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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梳理文化的核心概念及深层含义基础上，系统认识和理解城市文化和城

市文脉等文化研究领域的观念，有助于重新认识并发现城市遗产保护的意义和规划

设计创新的价值。以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华南圭、现代主义建筑大师柯布西耶有关城

市文化的论述，藉由公共史学和集体记忆理论分析物质文化与人居环境的关系，强

调关注建成环境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与作用，空间肌理与城市文化的关联性，城市文

化保护、传承和创生的整体性。最后，结合日本古都京都文化创生的实践案例，探

讨了促进城市文化传承与创生的空间规划理念、景观管理政策和城市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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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城市规划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环境品质的提升与维护管理成为新时代空间规划的关键所在。美丽中国

和美丽城乡建设，需要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多元价值，正确理解当下的城市文化状

态，并在此基础上传承与创造新的城市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为此确立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

展，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①。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快速发展时期，对于城乡规划而言文化似乎是一种

无形的存在，同以物质空间为主要对象的规划设计关系不大。即使是在城乡规划成

为一级学科，设立“城乡发展历史与遗产保护规划”二级学科后，对于城市文化与

城市发展的研究与关注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有必要通过梳理文化的基本内

涵，重新认识城市文化在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积极推进城市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身份，在转型

发展、创新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具有时代特色和地方魅力的城市文化。

1 城市文化与城市文脉

1.1 文化的含义

“文化”一词，从笔画上看是一个很简单的词，但其概念和含义却相当复杂、多

元。英国著名文化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认为，文化是英

文词里最复杂的二三个词之一（凯文·马尔卡希，2017）。事实上，文化是一个重

要、同时又含糊甚至混乱的概念。

文化研究学者马海良综合雷蒙·威廉斯等西方文化学者的观点，对文化的多层

次含义如下解释：首先，文化可以指价值得到认同的具体的思想和艺术作品以及制

作和分享该作品的过程；第二，由此扩展开去，可以指一个社会的所谓“情感结

构”，是社会的生活方式、习俗、道德、价值观等组成的不断变迁但无法触摸的综合

体；第三，进一步扩展开去，文化当然可以指制度意义上的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

包括艺术、经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相互作用的所有成分，它们构成生活经

验的总体，决定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社会（马海良，2004）。
狭义的文化被认为是由“知识活动，尤其是艺术活动的作品与实践”构成的，

是一个描述“音乐、文学、绘画和雕塑、戏剧、电影”的词语，这是我们比较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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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含义。按照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

勒（Edward Burnrtt Tylor）的观点，一

个地方人们共享的价值观的综合体就是

文化，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

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

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阿雷恩·鲍尔德

温，等，2004）。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

式的符号的特质，并作为一种发展过程

存在着，它无所不是、无处不在（Sha⁃
ron Zukin，2006）。文化这一广泛的意

义，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中常常被忽

略了。譬如说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和景

观环境都是文化或文化之反映，所谓

“奇奇怪怪建筑”恰恰正是我们社会的文

化和价值观的直接写照，而并不完全是

由建筑师、设计师的个人偏好所决定。

我们多数城市里盛行的大拆大建等旧改

方式，正是社会过于追求快速发展，只

计算土地经济效益，不顾城市的历史文

脉、环境意义和社会价值而不断发生的

“建设性破坏”行为。

1.2 城市文化

从本质上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就

是城市传统文化或地域文化的保护。有

人认为对于城市文化只讲保护是不够

的，还需要创造和创新；还有人甚至认

为拆除历史建筑建造新建筑就是一种文

化创造活动。看来有必要对城市本质有

更全面的认识，从自然属性看，城市环

境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特定形式

的生态系统；从社会属性看，城市又是

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景观，是人类

文明的积累和历史性层积（historic lay⁃
ers）。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

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

没落》中指出：“所有伟大的文化都是城

镇文化。……世界历史便是市民的历

史，这就是‘世界历史’的真正尺度”

