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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城市郊区化和街道荒漠化是当前城市建设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了避免城市中心区的衰退 , 建设富有活力

的街道空间 , 提高城市公共空间品质 ,需要调整现行的技术主义的街道交通设计策略 , 实施城市主义的街道设计策略 , 使得街

道空间真正成为能够结构社区的市民生活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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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尽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每天都在持续进行 ,城

市道路每天都在延伸 ,可是人性化的城市街道空间 ,

特别是那些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寻常

巷陌却在日渐消失 ,与其一起消失的还有市民之间

凭此建立的无形而紧密的联系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 “街道生活 ”。而这正是所谓 “城市性 ”特征的

重要体现之一。今天 ,城市在四处蔓延的同时 ,也正

逐步走向它的反面———“郊区化 ”。

传统的街巷空间不仅承担了城市交通的基本职

能 ,也是传统城市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物质载体 。无

论是北京的胡同 ,上海的里弄 ,亦或是广州的骑楼街

巷 ,均已成为各自独特的城市生活的载体 ,体现了各

自城市所在区域的地理气候与地域文化特征 ,是各

自城市公共空间的象征。仿佛一提到胡同 ,我们就

会自然地想到鸽哨 、遛鸟 、豆汁所代表的老北京生

活 ,两者的联系是如此紧密 ,以至于我们很难得出结

论 ,到底是胡同塑造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还是市民造

就了北京胡同的独特性 。正是这样的城市实体环境

与城市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 ,共同交织 ,才使得特定

的城市场所能够最终得以建构。

在国家建设全面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城市建设

特别是城市交通建设也同样趋于现代化 。依照一般

通用的交通设计原则 ,以现代工程技术主义交通规划

为出发点所做的城市道路设计 ,为获得城市交通———

特别是汽车交通———的安全与效率 ,往往以机动车交

通驱逐步行交通 ,致使部分城市街道出现 “荒漠化”趋

势 ,使得街道生活逐步退出城市中心区 ,城市中心日

益失去其多样性的魅力 ,同时 ,也导致不同地区的城

市建设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独特风格 。

　　二　技术主义的街道设计策略

　　作为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

工程技术主义的城市交通规划是影响城市街道设计

的最重要因素 。而交通工程师所依据的设计哲学则

来自于他们对于实现机动车交通的安全和效率的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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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城市各种交通行为的矛盾性 ,特别是由于

