传统文化的日渐丧失，城市历史的延续性正面临被中断的危险，城市的 

文脉正面临严重的断层。也许不用过多久，现代的年青人已无法说清楚这个城市的历史．原 

来是什么样，很难找到值得他们骄傲和怀念的遗迹，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差不多完全抹去了 

传统的历史和文化的痕迹。 

今天的城市，纵使沙翁看了，恐也无语。城市面貌雷同、单调，城市的文化内涵在经济繁 

荣的掩盖下显得愈发苍白，城市的文脉几近断裂。 

3 希望与追求——地域文化的回归 

文化趋同破坏了多样化和地方特色，压制了个性的发挥 ，为此 ，人们在文化趋同化的面 

前，感受到了一种被断裂的过去和泯灭的地域文化深探撕扯的痛苦的失落。失落中，“个体 

开始觉醒”，这导致了人们对地方特色、地域文化的追求，越来越有目的地、自觉地去发展地 

域文化，包括保留城市内部的“亚文化群”、历史城市及城市中的历史地段的保护、地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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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及城市特色风貌的追求等。“在所有地区，文化特性似乎成为历史的主要动力之一”， 

“捍卫特性将不仅被看作是古老价值的简单复括，面主要是体现新的文化设想的追求” 。 

地域文化的回归表现在城市和建筑文化领域，即是体现了人们对 日益失落的城市特色 

风貌的追求与复兴，它已成为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创作的思想源泉，深探地根植于其意识之 

中。地域乡土是我们赖以滋生的土壤，是在思想感情上更深一层的居住环境。一个地方总有 

它长期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特色，那些自然发生的场所，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和内容，这种 

从小根值于记忆中的独特形式，及其蕴含的意义，便成为人们心中的根。人们所追求的正是 

它所蕴含的历史与文化气质、富有特色的地方个性、浓部的人情昧和温暖的家园感。地域文 

化的回归，不是简单的复活，面是批判地继承。它不是对地域传统文化在现今的简单延续与 

重复，面是要透过它把握传统文化的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吸收与创造，这即是辩证法中的“否 

定之否定”的扬弃过程。将传统建筑的构件与形式，如大屋顶、飞檐斗拱、琉璃瓦等等，简单 

地甚至是生硬地运用于现代建筑中(如北京的一些戴着大帽子的岗楼式高层建筑)，这既不 

是对传统的继承，也不是对传统的创新，而是对传统建筑文化的误解与破坏。．它既与现代建 

筑环境不相协调，又费工、费时、费材 ，造成了人为的浪费。我们提倡的回归，是吸收、发扬体 

现在地域传统建筑、庭院、园林乃至都市布局中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我们追求与期盼的，是 

在现代与传统的双重基石上，实现对过去乃至现在的超越。只有这样的回归，才能续起被割 

断的历史文脉，发扬被泯灭的地域文化，创造出富于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息的城市风貌来。这 

是世界文化的另一种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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