（斯宾格勒，2006）。西方文化学者的观

念让人们认识到城市建筑与文化、社会

及环境所发生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是城市文化认识的基本态度和价

值取向。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城市“宏

伟”规划项目，多是为了打造所谓城市

新中心、经济新高地，而将原有的居住

功能全部改变，把所有居民全部动迁

走，这样的做法对城市文化发展和繁荣

非常不利，多数时候还是对城市文化积

淀的直接消解甚至破坏。

德国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认

为：“‘文化’这个词起源于罗马、源于

‘colere’意为培养、居住、照料、照管

和保存。它首先涉及到人与自然打交道

的方式：培养和照料自然，直到让它变

成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它代表了一

种关爱照顾的态度，从而完全有别于竭

尽全力让自然屈服于人的态度”（阿伦

特，2011）。在快速城市化时期，人们对

于自然环境、对于历史文化、对于居住

生活均缺乏必要的关爱和照料，甚至是

在不断地推动“建设性破坏”的发生和

扩散。因此，城市保护应当作为一种文

化上的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

1.3 城市文脉

在语言学范畴，“文脉”是指上下文

的关系，指介于各种元素之间的对话与

内在联系，指局部与整体之间对话的内

在联系。从宏观意义上理解，“文脉”可

以指文明发源的脉络。简而言之，城市

文脉（urban context）就是建筑和城市

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筑和建筑之间的关

系，建筑和环境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

城市文脉和肌理为何重要？法国哲

学家保罗·利科 （Paul Ricceur） 认为

“正是在城市规划的尺度上我们才能更好

地看到时间是如何在空间中运作的。一

座城市在同一个空间中会遭遇不同的时

代，我们可以在这座城市中看到一段沉

淀在趣味和文化形态中的历史，这既是

一座可以被观看的城市，也是一座可以

被阅读的城市。……同样，与一栋房屋

相比，一座城市所能引发的情感也更为

复杂，因为城市既提供了迁移的空间，

也提供了彼此靠近和远离的空间”（利

科，2018）。
日本建筑学家槙文彦指出，“城市经

过很长实际才能建成，是一个国家或者

地域文化的整体。因此，不应只靠视觉

印象来讨论。视觉印象背后存在的文化

形式才是关键”（槙文彦，松隈洋，

2018）。槙文彦认为像东京这样的日本城

市其DNA具有“肌理的细致感”，他把

东京命名为“颗粒城市”。东京城市肌理

是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年开始形成的，

随着东京人口逐渐集中，地域高密度

化，城市形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今天在

全球大都市中，东京具有“安定性”，而

这种“安定性”是东京今后应当保持下

来的重要的DNA。

2 城市文化的再认识

2.1 物质文化与公共史学

建筑首先是物质的存在，物质文化

（material culture）与建筑和人居环境的

关系相当密切。物质文化是文化人类学

研究中提出的概念，相关词汇有物品

（object）、物质器物（material artifact）、

人工制品 （artifact）、藏品 （collection）
等。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解，人类所创

造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

化、社群文化 （或制度文化、伦理文

化）和精神文化（或表达文化）。物质文

化因人类克服自然并借以获得生存而产

生，故也称为技术文化，是人与自然关

系的反映。物质文化是文化的沉淀，人

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多样的文化

形态，后人首先应当予以尊重，在尊重

与保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继承、发扬和

创造。而且，物质文化的研究有很强的

史学特征。城市文化与历史关系密切，

可以说，史学是文化中文化，文化是历

史的投影。

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开始出现公共

史学（public history）研究方向，现在

已经颇具声势和规模。1960年代兴起的

“社会公正”运动改变了“精英史学”的

研究方向，开始关注妇女、劳工、少数

民族等“非主流人群”。社会文化史的研

究随之兴起，历史学家开始注意普通人

的平常生活。公共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主

要有档案学、考古学、博物馆学、文化

遗产管理、遗产保护、口述史、影像史

等方面，相应的工作可以由政府机构、

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等公共和私人

研究中心推动。

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的整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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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开发是公共史学领域人士涉足最多

