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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历程。
战后，现代城市与区域规划体系在英国和许多其他发达国家建立起来。
在书中，作者描述了整个时期规划理论的变化，手法简洁洗练而不失严谨。
 该书勾勒了一系列主要规划理论：从作为物质空问形态设计活动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至1960年代系
统与理性过程规划理论：从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规划角色的观点，到规划实施理
论，以及最近的将规划工作视为一种”沟通行为”。
     本书是一部关于城市规划与的建筑理论专著，全书勾勒了一系列主要规划理论：从作为物质空问形
态设计活动的传统城市规划理论，至1960年代系统与理性过程规划理论：从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关
于资本主义社会规划角色的观点，到规划实施理论，以及最近的将规划工作视为一种”沟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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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格尔泰勒是一个具有规划师资格的思想家，对城镇规划行业的老师与学生、研究人员、管理人
员以及对规划思想发展史感兴趣的其他人员而言，《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一书提供了
通俗简明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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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篇 二战后早期规划理论  第1章 作为空间形态规划设计的城镇规划    引言    二战后城市规划概
念的构成      城镇规划作为空间形态规划      城镇规划作为城市设计      城镇规划作为详细蓝图或总体规
划    结语  第2章 二战后规划理论的价值取向    准则提出的背景：关于社会变革与保守情怀的文化    英
国二战后规划的基本理论      乌托邦式综合规划      反城市化的美学思潮      关于城市结构秩序性的看法   
  关于规划目标共识的假设    结语第3章 关 于二战后早期规划理论的批判    引言：二战后规划的“黄金
时期”?    关于城镇规划的空问形态和设计化倾向的批判      对于漠视社会性的批判      关于空间环境决
定论的批判      咨询的缺乏    关于蓝图式规划的批判    关于二战后规划理论准则及构想的批判      关于乌
托邦主义的批判      关于反城市化的批判      关于城市结构模式化的批判      关于规划价值取向共识的批
判    政府的反思：规划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结语第二篇 1960年代的规划理论  第4章 系统规划理论和理
性过程规划理论    引言：城镇规划思想的根本变化    系统规划理论      基本概念及其在规划中的应用      
系统规划理论的兴盛    理性过程规划理论      引言      理性过程理论的根源      对理性过程规划模型的补
充说明      关于理性本身的问题      把理性过程模型作为规划的基本模型      理性过程模型是工具推理(手
段一目标)模型      “非连贯渐进式”规划V.S.“理性综合式”规划    结语：理性、控制论和现代性  第5
章 规划是一个政治过程    现代主义和城市抗议活动    科学、价值和理性：伪技术主义      规划评估      规
划、玻珀其人和科学方法    早期理论学者：视规划为标准的政治实践    公众参与      代议制民主的缺点  
   政府响应公众参与      阿恩斯坦的参与阶梯第三篇 1970年代到1990年代的规划理论  第6章 有关规划效
果的理论  第7章 理性规划及其实施  第8章 新右派式规划理论第四篇 结论  第9章 范式变换，现代主义
与后现代主义参考文献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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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趋向在阿伯克隆比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勒·柯布西耶关于昌迪加尔的规划，以及英国所有
第一代新城的规划中得以体现。
土地利用功能分离的规划思想同样还反映在最初的土地利用区划中（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亚历山大引
用了拥有独立校区的大学的规划，在这些规划中，大学与镇里的咖啡店、酒吧、电影院以及商店相互
分离），以及将人行交通从机动车交通中分离出来的思想中。
亚历山大的观点和雅各布斯的观点基本相同，他们认为，是城镇土地利用和行为活动的混合性，带来
了生活的重叠化和复杂化，营造了一个成功的城市。
因此，原先规划思想的失败就在于其对纯粹、分离和讲求秩序的土地利用功能分区的倡导。
　　关于规划价值取向共识的批判　　综合看来，雅各布斯和亚历山大的著述对第2章提及的战后规
划的头三项准则，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即：乌托邦的综合规划模式、反城市化的倾向以及关于城市结
构模式化的看法。
而对于第四个准则，即规划价值取向共识化的批判则主要来自于另一个方面。
我们早已关注到，传统规划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它们对物质环境的强调缺乏对当地城市社区在社会学
方面的认识。
它们在社会学方面的知之甚少还体现在它们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的设想上。
即使在1960年代，关于规划的“以人为本”受到广泛关注的时候，仍然存在将“人”或“公众”视为
无差异群体的倾向。
当然，这些想法与现实远远不符：在现代任何社会中，公众都是由各种不同的群体所构成的，持有不
同有时甚至是不相容的利益倾向。
这一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了社会学家的极力强调（例如，科泽，1956年；达伦道夫，1969
年；雷克斯，1970年），有些社会理论学家提出了社会的“冲突”模式取代了许多规划理论家设想的
共识模式。
　　在1950年代中期的美国，迈耶森和班菲尔德关于芝加哥住宅政策的研究揭示了持有不同利益倾向
的不同团体都与物质规划的政策相关。
迈耶森和班菲尔德提出，位于不同层级的群体（例如在收入方面）关于公共住宅政策的优先次序有着
极其不同的看法。
由于缺乏共识，使得关于住宅规划和政策指导原则的决策成为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政治”行为。
正如迈耶森和班菲尔德所指出的（同上，第316页）：　　路线的选择是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每一个规划几乎都是承担无数的目标，但却不存在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包容这些目标的行动路线
。
”　　另一个美国人，梅尔文，韦伯（1969年，286页）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　　“评估社区整体价
值取向的做法是徒劳的，也存在相当的误导性。
在一个复杂的城市社会中，不存在可以独立生存的社区。
而且，一个多样化的社区根据价值取向群体的不同规模来确定其价值判断，因此，不存在评价规划项
目的普适性价值取向或标准。
只有根据最大影响群体得出主要价值取向。
”　　如果城镇规划的思想和实践在社会学上是这样的天真，由此也将带来政治上的幼稚。
在第2章，我们了解到了关于规划目标存在共识的假设是如何与城镇规划的“技术化、专业化”模式
紧密相关。
如果关于优秀城镇规划的价值取向和原理准则是不言而喻以及广为接受的，那么就不需要公众或他们
的政治代表来参与关于规划事务的讨论。
但是，一旦同意关于规划目标不存在必然的共识，以及实际公众的不同群体会对这些规划目标提出否
定和质疑，城镇规划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有争议的“政治”活动。
从这点看，关于城镇规划以及规划决策只是技术事务，以及最好由专家来承担的这一观点，看来是过
于简单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

　　因此，到丁1960年代，规划师因为未能使相关公众参与到规划方案的研究中，以及甚至未对公众
关于规划设想的意见加以认真考虑而遭到批判就不足为奇了。
丹尼斯（1970年；1972年）关于桑德兰地区住宅重建的研究早已对此进行了讨论。
乔恩·高尔，戴维斯关于泰恩河纽卡斯尔地区的研究对这种“官僚主义”也提出了批判。
更为特别的是，戴维斯声称他的研究说明了规划决策是如何反映了，以及如何进一步加深了社会贫富
阶层的不平等。
对于类似于城市重建这些事务的决定或影响力“取决于那些拥有多数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人们，历
来如此”，这样规划将“极度退化为⋯⋯使穷者负担愈重，富者获取愈多”（同上，第228页）。
　　因此，传统的规划理论，由于无法认识到规划行为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的不同分配效应而受到
批判，这些群体通常持有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冲突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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