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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行”的思辨
—评《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

□　侯　雷

[摘　要 ]文章站在读者的角度，从城市设计学科发展的复杂现实出发，对《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一书进行了评述，认

为在城市设计的未来发展中，应加强空间研究，探索“多建合一”，形成“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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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ulation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Book Review of “Urban Design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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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reader's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reviews “Urban Design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complex reality of urban design discipline, and argues the research of urban space should be enhanced, a comprehensive platform 
should be established for a variety of urban elements, and finally a "China Model" of urban design can be formed.
[Key words]  Urban design, Trend of thought, China model

[作者简介] 侯　雷，注册城乡规划师，注册建筑师，教授级高级规划师，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设计专

                       业委员会委员。

于以往局部的、碎片化的感性认识，该书把各个历史

阶段的局部置于更系统、更整体的层面来观察，为中

国当代城市设计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具有史学智慧的

借鉴，为进一步发展本土化的城市设计技术体系明确

了方向和坐标。该书有以下3个突出特点：

(1)大跨度的历史写作与多史料图景的呈现。

关于大跨度的历史写作，黄仁宇认为，应当“广

泛地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地压缩，先构成一

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2]。该书扎根于中国大历史

格局之中进行当代城市设计的图景描绘，自清朝末年

租界的设立，经中华民国的都市计划、新中国成立及

改革开放至今，涉及的时间跨度超过百年。这个时间

跨度及随其涌现出来的多维历史事件在写作内容、写

作视域、写作深度上体现出来，呈现了多种史料数据

和事件图景。例如，在史料的收集方面，作者旁征博

引，其论述广泛涉及学术著作、学位论文、期刊论文、

教科书、报纸、档案、报告、会议内容、网络文献和

宣传画等多元而丰富的史料。该书对于大量史料的整

体性和抽象式的压缩、把握能力，以及对历史事件结

近年来，城市设计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蓬勃发展，其

战略地位日益提高。生态城市、安全城市、海绵城市、

智慧城市和健康城市等各种理念、理论多元发展，《城

市设计管理办法》也已于2017年施行，地方政府通过

逐步立法对城市设计进行制度化的保障，城市设计已成

为规划编制中的重要阶段和内容。然而，在城市设计的

内涵、科学性、学科教育、评价方法及具体落地层面的

管理办法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争议，致使城市设计在实践

中仍然受到理论层面和技术体系层面的限制。因此，不

少学者指出应对城市设计发展历史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以尝试回答下述问题：中国当代城市设计从何处发源，

呈现何种走向与趋势？跨越不同语境，中国当代城市设

计表现出何种成长特征？可见，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步

入“深水区”的当下，对深刻影响城市建设的城市设计

这一追求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技术工具进行一次系统的梳

理、历史的思辨，追溯源流、夯实共识，思考城市设计

的“中国内涵”，已成为城市设计研究的重要任务 [1]。

《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一书直面上述问题，呈

现给读者一个精彩的、整体式的历史叙事(图1)。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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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的再现能力，表现出作者丰富的实

践经验、严谨的学术作风和敏锐的批判

精神，同时这种处理方式也给广大读者

呈现出一部立体、有趣的城市设计史。

该书突破了一般意义上对“城市设

计自1956年十次小组开始萌发”的理解，

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将1949年之前的

城市空间环境设计纳入思考范畴，并将

城市设计的事实起点建立在西方设计思

想开始引入中国之时，从而打通了不同

语境体系下的城市设计概念。在此基础

上，该书通过多维大事件对城市设计在

中国的分期研究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揭示

了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学科与外部经验、内

部制度建构等长期相互作用的成长轮廓。

(2)从客观事件到内在思潮的双视角

切入。

20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戈登·柴尔

德认为，人类历史不仅呈现出物质演进

的属性，还呈现出精神演进的属性 [3]。

城市设计从西方被引介入中国，在实践

和理论方面均保持着非常活跃的状态。

尤其当下正是中国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深

刻变革的关键节点，城市设计作为国家

的战略实践工具受到空前重视，同时在

城市设计的理论、观念和思想等方面仍

存在不少学术争鸣。该书从客观事件的

物质演进到内在思潮的精神演进两个视

角进行同步梳理和审视，不仅对过去的

实践行为进行反思，还梳理了思想观念

共识与争鸣的源流和脉络。“知行合一”

是该书区别于其他城市设计理论书籍的

一个重要特色。

在客观事件的物质演进方面，作者

对清朝末年至2018年间重要的城市设计

活动进行了整理，对涉及重要建筑、公园、

广场、城市道路景观、中心区、城市风貌、

新城和大学城等的城市设计行为进行了

宏观图景式的回顾。

在内在思潮的精神演进方面，该书

首次详细总结出中国当代城市设计的4

种思潮：形体的设计、设计的综合、设

计的控制及政策的设计。通过对4种思

潮的解读和批判性思考，该书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理解城市设计内涵的框架，暗

示了城市设计技术体系应该根据不同的

运作环境和建设目标进行具体化而非笼

统化的建构。换句话说，该书提倡一种

分层次的城市设计概念和技术体系。在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渐建立的当下，这

一倡议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笔者在从

事国土空间规划的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深

刻体会到：在“多规合一”的不同层面，

均有必要坚持运用城市设计思维和理念，

而在具体建设时应着力实行多个专业领

域内的“多建合一”，以城市设计为平台，

对城市空间环境予以综合引导和控制。

(3)“述而不作”式的陈列式叙事。

该书秉承“述而不作”的历史写作

原则，谨慎表达主观看法，仅力求把学

术的现实与实践的现实适当结合起来进

行客观“陈列”，使分别从事科学研究

与具体工作的人们在阅读时能互相“看

见”彼此的所思所作。例如，该书较早

地使用了大数据挖掘和可视化工具，对

中国知网(CNKI)上 1980～ 2014年以城

市设计为主题的超过1.3万篇论文进行重

点整理，第一次呈现了CNKI数据库中全

部城市设计论文文献之间的相互引用关

系、引用数量和话题声量等，形成了直观、

明朗的阅读体验。

该书通过内敛、谨慎的叙事，使读

者可以从概念、理论、行为和制度等多

个层面自行审视中国当代城市设计历史

反映出的基本态度与认知，通盘了解中

国当代城市设计的发轫与演变，窥视其

中不同学者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思想表

现。笔者认为，这种客观的叙事深层刻

画了城市设计历经欧美范本、苏联范本

等之后又返回至欧美范本的迂回过程，

既体现出中国城市设计对国际城市设计

思想和技术的依赖性，又体现出市场与

计划的交替博弈过程，而隐含其中的，

又是中国国家理想的潜在作用。

透过该书的整体论述，一种主张已

经跃然纸上：①要充分发挥中国城市设

计的社会价值，有必要形成一种城市设

计的“中国模式”，而非使用国际城市

设计领域通用的技术体系；②这种模式

不应是一个机械的、固定的技术框架，

而应是一种灵活的、即时调用型的特殊

规划观念或工具；③有必要加强城市空

间研究，夯实中国城市设计的技术基础，

重塑其价值取向，并加强城市设计在欠

发达地区和中小城市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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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当代城市设计思想》图书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