的事情，也是他们直接将知识和技能运

用于现实社会的探索。这个领域涉及的

对象范围广泛，既包括历史遗产和古建

筑，又包括一个国家的或地区具有文化

意义的现象。由于公共史学的兴起，对

历史保护特别是普通历史建筑、建成遗

产（built heritage）的保护逐渐得到业界

广泛的重视。

2.2 物质环境与城市文化

在中国，从 1930年代开始，梁思

成、刘敦桢等前辈运用西方现代科学方

法对中国古代建筑开展系统研究，1930
年3月朱启钤等人在北平创立“中国营

造学社”，促进了中国建筑研究的学科发

展和学术实践的规范化建设，营造学社

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

了保存修缮古建筑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

新建筑，从而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其实，在第一代建筑师之前就有更

早的工程技术前辈认识到城市文化重要

性，譬如第一代土木工程师华南圭先生

（1877—1961）。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

由中华工程师学会举办的讲演会上，做

了题为“何者为北平文化之灾”的演

讲，其中讲到：京剧是文化，但“戏剧

亦是文化之一端，……比北平古迹，则

只是一点细尘与大海之比耳”，然而戏剧

有人关心，“北平文化，竟无人救之”。

在担任北平工务局局长期间，华南圭先

生主持制定了《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

大纲计划书》、《北平河道整理计划》等

工程项目计划，他在演讲中犀利地批评

道，“我人空言保存古迹，不知整理玉

泉，则其罪与摧毁古迹无异；整理若是

难事，若费巨款，则其罪尚可减轻一

等；然而整理玉泉，固易如反掌也，其

易如此而犹不肯整理，则其罪应加重十

等；民众空口呼号，不知督促，厥罪亦

同”（华南圭，1932）。可见，作为工程

技术专家的华南圭先生对物质环境与城

市文化关系的认识是有深度的，即使今

天，我们许多工程师、建筑师和规划师

恐怕也还没有这样思想观念（图1）。
总之，城市不只是人们生活的场

所，如同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文字一样，

城市也是人类最了不起的文化和艺术创

造。正如芒福德所指出的，“城市既是人

类解决共同生活问题的一种物质手段，

同时，城市又是记述人类这种共同生活

方式和这种有利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一

致性的一种象征符号”（芒福德，2009）。

2.3 柯布西耶的建筑文化观念

从对现代建筑所做的贡献这一视角

看，法国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 （Le
Corbusier，1887—1965年）的巨大成就

