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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设计层次与形态》是作者汪德华2009年1月出版的《中国城市设计文化思想》一书的续编。
 中国城市设计，历史悠久，文化独特。

层次与形态是城市设计的两个核心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两个环节，加上选择其他适宜的技术方法，才
能使城市设计达到既定目标。

本书主要阐述城市设计层次的区分及运用，城市设计形态的组成与创作，近现代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城市设计之历史发展，以及中国城市设计走向世界的基本条件。
书中分析了大量近现代中国城市设计实例，指出其成功的原因、改建的曲折，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
建议。

《中国城市设计层次与形态》可供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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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2 选定的标准与原则　　为了对中国近现代城市设计取得成就进行较为适合的评析，笔者个人认
为可提出以下4个原则条件，以作参考：①应包含中国固有文化特点之品质。
这种品质，可以包括有传统设计的一些常有符号、元素，甚至所谓大屋顶等形态，也可以完全没有这
些传统型装饰，但却仍使人体会感觉到是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精神。
如上海东方明珠塔，没有丝毫采用常见的样式外表，但却是地道的华夏文化设计代表之一。
③必须是与时代同步技术创新的设计，如西安“三唐”工程，外部形态基本采用简化唐代风格，但是
其工程技术、细部完全采用全新符合现代功能的设计。
③必须是当时对技术改进起重要先驱作用的工程。
　　如广州中山纪念堂用大跨度钢砼建造传统大屋顶会堂建筑，是史无前例的具有开创性影响的工程
。
④必须是在历史上留给人们印象深刻、不太会忘却的作品。
如北京建工部大楼，建于1954年，采用的是比一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更精致的固有设计模式，立面和
细部很独特，文化表现庄重、突出，60多年后，今天人们对这群建筑仍表现出很大兴趣和强烈吸引力
。
以上4个条件，还说明它们与单个建筑不一样，很重要的是这4个条件包含了设计与周围环境、社会认
同影响的关联性。
　　这也说明设计文化不是孤立存在于建筑师和规划师那里，而存在于社会，存在于一个具体城市环
境中，与人们生活、城市民俗息息相关。
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城市新建的建筑很多，但其中只有极少量才称得上是具有里程碑式所谓市民
心目中标志性的工程。
这些工程，集中地代表了城市文化的总体和缩影。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在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经形成了“京派”、“海派”、“港派”三大流
派，反映了那时的历史进程。
改革开放之后，京派好似有所减弱，港派变为了“广派”，个人认为开始新增了“西派”，表明城市
设计文化在变化、在革新，今后一定会更加繁荣。
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重要标志性场馆为外国设计。
到2010年上海世博会，取得突出成就，其标志性场馆变为中国人设计，有了明显变化。
　　不过，设计文化的国际交流始终是正常健康的发展之路、互相学习的进步之路。
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初由中曰建筑师共同设计的北京中日青年友好活动中心，70年代末及80年代
初由张锦秋与日本建筑师共同设计的阿倍仲麻吕和空海两座纪念碑，都具有完美形象，令人印象深刻
。
只有中外设计文化频繁交流，才能提高我国设计水平，繁荣创作，呈现百花齐放局面。
中西文化各有所长，现在看到的北京清华校园，中西合璧，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实际上，中国近代由庄俊、吕彦直、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杨廷宝、童寯、赵深、陈植等奠
定基础，中国设计先驱者开辟的道路，近100年来（以庄俊1914年回国在清华任建筑师算起）始终没有
中断过。
不仅在近代，而且在新中国各个时期，都出现与吕彦直南京中山陵同样伟大的作品。
这些即是发扬和继承中国文化里程碑式的设计。
　　笔者主要从城市设计观察角度，并参考有关资料的某些评述（主要有《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
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建筑史（第5版）》），试提出中国近现代各个时期对城市文化有深刻影
响的具有里程碑式的设计，简要述评其成就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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