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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有特色的城市空间

——2014年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
建筑理论与创作学会年会随想
Creating Distinctive Urban Space

撰文  吴其煊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设计院

0 引子：从“千城一面”引出的话题

2014 年 4 月，笔者参加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建筑理论与创

作学会在珠海举行的 2014 年学术年会，收获很大，也引发了我很多思考，

一直想写点什么，但由于忙于工作，直至今日才落笔成文。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开放城市——新一轮城镇化的机遇与挑战”，

会上有三个主题演讲尤其引起了笔者的关注：一个是何镜堂院士的《新

型城镇化中的建筑创新与实践》，提出了我国面临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的“千城一面”问题和如何才能做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问题；另一

个是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总院副总建筑师曹晓昕的《千城一

面背景下的建筑师机遇》，阐述了“千城一面”的内在主客观原因和

如何营造“千城”中有特色的建筑风貌；还有一个是中国科学院建筑

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彤的《空间化的形式》，详细地探讨了中国传

统建筑是结构化的形式和空间化的形式的集中反映。三个主题演讲表

面上看不出任何关联，但三位专家都在关心和探讨“千城一面”表象

下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和建筑设计理念的问题——这几乎是所有有追

求、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一直潜心研究的问题，也是

一个值得探讨的开放式课题，答案只能通过所有同行孜孜不倦地努力

和实践给出。以下是笔者结合会议，并根据自己从业二十年来的经验

提出的一些点滴感想，希望得到同行们的指正。

1 设计“城市活力空间”是营造有特色的城市空间和克服“千城

一面”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和设计方法

会议中曹总（曹晓昕）针对何院士演讲中所反对的中国新型城镇化

中普遍存在的“千城一面”的问题，提出其具有客观合理性，即在现代

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设计是由于设计者和决策者所面

临的客观问题趋同，因此必然带来趋同的设计结果，最终导致所谓的“千

城一面”。这个尖锐而有趣的观点立刻引起了与会同仁们的兴趣和议

论，也正指出了“千城一面”表象背后令人反思的话题，即过强的规

划限制了城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性，打破了城市形式生态的多样性，

其典型代表是新加坡。城市规划特别是新城、新区规划要有弹性、要

留有“白地”，给城市以一定自然生长的弹性空间；不要过于英雄主义，

妄图以一己之力为城市做主，人为主宰或干预城市的发展，其结果必

定导致城市失去了自身的活性和原生态性，呆板、僵硬、机械，最终

肯定是“千城一面”的结果。另外，城市规划师在进行城市总规、控

规时，要尽量多研究城市的文化、历史和自然价值，给建筑师预留一

定的“城市活力空间”（图 1，2），并使其能够更多反映在城市特定

区域、城市综合体、城市传统或历史文化街区、城市商业文化步行街，

甚至城市公园、广场、绿地中，成为城市的催化剂和粘结剂，也使城

图1 Jon Jerde公司设计的Horton Plaza 图2 Jon Jerde公司设计的Rinku 

Masterplan and Town Block Ⅲ

图3 荆州江南新区总体规划草案（正在修编）

图4 荆州江南新区核心启动区控规方案 图5 “城市活力空间”的功能区位关系

     设计与研究   design & Research

2014年9期.indd   121 14-9-26   下午6:23



122 

市功能运转顺畅，发挥整体片区的效用，克服城市“异质化”和“碎片

化”的出现。

2 运用“城市活力空间”的设计实践

实践一：2013 年下半年笔者在进行湖北荆州市“江南新区”核心

启动区的控规设计时（图 3~5），在北面居住组团的“邻里中心”公建

区和南面商务办公组团的区域商业中心之间，沿南北规划路两侧各设置

了东西宽约 50m、南北长约 400m 的带状城市公园和特色文化、餐饮风

貌街（图 6）。从规划结构和逻辑上看，对南北区域组团进行了有效的

连接，同时也符合人的行为模式和行为逻辑；另外，从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看，既给开发商提供了核心启动区的开发赢利点，也给建筑师创造

区域核心亮点和城市区域标志性空间提供了可能。这时采用什么建筑形

式和风格似乎在规划阶段已经不是最重要和最急迫解决的了。

实践二：笔者和同事在 2012 年进行乌海市乌达区新城市核心区规

划设计时，没有完全按照总规修编方案（当时正处于总规修编过程）设

计城市商业综合体和传统办公、住宅等，而是从城市发展和开发角度成

功地说服政府主管领导和承建开发商同意把核心区近 17ha 的宝贵中心

区域用地作为城市公园用地，目的是通过营造该“城市活力空间”来盘

活整个核心区的土地价值和建筑价值，从而换来更大、更长远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图 7~10）。