是无可非议的。槙文彦曾说过“对于我

们这一代来说，柯布西耶简直犹如神明

一般存在”（槙文彦，松隈洋，2018）。
然而，关于他的思想以及对后世影

响，其看法分歧就很大了。“有人说他是

社会主义者；有人说他是法西斯主义

者”。2015年 8月 27日是柯布西耶逝世

50周年纪念日，沪上《东方早报》为此

出版了一期专栏，童明撰文认为：“整个

20世纪，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建筑学

的领域，都从他的思想中获益良多。他

的洞察力和思维方式是走在很多人前面

的，他是从更本质的角度来反思城市、

建筑、建设领域的一切”②。当然也有人

在报纸上发表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

“他是千城一面的罪魁祸首”。可见我们

对柯布西耶的认知与看法存在极大的差

异，许多人在淡到我们的城市缺乏人情

味时，总是喜欢拿出柯布西耶的“房屋

是居住的机器”这句名言来鞭挞和讽喻。

事实上，柯布西耶在《现代建筑年

鉴》一书中是这样定义“房屋”的，房

屋具有双重极端性：它首先是“一个可

居住的机器”，也就是一个旨在为我们提

供有效帮助以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精准

性的机器，一个能满足我们身体需要的

周到而体贴的机器，它意味着舒适；其

次，它还是一个有助于安静思考的场

所，说穿了就是一个具有宁静美并以这

种美给人带来精神宁静的场所，这种宁

静对人类是不可或缺的，我不敢断言艺

术就是所有人的精神食粮，我只是说，

房屋可以为某些人的精神带来美的感受

（柯布西耶，2011）。以上这段文字，才

是他对“房屋”的完整看法。

今天，人们在谈论千城一面、建筑

单调、城镇风貌缺乏特色个性时，觉得

责任就在建筑师、设计师，而很少从社

会、文化和机制等方面寻找问题产生的

根源。柯布西耶认为“建筑是一个时期

内的思想状态的体现”，所以我们的建筑

跟我们的社会思潮是有关系的。若真要

去改变“奇奇怪怪建筑”的现象，就应

该从机制改起，如果没有机制改革，包

括经济制度，这种状况是很难得到彻底

解决的。柯布西耶在《精确性——建筑

与城市规划状态报告》中论述地域文化

被破坏现象时指出：“向来被视为最神圣

的东西已经陨落了：传统，祖先的神

话，本土化的思维，最初中心的坦诚表

达，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破坏了，被消灭

了”（柯布西耶，2009a）。他在《人类三

大聚居地规划》一书中展望未来时认

图1 玉泉水系与北京城关系图（华南圭先生
演讲文中插图）

Fig.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uquan river
system and Beijing old city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7].

图2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立西洋美术馆
（柯布西耶）

Fig.2 The National Western Art Museum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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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今以后，事物将重新回到人的尺

度。大自然被再次纳入关注的范畴。城

镇不再是一堆毫无感情的石头，而成为

一个巨大的花园，规划师将在其中布置

规模适宜和真正‘竖向展开’的社区居

住单元”（柯布西耶，2009b）。
槙文彦在谈话中讲述到，“柯布西耶

说过‘建筑界最伟大的老师就是历史’。

我想恐怕只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才

能肯定建筑学习者的价值。他不断地在

思考社会性这一问题，而且是相当宏观

意义上的社会性问题”（槙文彦，松隈

洋，2018）。显然，我们对柯布西耶关于

城市建筑文化思想的认识需要全面解读

和认真反思。2016年7月17日，在土耳

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上，

“勒·柯布西耶现代建筑系列作品”被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分布在德国、

阿根廷、比利时、法国、印度、日本、

瑞士等 7个国家的 17处建筑作品 （图

2）。教科文组织的正式评价是：“这些建

筑皆反映了20世纪满足社会需求，以及

探索技术进步所取得的成就，是一种创

意天才设计的一个结果。”柯布西耶的建

筑作品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对柯布

西耶建筑思想和文化创造才能的充分肯

定。

3 京都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生

3.1 作为国家战略的“京都创生”

“京都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因一成

不变才成为京都，而是持续不断的变化

使其成为京都”（小林丈广，等 ，

2018）。日本京都的文化遗产保护在亚洲

甚至全球都有较大影响，但京都的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并非一成不变冻结式保

存，也不是回到历史辉煌时代的景观

“再现”。京都在城市保护方面最重要的

实践方向就是不断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与创生。京都市在城市文脉保护、传承

与创生方面的制度创新和设计实践值得

我们学习借鉴。

京都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古老都城，

它既是一个文化艺术、宗教圣地都市，

也是大学科研城市和国际观光都市；既

有辉煌并富有个性的传统文化，又有当

代的先进的文化创造力。京都是一座拥

有1 220多年建都史的世界文化名城。自

公元 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直至

1868年迁都东京，这期间的 1 000多年

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悠久的历史和

独特的文化，造就了京都丰富多彩的文

化遗产和独特的城市精神。如今，在这

座古都保存了大量的有形和无形的文化

遗产，列入国宝和重要文化财的数量在

日本全国数量最多。而且，京都还是一

个以优秀传统产业为基础的先进技术制

造业领先的现代都市（图3）。
“创生”，即创造产生，生而成长。

创造，不是简单制造、快速打造，更不

是胡乱仿造。创造一种存在形式并赋予

其意义就是创生，如果没有意义，创生

便不成立。在日本，关于城市创生是由

国家相关政策推动的发展规划，不只是

简单的文化艺术活动，也不是少数艺术

家参与的环境设计。“京都创生”的宗旨

就是要把作为日本国家财产的京都景

观、文化和传统守护好、培育好，并传

递到未来。2003年6月，梅原猛等学者

组成的“京都创生恳谈会”提出了将

“京都创生”作为国家战略的建议，这一

建议后来成为了京都市政部门最重要的

政策方针。所谓“作为国家战略的京都

创生”，是指针对世界瑰宝、日本珍贵财

图3 京都城市中心区鸟瞰
Fig.3 The bird's eye view of Kyoto city center

资料来源：京都市政府官网.

