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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来，我倡导地区建筑学，其理论与实践不能没有地区人居文化研究的根基。
这就需要对地区人居环境历史进行深入的整理和系统研究。
以特定地区人居环境为对象，深入挖掘特定环境下人居环境的发生、发展、演进的历程，总结其中的
科学规律，剖析其人居环境设计思想和方法，并进行客观的理论总结，是一件极具意义且十分紧迫的
事情。
　　黄河与黄土高原这个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也是文化积淀很深的地区。
这一地区的人居环境是中国人居环境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中国的文化还都是地区的，这个毋庸
多论！
就我个人来讲，感觉到对这一地区是一个欠账！
由于在这个方面的经验太少，所以平常研究举例也很少涉及这一地区。
总希望能抽出时间去补这一课。
当然，也不是没去过，但了解太肤浅。
当看到王树声同志《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营造研究》这本书，我感到非常高兴！
　　这本书以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为基础，对该地区的城市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
特别是从人居环境角度来分析区域人居环境演进的规律、古代城市人居环境的含义及其深层结构，总
结出历史城市人居环境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并提出可以借鉴的地方，更难能可贵！
这对于深人认知古代黄河与黄土高原地区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的智慧具有重要价值，对于在当代城市
设计中发扬本土的城市蕴藏，进行新的创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本书研究的内容尽管是黄土高原地区，但从中可以领略到中国人居环境规划设计所固有的内涵
。
如书中提出的“文荫武备”思想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中国人居环境设计理念。
中国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总是强调文化意义与空间布局的统一，强调城市设计的“立意”。
这犹如中国书画所强调的“意在笔先”。
中国人居环境的规划设计的灵魂是强调城市整体文化意义的塑造与地方精神的传承，强调物质空间的
布局与人的生命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突出人居环境的文化意义和人文精神，从而促进人的化育，这是中国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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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人居环境科学和新史学方法的理论出发，以黄河在山西省和陕西省沿岸的11个历史城市为研究
对象，旨在探寻原真的中国古代城市人居环境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古代城市的城市设计方法和
支撑系统。
与此同时，通过对历史城市发展、变迁的历史研究，总结历史城市形态演进、变迁的规律，从而为本
地区历史城市的保护与发展提出建议。
    本书在对黄河晋陕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点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理清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
发展的脉络，分析城市产生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态演进规律。
通过实地调研和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将历史城市功能结构概括为“治、祀、市、居、教、通、防、储
、旌”等九大功能，并以定量化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用地平衡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城市
人居环境的深层含义和城市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人格空间”、“礼格空间”、“神格空间”
三位一体的城市结构和“文荫武备”的人居环境营造思想。
从“文荫思想”出发，对古代的城市设计进行了重点研究，提出了城市设计物质空间层面的“自然、
轴线、骨架、标志、群域、边界、基底、景致”等八个要素，城市设计精神层面的“天人合一、典章
制度、宗教理想、地方传统”等四个因素和城市设计意境层面的“道、舞、空白”等三个元素。
从“武备思想”出发，对历史城市的防御、道路、给水、排水和防洪进行了研究。
本书还对黄河晋陕沿岸历史城市的遗存状态、演进方式及演进规律进行分类研究，提出适宜各典型类
型历史城市的保护和发展模式，并对区域的整体发展提出构想。
    本书主要在古代城市功能结构、土地利用结构定量化研究、历史城市人居环境含义、古代城市设计
方法、城市支撑网络、古代城市演进规律及其保护发展规律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成果，为中国古
代人居环境建设史、人居环境建设理论、东方城市设计方法等课题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在有些方
面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本书还对历史文献、历史图典、测绘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较系统的整理与总结，为本课题以及相关课题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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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问题的提出　　“抢救东方城市设计的杰作是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
亚洲经济正在起飞之中，如中国的城市化已从起始阶段进入加速阶段，拥有大量外资投入
的megastructure侵入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它们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对它们的抢救保护已迫在眉睫，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地区。
在原址未彻底变化之前，尚可辨认。
然而即使如此，对于原有城市设计艺术的研究，从资料收集到具体工作，已需要一定的时间。
特此呼吁！
”从吴良镛先生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中国传统城市的抢救及其设计方法的研究已成为一项
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城市营造传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建设了无数辉煌的城市杰
作，成为世界东方城市的典型代表。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代的城市空间渐渐适应不了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和新的城市功能的要求。
于是，大量的古代遗存下来的城市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甚至是毁灭。
同时，近代以来，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现象中看，东方文化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再加上，1949年以
后社会思潮发生的变化，导致了我们在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批判”、“怀疑”乃至“否定”的
观念一直占有主流位置。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民族复兴已成为这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意愿。
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解读、研究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价值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
这种现象反映在各个专业领域，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
广大专家、学者试图通过对民族建筑的研究，以期有助于民族现代建筑的创作。
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受到空前的重视。
但长期以来，人们在民族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的过程中，对历史建筑研究的多，对历史城市研究的少
；重视历史名城的保护，忽视了对优秀城市设计方法的继承和发扬。
对此，吴良镛先生指出：“我们提倡乡土建筑的现代化，不仅要从建筑中寻找（对此已经有不少人做
过很大的努力，并在继续努力之中），而且还要在城市、村镇、民居群等优秀的城市设计中寻找，相
形之下，这方面显得远远不够。
⋯⋯寻找失去的东方城市美学，不仅在于对一些历史名城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发扬东方城市的蕴藏。
东西文化的交融，不仅有先进的西方文化的东渐（当然包括西方城市设计的艺术），还包括将东方固
有的蕴藏加以发掘，加以研究，刮垢磨光，进行新的创造。
因此，乡土建筑现代化的内容是广阔的，不只是从建筑中发挥，创造新的符号等等，还要从区域文化
视野，着眼于地方的城市设计与场地规划，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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