机动车的高速度 ,使得机动车交通对于行人而言具

有高危险性 。为了确保行人安全 ,也为了确保城市

交通效率 ,交通工程师考虑建构一个基于道路通行

能力 、机动车尺寸以及行人的物理特征的理想模型 ,

以实现速度和安全得以共存的目标。在这一理想模

型中 ,城市居民的社会性行为被忽略 ,行人更多的是

被假设为慢速活动的客体 。

上述道路设计体系主要关注高速运动中的机动

车的动力学影响 ,在优先考虑机动车运行速度的前

提下 ,研究的重点在于复杂的车辆流线组织 ,以尽量

减少交通冲突;分析机动车的制动和加速机制 ,以避

免与行人的冲突及实现行车的效率;关注机动车驾

驶员对于交通信号的反应及其在驾驶行为上的体

现 ,以及讨论失速车辆的致命性碰撞效果等等 。有

关研究成果体现在道路设计上的原则 ,就是需要依

据交通目的和交通速度来划分类型并加以有效组

织 ,使得远距离出行交通与近距离出行交通相互分

离 ,穿越交通与到达交通相互分离 ,快速交通与慢速

交通相互分离 ,运动行为空间与静止行为空间相互

分离。

这样的物理学模型的道路设计体系 ,将不可避

免地导致一整套标准化的设计成果 。一方面 ,这一

物理模型将丰富多样的环境因素抽象化了 ,另一方

面 ,由此衍生了一个适应于技术化设计模式的韦伯

式交通管理体制 ,并最终又反向强化了成果的标准

化 。由于只考虑技术因素 ,使得在任何情况下 ,只要

依据指定的设计时速以及在设计寿命里的预计平均

交通流量 ,标准化的道路设计规范将自动决定道路

剖面 、转弯半径 ,使得车辆即使在弧形转弯道路上也

得以保持较高速度的道路曲弧度 、最大允许坡度 、桥

梁高度以及最低的司机视距等等 。同样 ,规范也对

交通标志做了详细要求。考虑到高速运动中的司机

只能注意简单化和标准化的标志 ,相关交通法规规

定了公路的警示系统 、导向系统的图标的每一个细

节 ,包括交通标志的大小 、色彩 、照明以及在危险处

和交叉路口处的树立位置及树立条件等等 。

由于城市规划师的支持 ,技术主义的交通规划

模式成为了城市街道设计的主流范式 ,高架路 、人行

天桥 、互通立交也成为了世界各地城市建设的标准

设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它们还成为了城市现代

化的标志和象征 。现代化的城市街道设计极大地影

响了今天的城市形态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认为是

那些交通工程师在实际上决定着我们今天所处的城

市环境与城市景观 。

　　三　对街道的重新认识

　　不论是对于最小的转弯半径的要求 ,还是对于

司机最低视距的规定 ,或者是要求尽量减少道路交

叉口并保证城区间的穿越交通和当地服务性交通以

及步行交通的严格分类安排等 ,现代街道设计的每

一个原则几乎都是为了保证行车的效率 。标准化和

技术化的城市街道设计固然适应了车辆驾驶的需

要 ,但在有意无意之间却忽视了城市步行者的权益 ,

限制了行人穿越街道的自由 ,也限制了行人在城市

空间中选择的权利以及相互交往的权利 ,而这正是

城市生活的精髓所在。

自 1992年开始建设的浦东陆家嘴金融中心区 ,

由于遵循层级制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的思路 ,宽马

路 、大街区 、自由平面建筑以及单一功能安排的规划

格局 ,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汽车时代的中心城区。然

而 ,由于车道过宽 ,城市建筑又没有向步行人流提供

充分的功能支持 ,市民即使在经过精心设计的世纪

大道时 ,也无法感受类似香榭丽舍大道那样的悠闲

和优雅。美国 《时代》周刊曾经有文章评论说:“令

上海自豪的浦东天际线 ,虽然从明信片上看可能确

实不错 ,但是它的功能更像一个标志而非一个真正

的城市的组成部分 ———因为其荒漠化的街道几乎取

消了全部的人类活动。”

城市的本质在于它所具有的多样性 ,而多样性

的城市生活需要一个具有多样性选择的步行环境。

传统的步行优先的城市大多具有一个可渗透的街道

格局 ,市民出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路径 。由于每一

个市民都可能在不同的时间段经过城市不同的街

道 ,则他每天都可能产生对于城市的不同经验。特

别是 ,他可能经由这些不同的经验而与城市其他的

市民和团体发生不同的关联 ,从而使得市民之间能

够建立更为广泛的交往和协作 ,最终有利于城市这

个伟大社区的构成 。

　　四　城市主义的街道设计策略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后 ,不断有学者开始批评

技术主义的街道设计模式 ,认为它对于城市中心区

的活力构成了威胁 ,其标准化的设计思路直接导致

了城市多样性的丧失。特别是 ,由其衍生的 、僵化的

管理机制还常常阻碍城市设计师试图改良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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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 。由此 ,城市设计师开始发展了一种新的街