图4 京都市城市景观结构示意图
Fig.4 The concept map of Kyoto landscape structure

资料来源：京都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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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历史城市京都，及其所拥有的自

然、城市景观和传统文化等，由举国之

力促进其再生、活化利用，通过推进根

植于历史和风土之中的国土规划，扩展

旅游交流，振兴文化艺术，并向国际社

会传播，为实现这一目标的相关政策机

制。

为了实现将“京都创生”作为国家

战略的目标，2004年10月，京都市制定

了《历史城市·京都创生策略》（方案）

副标题是“对日本而言今天京都创生的

必要性及具体方策”。此后，相关机构完

成了“超越时光璀璨的京都景观规划”

研究报告，制定了《京都文化艺术都市

创生条例》、《京都市传统产业活性化推

进条例》、以及《新京都观光振兴推进规

划》，形成了推进京都创生的新的政策机

制。在此基础上，2006年11月，京都市

制定《历史城市·京都创生策略Ⅱ》，是

原京都创生策略方案全面提升后的正式

实施版③（图4）。

3.2 文化创生中的景观政策

除了文化之外，景观和旅游也是

“京都创生”策略中的重要内容。1990
年代以来，京都在城市整体景观规划和

文化遗产保存再生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

规政策。

京都的城市规模不大，城市坐落在

东、西、北三面环山的盆地地形中。城

市总体发展规划确定了北部保护、中部

再生，南部以产业发展为主的总体布局

结构。京都景观保护塑造规划确立的基

本理念是：着眼于50年或100年后的历

史都市京都景观营造；建筑物是“私有

财产”，而形成的景观却是“公共财

产”；保护好京都优美的景观并将之传给

子孙后代，是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由

此，京都市政府制定了景观规划的基本

方针：①形成以“盆地景观”为基础与

自然共生的景观；②形成以传统文化继

承与新的创造相协调为基调的景观；③
活化由具有个性且多样的空间所构成的

“京都风”景观；④形成能够产生都市活

力的景观；⑤依靠行政、市民、事业者

等共同合作来形成和塑造景观（图5）。
京都现行景观政策是与京都地域特

性相适应的极其细致的政策及设计指

南。按照国家法规的相关规定划定相应

的区域，对地区内的景观进行保护和控

制，包括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地区、风致

地区、高度控制地区、景观地区等；同

时，根据城市实际情况制定的地方条

例，还划定了其他类别的保护区，包括

历史景观保全修景地区、眺望景观保全

地区等。

京都的景观政策由建筑高度管控、

建筑设计管理、眺望景观和借景、户外

广告、历史街区这五大支柱组成并有相

应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即支援制度）。

以商业区建筑高度控制为例，首先确认

其商业中心地区所在中央的建筑物的一

定高度，沿着这个中央向三面山麓地带

逐渐减低建筑高度，以此形成基本管控

要求（图6）。具体的考虑因素为：①适

应周边地域景观特性尽可能地细化规

定；②留意抑制相邻街区之间的高度级

差；③同时兼顾土地利用和景观形成两

方面的需要。京都的景观规划和政策，

早在 2006年日本确立建设“美丽国家”

