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投稿

  
全部

基地学术会议动态 | 其他学术会议动态 |  

首页 管理 资讯 观点 机构 会议 项目 奖励 统计 专栏 在线期刊 论文在线 项目成果库 学科导航 常用速查 留言板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会议 会议动态 其他学术会议动态

以基础理论研究勾勒“人文城市”总体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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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强调“注重人文城市建设”，这既昭示了中国城

市建设更加注重人文内涵的重大转型，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点睛之笔。4月13日，

“2014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春季论坛” 在上海召开，来自城市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

者及城市建设实践领域的代表，围绕如何构建“人文城市”展开探讨。

  走文化型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应从注重人文城市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只有先把人文城市的概

念、内涵、模式研究清楚，才能画出一张路线清晰、目标明确的人文城市规划建设总设计

图。”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刘士林提出，中国的城市化要吸取人类城市

发展的经验教训，防止出现以“物质上的最高成就和人文社会的最坏状况”为基本特征的

“罗马化”陷阱。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化的主流，而文化城市群代表了城市群发展的先

进方向和最新趋势，因此人文城市在中国的发展战略应界定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文

化城市群为理想目标的发展模式。

  上海市标准化研究院标准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娜则认为，“城市”和“文化”本身的

复杂性是当前城市文化学发展不够理想的原因之一，也是城市文化学难以在短时间内成熟

和快速用于实践的重要原因。她从文化城市理论到实践的流动路径和需求出发分析认为，

至少应解决几个层面的标准化问题：一是研究的理论边界；二是研究的基本语境；三是研

究的结构框架；四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实施路径。

  城市是有记忆的生命集合体

  城镇化是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的过程，是城乡两个空间地域和社会有机体演替的

过程。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姜晓云说，新型城镇化应体现对乡村和城市文化的“双传

承”。城建开发要守护好乡村地域的自然风貌、标志性或典型性建筑、风土人情、文化精

神与传统，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做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而

不同，避免“千城一面”。同时，新型城镇化也要传承好城市文化，新型城镇化要融入现

代元素，具有一定的时代感；要不断改善城市管理水平，让居民更舒适；要充分利用现代

技术，让交往更便捷。城市文化的每一个方面和细节，都要体现对人的充分观照。要实现

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培植新型城镇化的文化主体，把既有的乡村文化和应掌握的

城市文化纳入学校教育内容和范畴，并通过开展文化活动等方式辐射到家长，形成一个涉

及全体居民的新的文化圈。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崔功豪将乡村和城市视为不可分割的社会整体。他

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乡村、正视乡村的变化。崔功豪说，“回归乡村、复兴乡

村，根本上是让乡村、让村民具有同等的发展权利、公平的发展环境、平等的发展保

障。”回归乡村，是乡村价值的回归、文化的回归、生态的回归，乃至心灵的回归。回归

不是复旧，不是倒退，更不是保守，而是回归应有的本质，复兴原有的价值，挖掘潜有的

基因。

  城市是有记忆的生命集合体，当前在不断地旧城改造和城市大拆大建的浪潮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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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忆正消失而去。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仲富兰表示，城市文化记忆作为城市

文脉与民俗资源的精神载体必须加以保留。“保留城市记忆的方法多种多样”，仲富兰

说，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可以借鉴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并以这种

理论为参考模式，整合资源，力求融入日常生活；确保城镇文化记忆场所保育规划的科学

性、普遍性和有效性，拯救在大拆大建热潮中濒临消亡的各地城市文化记忆，进一步建构

城镇化快速推进中的市民文化认同。

  以理性与诗情建构城市景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成就很大，但问题也显而易见。”教育部社会科学

专家委员会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部召集人曾繁仁认为，绿色、有机、生命的

城市化原则包括了城市与自然生态的融合，与历史文化的融合，因此城市化归根结底要

“以人为本”，要有利于城市居民健康美好地生存，使其环境权得到充分保障。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晓春认为，日本的社区营造运动经验

值得借鉴。例如，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尊重社区居民的意愿，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

参与热情；通过发掘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维系居民认同具有历史感的社区；尊重社区现

有的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肌理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建设保有历史文化记忆的社区。在

这一过程中，政府、社区居民、学者、商人、志愿者等不同力量，共同参与讨论，最终形

成共识，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过度规划、过度设计，避免因追求政绩而导致的急

功近利，进而漠视甚至损害社区居民的利益。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当代语境里，现代建筑该如何创作与建造？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陆邵明提出，伟大的建筑艺术作品并非一定需要夸张的造

型、极限的尺度、昂贵的材料等，在经济实用美观的原则下，同样能创造出千古绝唱的艺

术作品。法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以“建构平民的美学标准”的理性精神和

“诗情建构”的艺术创新策略来进行艺术创新和造型设计，这种科学与艺术统一的建筑创

作观，对当下中国城市与建筑实践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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