道设计策略 。由于这样的策略实际是基于城市主义

的设计哲学 ,主张一种多功能的街道设计 ,所以 ,也

被称为城市主义的街道设计策略。

所谓城市主义 ,是指以卡米洛·西特 、保罗 ·祖

克 、简 ·雅各布斯 、戈登 ·卡伦 、克里斯托夫 ·亚历

山大 、莱昂·克里尔等学者为代表的城市设计思想

流派。这个流派关注城市开放空间和城市场所的结

构和细节 ,它们的建造骨架以及市民在这些空间中

穿行所获得的连续经验 ,认为街道和广场是城市设

计的基本元素。城市主义学者认为 ,高质量的城市

步行环境与多样而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有着密切的

关系。从这一点出发 ,他们主张街道的设计应该有

利于建构城市公共社区。

作为对于技术主义的交通规划的一种反思 ,新

的街道设计策略往往是与一些城市设计项目结合在

一起实施的 。特别是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后 ,欧美

各地逐渐出现的城市中心复兴 ,城市生活街道设计 ,

城市居民住宅改造以及新传统主义住区设计等类型

的城市设计项目中 ,普遍运用了城市主义的街道设

计策略 。例如 ,波士顿城市中心设计导则就确立了

一个主要的设计目标 ,要为市民在市中心提供舒适 、

丰富 、多样的步行体验 。英国的 “homezone”(生活

街道)计划更是强调人车共享的生活街道 ,驾车者

必须将道路使用的优先权交给其他的道路使用者。

应该说 ,新的街道设计范式仍然处在不完善的

实验性阶段 ,其实践形式也往往表现为一些城市设

计项目的副产品 ,本身还没有形成完整统一的理论

体系。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城市设计实践中 ,其具体

的设计原则和技术手段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表现特

点 。例如 ,由荷兰起源的 “woonerf”(生活庭院)计

划 ,在实现人车共享的设计原则的时候 ,往往结合采

用的是交通宁静的技术手段。而一些城市中心复兴

的设计项目 ,在取消了原有的汽车高架路的同时 ,代

之以复合林荫道的街道类型 ,从而保证城市街道的

交通功能与生活功能最大限度的共存 。

尽管如此 ,基于相同的设计哲学 ,这些城市主义

的街道设计策略仍然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

———从设计哲学的角度 ,城市性和多样性是街

道设计的总的前提。城市主义的街道设计策略的核

心是将街道视为多功能的交通空间 ,而不仅仅是功

能单一的机动车道。街道空间应当同时容纳多种交

通方式 ,特别是要尊重步行交通方式和自行车交通

方式。并且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 ,街道空间还要能容

纳除交通以外的多种城市生活功能 ,包括购物 、休

憩 、交往 、娱乐 、玩耍 、学习 、运动 、游行 、表演等等 。

———从具体的交通设计的角度 ,机动车的行车

效率不再是优先目标。步行优先 ,多种交通共存 ,合

理的限制机动车速度 ,以及在某些地段考虑人车共

享等都是城市主义街道设计的交通策略的基本目

标。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机动车速并保证其行车安

全 ,以往的技术主义的街道设计采用了很多实际上

是反城市的技术手段。而新的设计策略采用的增加

道路交叉路口 ,减小道路转弯半径 ,减小司机行车视

距等很多措施 ,增加了机动车行车的障碍 ,降低了车

速 ,从而有利于街道空间的多种使用方式的存在 ,也

有利于城市活力的保持 。

———街道在满足交通功能的需要的同时 ,还应

当成为市民良好的生活空间 。如此 ,街道就需要满

足市民多方面的需要 ,包括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尊

严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等。而要满足这些要求常常

需要一个体系化的城市设计提供对于街道空间设计

的相关支持。这些支持可能包括对于街道周边的建

筑功能特别是底层功能的设计干预 ,对于周边建筑

形态设计上的干预 ,对于人行道公共设施的整体考

虑 ,甚至对于街道景观的连续经验的美学控制等

等。 　

———新的交通安全观。对于城市主义街道设计

策略的重要质疑来自于对其安全性的怀疑。很多交

通工程师往往基于职业的教条而不是实际的经验 ,

怀疑新的街道设计范式会导致更高的交通事故率。

在他们看来 ,只有人车严格分离 ,各种交通类型严格

分离才会营造安全的行车环境。然而 ,调查显示 ,在