政策纲要之前已经形成，因此，京都市

在景观保护规划、建筑管理等方面一直

处于日本全国的领先地位，管理机构也

相当齐全，在市规划局内设立有专门的

景观管理部门（图7）。
为了保证新的景观政策的实施，近

年来京都市还大幅度修改了与城市建设

相关的法规和地区规划条文中的相关规

定。其修改主要体现在修订或制定了

图5 京都市景观规划分区图
Fig.5 Kyoto landscape planning zoning map

资料来源：京都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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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景观创生条例》、《建筑物高度超限

的特例许可手续》、《市街地景观整治条

例》、《风致地区条例》、《室外广告物等

相关条例》、《自然风景保全条例》等地

方条例中，并制定各种导则和配套措施。

2012年4月，在原有文化遗产保护

政策的基础上，为了促进历史建筑的活

用，以“京町家”等传统木构民居建筑

为对象，专门制定了《京都市传统木构

建筑保存及活用相关条例》；2013年 11
月，增加木结构之外的近现代建筑的内

容，将条例改定为《京都市历史建筑保

存及活用相关条例》。

在强化城市规划管理上，主要体现

在重新划定高度控制地区、景观地区和

风致地区。例如，在建筑控制控制方

面，为了维护历史城区的良好景观，对

市区范围内的容积率和建筑高度做了大

幅度下调，将原建筑控高区划由原来的

10m、15m、20m、31m、45m，改定为

现在的 10m、12m、15m、20m、25m、

31m。大幅下调开发强度（容积率）和

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的方案，得到超过

80%以上业主和多数市民的支持。开发

强度和建筑控高等规划指标的下调，有

利于环境品质的提升和保持，因而指标

调整后地区的地价、房价和租金都有所

上涨，反映了提升环境品质的意义和价

值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图 8，图 9，
图10）。

3.3 传统建筑再生与新建筑创造

“町屋”是日本传统的连体式住宅，

始建于17世纪，与中国老城区中的街屋

住宅或传统店铺相似。其典型样式为木

结构二层建筑，基地狭长，前店后宅，

中间有庭院。在京都，这种“町屋”被

称为“京町屋”其原型是江户中期形成

的城市住宅，过去一段时间内业主大多

从提高容积率的角度来考虑自己的物业

发展计划，对旧建筑多采取拆除新建方

式。后来经过专业调研发现“京町屋”

的消失对京都古都的历史景观影响很

大，市政府经过研究后专门制定了“京

町屋”保护修缮的政策法规，设立“京

町屋”保护基金和保护修缮活动中心，

聘请专业人士指导居民修缮自家的“京

町屋”，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与此同

时，还有通过结合传统材料和技术的新

技术来使各类老旧建筑得到活化利用的

做法（图11）。
在建筑设计创作方面，京都市的许

多新建筑在体现地域文化传统和时代精

神创新上也有不俗的成果，以京都车站

为例予以简单介绍。1993年京都通过一

次国际邀标设计竞赛选出东京大学教

授、著名建筑师原广司的作品，当时参

赛的还有英国建筑师詹姆斯·弗雷泽·

斯特林爵士、黑川纪章、安藤忠雄等 7
个参赛小组，方案评选过程中争论十分

激烈，原广司的方案设计由于充分考虑

到京都历史名城的特点，而得到以文化

图6 京都市城市景观政策构成
Fig.6 The components of Kyoto landscape policy

资料来源：京都市政府.

图7 京都市历史风貌保护相关行政部门
Fig.7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responsible for urban conservation in Kyoto city

资料来源：京都市政府.

图8 京都祗园传统建造群保存地区
Fig.8 Kyoto Gion historic area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9 整治后的花见小路景观地区
Fig.9 Hanami landscaped area after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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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为主要人员构成的咨询委员会的支

持，从而得以中标实施。

京都车站的建筑总面积达28.3万m2，

是规模巨大的城市综合体。为了避免庞

大的建筑体量给历史城市造成压抑感，

又要满足建筑限高60m的规定，原广司

在建筑处理上十分用心，在满足建筑各

项功能需要的同时，还创造出多样和有

趣味的共享空间和活动空间。建筑风格

特征却完全没有简单化地采用京都传统

建筑手法和建筑符号，这样的设计构思

也反映了建筑师对未来建筑空间和传统

集落景观长年研究的积累。京都车站建

筑综合体落成的数年内还是有一些争议

的，保护专家认为其体量过于庞大。如

今，京都车站已成为京都市内新的地标

景观（图 12，图 13）。在古都京都像这

样极具创新意识的建筑作品并非少数，

1966年由著名建筑师大谷幸夫（1924—
2013）设计的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也是这

