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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的规模在扩大，道路在拓宽，老的建筑被一栋栋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所取代。
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与20年前相比，城市的面貌都焕然一新，但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改变的表
象下面，隐藏着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历史遗存、历史文化是否可以被这样无情地摧毁？
我们该如何处理这“新”与“旧”的关系？
 　　本书分症结解读与措施探讨、对古都南京的保护与开发研究、其他城市的案例研究、历史街区保
护、文脉保护的相关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业遗产个案研究这几个部分对收录了近年发表的有关历史文
化保护与城市发展的优秀文章。
 　　正如章必功校长在序中所说的，我校刘会远等学者对文脉的追寻（与西方一些后现代理论家不同
的是）带有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完善制度环境、人文环境的追求，也许这正切中了时代的脉搏。
的确，体现着城市文脉的“场所”对说明相互作用的“情境”和潜在制度的固定性是很重要的。
刘会远、李蕾蕾在《德国工业旅游与工业遗产保护》一书第三部分对德国工业景观人文内涵的分析就
指出空间规训等制度设计值得中国借鉴。
后现代思想家指出，在大工业时代，地方被过分注重整体性的现代文化所忽视，而今天随着后工业社
会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创新正把“创造的中心”从一个自上而下的方向转变为自下而上的过程。
呵护着地方文脉并保留着情景化知识的地方，往往在社会创新中能够自下而上地异军突起。
我们真诚地希望，面临“造城运动”同质性延伸所带来（或将带来）的建设性破坏，对我国都市文脉
的追寻和深入探讨的工作应进一步抓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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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缘起　　中国城市的再造——关于当前的“新造城运动”　　2.模仿　　模仿是反个性的。
它是造成城市无个性的重要原因。
但它恰恰是当下“新造城运动”的一个流行的手段。
　　模仿的根由之一，是对现代的崇拜。
这是现代性情结的一种表现。
依照这种思维逻辑，既然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是一码事，一切“现代”便都来自外部世界，现代的城市
形象必然是那种——高速公路+立交桥+高楼大厦+霓虹灯+广告+广场等等。
于是就有了前几年红极一时的“让城市高起来、亮起来、洋起来”的口号。
很多城市正是在这种幼稚可笑的口号中变成了相同的嘴脸。
　　模仿的本质，一方面是对自己文化的无知和缺乏自尊；一方面是创造力的匮乏。
城市的想象力本来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谁也不可能在这种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快速的造城运动中，提供出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来。
　　为此，模仿成了唯一的出路。
不仅模仿外来的，还相互模仿。
最低级的模仿是抄袭。
故而，“千古文章一大抄”在当代的“新造城运动”中已成为潮流。
一忽儿各个城市都竞相建造广场，甚至连县城和乡镇中都要修建一个广场；广场上全都是那种低水准
的雕塑、大大小小的喷泉和似是而非的“罗马柱”；一忽儿又修绿地，以致由于缺水浇草，用绿漆喷
染枯草；一忽儿又建电视高塔，你300米，我400米，争做中国第一乃至亚洲第一。
　　模仿的结果，是城市的趋同。
应该说，许多城市已经没有整体特征，只有零碎的、单体的、少得可怜的遗存。
在全球化时代，无个性的制造等于自我的文化毁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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