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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了当代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如街道、广场、公园等的设计和使用。
是国外有关此类主题的第一本专著。
亚太城市在过去的30年里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城市和经济发展。
本书收集了18篇论文，均由所在领域的专家撰写，提供了及时的和第一手的报告，剖析了亚太公共空
间（相对于西方城市）的独特之处、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争论以及最新的设计和规划方案。
    这些讨论涵盖了亚太城市公共空间的各个重要方面。
如在全球化浪潮中创造本土的个性、寻找解决高密度、机动性、可持续发展和其他功能问题的设计和
规划策略，以及政府、本地社区和私有企业在公共空间发展中的正确角色等等。
本书英文版由荷兰克鲁尔(Kluwer)学术出版社于2001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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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缪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美国注册建筑师。
目前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他在多家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建筑和城市设计理论，城市形式与社会问题，建筑评论以及园林
等方面的论文。
缪朴在中国进行的建筑和城市设计注重于现代建筑本土化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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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作为公共空间的东京滨水地区阵内秀信　　引言　　人们从前经常说，在日本和其他亚洲
国家的城市里，“广场”并没有发展起来，而在欧洲的城市里，广场是随处可见的。
‘但实际上，在亚洲国家确实存在着一些户外公共场所，尽管它们和欧洲广场的形式不太一样，人们
可以在那里聚集，组织参加社会活动。
在日本也是如此，很多类似的社会交往空间出现了，规模和形式都可以满足人们身体上和文化上的需
求。
滨水地带是传统户外交往场所的形式之一。
和许多亚洲其他城市一样，这也是日本一种最常见的城市空间。
　　今天日本城市的很多特征都是在江户时代（1600-1867年）形成的。
从明治时代开始（1868～1912年），西方文化传人日本，随着现代化进程，城市结构经历了重大变化
，从而诞生了新型的城市公共场所。
在二战后的几年里，日本的城市发展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趋势，那就是极力效仿西方基于民主信念而建
设的城市形式。
在公共建筑物的前方，例如在市政府办公楼的前方，经常会建造一个广场。
然而，在1980年代，随着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有日本民族特点的形式开始受到欢迎。
出现了很多将现代意识融入传统空间概念的设计方案。
水滨或者是“盛场”（Sakariba，繁华街道，热闹场所的意思。
——译者注）的复兴，就是这样的例子。
　　为了让读者对日本的城市结构有所了解，在这一章介绍东京的水滨之前，我们首先简要概述该地
区公共空间的其他主要类型。
接下来，是江户（东京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旧称）滨水空间的发展情况，并将仔细研究这个城市。
我们将逐步考察滨水空间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衰退甚至毁灭以及1970年代的复兴。
最后，再来讨论一下未来东京的滨水地带作为公共场所的潜力及相关话题。
日本城市的公共空间　　在日本的城市里，都有哪种场所可供人们集会休息呢?这些场所包括：寺庙院
落、路口、小公园、火车站的广场等，除此之外，还有接下来我们要仔细讨论的滨水地带。
　　即使在东京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你也经常会看到在邻里神社或寺庙院落的角落里摆放着长椅，
周围还有树荫遮阳，老人可以在那儿乘凉、休息、聊天。
这样的场景是日本传统公共空间最典型的一种形式（图1）。
如果这样的公共空间是一个比较幽静的场所，那么节日里围绕着Togenukijizou（保护神）而形成的空
间就成了动态的公共空间。
高岩寺（Togenukijizou Temple）是东京巢鸭（Sugamo）地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宗教聚焦地，在平口里并
不惹人注目，但是，只要是口期中包含“4”的日子（4日，14日，24日），寺庙大门外的街道上都挤
满了人，出售各种商品。
这个拥挤的寺庙成了一个信徒发愿、祷告以及算命等与宗教有关的活动的聚集地。
每到这个时候，该地就有点像东京原宿（Harajuku）地区的竹下大街（Takeshitadofi）上的情形了，竹
下路是一条年轻人非常熟悉的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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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对策》亚太城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经历了世界上最快的城
市和经济发展，也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对策》即是研究当代的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问题，如街道、广
场、公园等的设计和使用。
《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对策》所收集的论文均由所在领域的专家撰写，书中详细阐述
了亚太城市公共空间的现状、问题及其设计与理论，并提供了及时的和第一手的报告；它剖析了亚太
公共空间（相对于西方城市）的独特之处、当前面临的问题和争论以及最新的设计和规划方案，并涵
盖了亚太城市公共空间的各个重要方面，以及政府、本地社区和私有企业在公共空间发展中的正确角
色等等。
《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对策》包含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及约250张图纸和照片，逻辑缜密
，富有深度，充满了实用有价值的信息及新的理念和分析。
该书是建筑师、规划师、政府官员、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一切涉及创造公共空间的人士必不可少的研究
和学习工具。
《亚太城市的公共空间：当前的问题与对策》也为其他与亚太城市相关的专业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了丰
富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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