实践三：在广东惠州城市中心区的某地块概念性规划设计中

（图 11~13），面对城市主干道的沿街面狭小，用地不规整，在 3.28ha

用地内既要解决回迁居住的功能，又要解决 5 万 m2 的商业功能，难度

可想而知。通过现场调研和分析，我们发现该地块东南角是以沃尔玛超

市为主体的大型商业综合体，西面是临河（城市泄洪沟）城市休闲娱乐

区且景观良好，于是在地块中间营造连接东西的内部商业步行街便成为

解题之道。这一“城市活力空间”能够有效地把东南城市商业综合体和

图6 荆州江南新区“城市活力中心”空间示意图

图7 乌海市乌达区新城市核心区控规图 图8 乌海市乌达区新城市核心区规

划设计总平面图

图9 乌海市乌达区新城市核心区规划设计鸟瞰图

图10 乌海市乌达区新城市核心区规划设计特色商业街鸟瞰图

图11 广东惠州项目现状分析图

图12 广东惠州项目鸟瞰图及总平面图

图13 广东惠州项目商业步行街局部透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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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面带状城市休闲娱乐功能空间紧密结合起来，并使之成为有效的整体，

共同发挥作用从而盘活整个区域商业服务功能。

3 设计“城市活力空间”应避免的问题

“城市活力空间”内容可以是一幢地标式建筑、城市综合体，也

可以是一条街道、一个街区或是城市公园、广场等景观空间等。其实

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所担负的城市及区域作用是否恰当？是否

在营造有特色的城市空间中存在“用力过猛”、过度设计的现象？如

珠海双贝歌剧院（图 14），虽然在建筑功能与造型的协调上有过度设

计之嫌，但对于城市区域而言还是成功而有效地起到了地标的作用。

这种有特色的建筑往往只限于一些具有特定文化功能的建筑，对城市

的性质、级别和承载能力有极大的限制。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城市争

相仿效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试图通过超高层地标建筑或超

大尺度的城市空间获取城市标志和亮点（图 15）。这种盲目的超高层

竞赛显示出了营造者膨胀的个人英雄主义心理，是一种以牺牲城市特

质和市场经济下的畸形心态。如包头市新都市核心区控制性详细阶段

城市设计中设置了近 3km 南北中轴线城市广场，东西建筑界面宽度达

400m。我们认为此城市尺度已经达到了超大超宽的地步，与该城市性

质、地位都不相符。

笔者个人非常反对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在很多城市规划和城市

设计中力求说服政府领导和开发商，使他们能够理解：真正有活力、

有标志的城市和建筑并非只有拓展向上维度或夸张水平空间尺度的一

类方法，营造符合城市历史、文化、地理、自然沿革等内在特质的空

间一定也符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心理感知和认知，最终一定是充满

活力的！

正如曹总提出的“千城一面”有其客观必然性，作为规划师和建

筑师在功能布局、空间结构等核心设计上只有通过挖掘一些设计方法

并巧妙地运用，才能在趋同的设计中寻求不同与特色。目前对单体建

筑造型、立面甚至设计风格的营造似乎都太弱了，除了个别标志性建

筑外几乎起不到丰富城市多样性的作用。因此，笔者更想提出的是对

城市特定区域空间的营造，也就是对建筑组群或综合体的营造，以改

变城市单调乏味的现状。换言之，城市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仅靠建筑造

型和表情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不够的，有时甚至会起反作用，只有营

造城市建筑组群空间的丰富性、多样性才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和方法。

4 结语：寻找“中国的建筑精神”

既然设计“城市活力空间”是营造有特色的城市空间的有效方法，

那么什么才是有特色的城市空间？设计“城市活力空间”的核心理念和

评价基础是什么？在会议中崔总（崔彤）对“空间化的形式”的探讨也

正是笔者这篇随想的由来与解答问题的核心，也似乎是解决何院士提出

的寻找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设计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在当下国际建筑界“表

皮、肌理”大行其道的环境下，中国的建筑精神的缺失才是“千城一面”

背后深层的原因。笔者非常认可崔总分析的中国传统建筑的根本是空

间化的形式和结构化的形式。日本建筑师阪茂设计的一系列作品，

如蓬皮杜梅斯中心（图 16），说明日本建筑师也正在探索日本传统建

筑中“结构化的形式”。

对于有关的研究和探索，中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有同济大

学冯纪忠教授在上海松江方塔园的设计实践中给出了完美的答案，甚

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其为后来的中国建筑师指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的设计

之路（图 17~20）。王澍的作品（图 21）中有着中国传统建筑材质的内

涵和传统建筑文化上的隐喻，虽然其符号般的推想似乎有些刻意——因为

形式上的国际化仍然是建筑界的主流，但仍然给国内的同行指明了道路，

只有设计出有民族文化内涵的建筑及城市空间才是最国际化的、最高境

界的时尚。

再看阪茂运用传统木结构建成的 5 层全木榫卯结构建筑——苏黎

世 Tamedia 办公大楼（图 22），展现出传统结构的美与力量，反映了

日本建筑师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研究。这提醒我们，只有坚定地研究

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并使之与国际化的建筑设计语言巧妙地结合，才

能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而这也是“中国的建筑

精神”。 （文章图片整理：马驰慧、杨硕）

图14 珠海双贝歌剧院 图15 上海陆家嘴地标建筑 图16 蓬皮杜梅斯中心 图17 上海松江方塔园总平面图

图18 上海松江方塔园北门 图19 上海松江方塔园赏竹亭 图20 上海松江方塔园何陋轩 图21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图22 苏黎世Tamedia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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