合理设计的前提下 ,有着多样性使用的城市街道并

不意味着更低的安全性 。例如 ,艾伦 ·雅各布斯就

发现 ,那些有着很多道路开口的并且有着复杂的人

行道功用的复合林荫道并不比那些封闭的高速公路

更加危险 。英国的 “homezone”计划中 ,甚至把 “潜

在的危险 ”当作降低车速的重要工具。

　　五　体系化的城市设计手段

　　从本质上说 ,技术主义的街道设计是将街道问

题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实际上 ,城市中心区街道活

力的取得不仅与道路交通规划有关 ,而且与街道空

间的处理 、城市社区的建设 、商业规划 、绿化景观设

计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只有将街道设

计的主导权从专业领域的交通工程师手中转移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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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市民多方面需要的城市设计师的手中 ,建立一个

完善的 、制度化的城市设计机制 ,才能确保城市街道

的活力与空间形态的完整 。

荒漠化街道空间的形成 ,在很大程度上也与现

行的城市规划体制缺乏对于城市建筑设计的合理干

预有着很大关系 。当前的体制对于建筑设计的干预

仍然局限在诸如高度 、密度 、日照间距等基本的卫生

和防灾要求方面 ,而对于市民在城市开放空间的各

种行为和感受则缺乏关怀。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改

善城市中心区的街道活力 ,提高公共空间质量 ,需要

制定有效的和可执行的城市空间规划和相关设计政

策 。而这些政策可能会对建筑设计提出更多的要

求 ,包括提供对于街道空间的围合性设计 ,形成街道

空间使用的连续性 ,规定底层商业以提供对于行人

的吸引力 ,避免在街道层的空白墙面等等 。

由于缺乏当代意义上的城市设计传统 ,在中国

城市实施城市主义的街道设计策略 ,就意味着需要

进行一系列有关城市设计的制度创新 。例如 ,在深

圳市中心区 22、23 -1街坊城市设计项目中 ,美国

SOM公司在原有的技术主义的街道规划结构的基

础上 ,进行了城市主义的设计调整。缩小了街区结

构的尺度 ,将原有的大街区和尽端路的规划格局调

整为小尺度的 、可渗透的规划格局 ,并同时制定了类

似 “街墙 ”、“天空曝光面”、“建筑立面开窗比例 ”以

及规定建筑底层商业功能等等可执行的设计导则 ,

进一步控制了未来的建筑设计。在此后数年间 ,深

圳市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又多次组织专家对于后续建

筑设计进行方案评选 、评估以及监督实施 ,使其能够

符合设计政策的意图 ,从而保证了整个城市设计项

目的最终成功。可见 ,只有进一步改革我国城市设

计的实施 、管理以及评估机制 ,特别是在法律层面和

管理层面将城市设计制度化 ,才有可能在工业化时

代和信息化时代更好地引导城市建设 。

　　六　结论

　　如何建设城市中心区的街道空间不仅仅是一个

简单的工程技术问题 ,在相当程度上 ,它也反映了人

们对于城市的认识和理解 。诚如艾伦 ·雅各布斯所

言:“伟大的街道具有某种魔力 ,它们是社区的象征

和历史 ,沉淀了某种集体记忆 。它们也是公众逃避

现实或者寻找浪漫的地方 , 是其行动和做梦的场

所 。”实施城市主义的街道设计策略 ,其意义也正在

于此。

【Abstract】　Majorconcernsofcurrenturbandesignare

Suburbanizationofcitiesanddesertificationofstreets.Inorder

toavoidregressofdowntownareasandbuilddynamicstreets,

thusimprovingthequalityofpublicspace, theexistingtechnolo-

gy-orientedstreetdesignshouldbesubstitutedbyurbanism

strategy.Onlyinthiswaycanthestreetspaceserveasacom-

munity-basedspaceofcivillife.

【Keywords】　streetdesign;urbanism;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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