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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文一编著的《微观北京》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当代北京城市空间中较少被人关注的因素，探究与城市
弱势群体对应的弱势空间的形态规律，扩展了城市空间研究的领域，为认知当代城市空间提供了一种
方法，为提高城市空间品质提供了一种思路。
《微观北京》适合于建筑学、城市规划学、景观建筑学等学科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学生以及相关专业的
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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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文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院长，长期从事建筑与城市设计理论研究、课程教学和创作实
践，主持北京城市空间课题研究近二十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建筑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科技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建筑学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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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微观北京＆广角北京
  ——当代北京城市空间研究丛书总序
第一章 北京街头零散商摊空间
  一、城市街头零散商摊空间
    (一)街头零散商摊
      1．定义
      2．历史
      3．现状
    (二)街头零散商摊空间
      1．释义
      2．相关研究
      3．街头零散商摊空间与城市
      4．街头零散商摊的时空特征
  二、北京街头零散商摊现象
    (一)现象
    (二)管理
    (三)问题
      1．社会偏田
      2．管理经营
      3．弱势群体
  三、北京街头零散商摊形态
    (一)路口
      1．城市干道与城市支路路口
      2．城市支路与胡同路口
      3．胡同与胡同路口
    (二)门道
      1．交通站口
      2．公共建筑人口
      3．大院人口
    (三)市街
      1．连续店铺街
      2．大中型商业街
    (四)广场
      1．天安门广场
      2．西单广场
      3．生活性广场
  四、北京街头零散商摊案例
    (一)街头邮政报刊亭
      1．数量与分布
      2．建设与管理
      3．功能与效益
      4．空间与布局
    (二)早点亭与早餐车
      1．现状与起因
      2．问题与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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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北京大众观演空间
第三章 北京旧城胡同游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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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离散性　　街头零散商摊空间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城市所有公共空间内，也不是完全集中在
某一处，而是呈离散性分布，成簇地分布于路口、门道、市街和广场这些城市关键的点或“瓶颈”处
。
一方面，街头零散商摊空间趋向活动聚集的地段；另一方面，它们又吸引更多的活动大众化地接近和
使用这些商摊空间。
因而街头零散商摊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城市中的过渡性空间。
　　（2）当地化　　街头零散商摊空间是城市中地点性很强的场所。
首先表现为摊商大部分都是和周围的居民或者当地街道办事处或者居委会有所联系或熟识；其次是商
摊空间的经营服务活动与当地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且能够引发当地的其他活动；再次是商摊空间
的布置、色彩、形象与当地的经济社会条件相关联。
因而，这些商摊空间对于城市空间的多样性、标志性和安全性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3）人本性-　　街头零散商摊空间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摊商。
摊商经营产生和激发的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交往，富有人情味的城市生话由此产生。
为方便摊商的操作，零散商摊往往具有人性化的尺度，为适应面对面的交往，又往往具有比较近人的
形式。
因而对于城市中的某些界面，比如高而光的围墙、巨大空旷的广场、枯燥的街头停车场等，街头零散
商摊空间都能起到一定的软化和活跃作用。
　　（4）时段性　　在不同的时段，比如上班和下班、清晨和夜晚、平时与假日等，都会适时地出
现街头零散商摊，从不同角度显示着城市的特色和面貌，成为城市日常活动的一部分。
街头零散商摊的增减节奏还因季节、气候的影响而变化。
流动的经营服务活动形成流动的城市空间，成为活跃城市生活的重要因素。
　　很多商摊只在上下班高峰期出现。
比如，上班时间，在公交车站、地铁站口、路口等的报摊，居民区中大量临时的早点摊；下班时间，
同样的地点会有很多叫卖晚报的小商摊，居民区或者某些单位的出口则有很多卖面食、糕点、熟食、
水果的小商摊。
　　在清晨和夜晚，街头零散商摊可以补充很多大型商业服务设施暂停时的功能。
如果强迫大型设施在这些顾客不多的时间段经营是不现实的，小型的、临时的街头零散商摊则可以作
为必要的补充。
在清晨，大街小巷的早点摊、卖菜摊等非常活跃。
早起锻炼的人、买菜的人、上早班的人、下夜班的人等能够方便地购物、吃饭、活动和聊天。
虽然噪声影响了居民休息，但是可以通过选择经营地点等方法加以避免。
在夜晚，喜欢夜生活的年轻人、外来人员、上夜班的人等，都需要一定数量的街头零散商摊。
例如，高校周围零点以后的小商摊很受学生欢迎。
这些商摊空间还可以减少夜间街道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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