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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日之城市》一书，是世界著名建筑与城市规划大师勒·柯布西耶的一部经典著作。
在该书中，柯布通过对20世纪初的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社会问题的关注、思考和研究，提出关于未来
城市发展模式的设想，即“现代城市”理想，希望通过对现存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的内部改造，使
其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
柯布主张关于城市改造的4个原则是：减少市中心的拥堵、提高市中心的密度、增加交通运输的方式
、增加城市的植被绿化；基于这些最基本的原则，柯布以巴黎市中心为实例进行了300万人的“现代城
市”的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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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1887年10月6日-1965年8月27日）。
原名查尔斯·爱德华·让纳雷（Chades-Edouard Jeanneret Gris），按自己外祖父的姓取笔名为勒·柯布
西耶。
他是20世纪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力将领，“现代建筑的旗手”。
他和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同是现代建筑派和国际形式建筑派的主要代表。

    柯布西耶出生于瑞士，1907年先后到布达佩斯和巴黎学习建筑，在巴黎到以运用钢筋混凝土著名的
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处学习，后来又到德国贝伦斯事务所工作。
在那里他遇到了同时在那里工作的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他们互相之间都有影响，一起开
创了现代建筑的思潮。
他1917年定居巴黎，同时从事绘画和雕刻，与新派立体主义的画家和诗人合编《新精神》杂志，后来
他把其中发表的一些关于建筑的文章整理汇集出版单行本书《走向新建筑》。
他提出“住房是居住的机器”，倡导以工业的方法大规模地建造房屋；对建筑设计强调“原始的形体
是美的形体”，赞美简单的几何形体。
1926年柯布西耶就自己的住宅设计提出著名的“新建筑五点”。

    柯布西耶在建筑设计的许多方面都是一位先行者，对现代建筑设计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其建筑设计的结构和设计形式在以后被其他建筑师推广应用。
他还对城市规划提出许多设想，一反当时反对大城市的思潮，主张全新的城市规划，认为在现代技术
条件下，完全可以既保持人口的高密度，又形成安静卫生的城市环境，首先提出高层建筑和立体交叉
的设想，极有远见卓识。
他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始终站在建筑发展潮流的前列，对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的现代化起了推动作用
。
他的设计理念直到去世，都对世界各国的建筑师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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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概论　　第1章　驴行之道与人行之道　　人类沿直线行走是因为他有一个目标：他知
道该往哪里走；一旦决定了前往何处，他就径直地走过去。
　　驴子曲折而行，思想散漫，心不在焉，它曲折而行以躲避巨石，或便于攀登，或得以庇荫；它采
取一种阻力最小的路线。
　　然而人类则理智地驾驭自己的情感；人类控制自己的情感和本能，使其服从于他所期待的目标；
使其野性服从于理智。
人类的理智建立起法则，法则为经验之结果。
人类的经验源于劳作；人类为生存而劳作。
为使创造成为可能，行为规则必不可少，经验的法则必须遵守。
人类必须预先考虑事情之结果。
　　但是驴子什么都不想，除了那些给它带来麻烦的事情。
对每个欧洲城市而言，其平面图中均有驴行之道所留下的痕迹；巴黎也不例外，诚属不幸。
　　在人口日益密集的地区，有篷马车在泥土沙石路面的颠簸及凸凹不平中缓慢前行；溪流是一个巨
大的障碍。
道路由此而生。
在道路的交叉口或沿着溪流的岸边，建起第一座茅舍、第一栋住家、第一个村落；房屋沿着道路而建
，沿着驴行之道而建。
人们在四周筑起防御围墙，里面则设置居民公所（市政厅）。
人们制定法律、辛苦劳作和生活，且常常遵守驴行之道。
5个世纪后另一更大规模的围墙被修建，再过5个世纪又有第3个更大规模的围墙被修建。
驴行之道出入城镇的地方成了城门，并置有税务机构。
村落变成了大首都；巴黎、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均建于驴道之上。
　　这种大首都没有交通要道，而只有毛细血管般的小巷道；因而，进一步的发展往往意味着城市的
疾病或死亡。
为了生存，城市长期以来好似被掌控于外科医生的手中，经常地加以手术切割。
　　罗马人是伟大的立法者、伟大的开拓者、伟大的管理者。
一旦抵达某个地方，抵达某个道路交叉口或溪流岸边，他们就拿起直角尺，规划出一个直线形的城镇
平面，以利其井然有序，便于计划，易于管理及清洁，人们很容易辨识方位，能够悠然于其中——工
作之城市或娱乐之城市[庞培城（Pompei）]。
方形平面适合于罗马人的高贵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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