些经典建筑中代表作品（图14）。

4 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不只是艺术品这么

简单的事情，而是包括社会生活多方面

特征的“综合体”，是人们参与国际政

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身份和力量。莎

伦·佐金认为，“文化既不是城市物质改

革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也不是划分社会

角色的纯符号性范畴。相反，文化符号

具有物质上的重要意义；而且当城市不

再那么依赖传统的生产资源和技术时，

文化符号的物质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由于就业、住房及社会福利

等问题，文化为何会变得如此重要这一

问题尚未提上城市研究的日程（Sharon
Zukin，2006）。

城市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生相互

关联、相互促进，具有整体性。城市文

化不只是高雅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与城

市建成环境和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城市文化发展不只是文化设施的规划建

设，也不只是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街区

的保护管理，需要在城市的不同层面展

开行动。社会转型和创新发展离不开城

市文化的传承和创生，无论是物质环

境，还是空间肌理，都是文化的产物，

也是城市文化繁荣和创新的基础，科技

创新、文化创意离不开多样的城市空间

形态这一“土壤”。只有“不忘本来、吸

收外来、面向未来”④，才能创造出具有

图10 建筑控高规范降低后街道景观示意图
Fig.10 Townscape view after reducing the

maximum building height
资料来源：京都市政府.

图11 传统建筑得到修缮活用的案例
Fig.11 A case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after

renov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12 京都车站国际竞赛方案概念图
Fig.12 Concept map of Kyoto Sta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design scheme

资料来源：网络图片.

图13 京都车站内部空间景观
Fig.13 The interior space of Kyoto Station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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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特色和地方魅力的城市文化。近

日，中央高层再次发布文件，要求“坚

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

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让文

物活起来，发挥文物资源独特优势，为

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

精神力量”⑤。作为文化中心的城市，规

划管理应当发挥新的作用，在空间规划

中注重文脉传承、个性保持和特色创造。

德国哲学家阿伦特在其政治观中提

出的城市“创生”原则 （principle of
natality）表达了重新开始的政治意愿，

有助于人们对古希腊政治的理解，而且

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世纪的城市

生活。众多的中世纪城市高喊的一句口

号“城市的空气带来了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这意味着城市市民试图撰

写自己的“世俗”法典，中世纪城市的

设计和身体政治（body politics）表达了

自治的政治意愿。而且，阿伦特的创生

概念还暗含着另一个因素，创生不仅包

含主动创新和重新开始的意义，它还指

新的公共空间的建立（海因茨·佩茨沃

德，2008）。
19世纪英国学者、诗人阿诺德说：

“文化即对完美的追寻。”要建设美丽中

国和美丽城乡，就应该对文化有一个清

醒的认知和全面的理解。虽然所有的思

考始终都有纠正错误的机会，但最好应

该在规划设计之初就尽量做得更好。当

然，如果一个城市物质基础结构出于持

续改变的状态，那么我们的城市文化情

景也爱莫能助。因而，有必要牢记苏格

兰生物学家、人文主义规划大师帕特里

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的教导：

“通过城镇和乡村的保护更新和改良，真

正的财富不断增加，这是更重要的，远

胜于城市的那些金钱符号、财政的乌托

邦，及其大量的债务和梦想”（盖迪斯，

2012）。

注释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
报告，2017年10月18日。

② 童明，他通过建筑应对历史变革，东方
早报，2015年8月26日。

③ 京都市相关数据和资料来自京都市政府
官网 http://www.city.kyoto.lg.jp/，由作者
翻译编辑（下同，不再重复标注）。

④ 同注①。
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新
华社，201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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