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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实环境构成了规划决策行为的范围，当今的城市规划方法理应体现出对城市所在的地理环境、
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适应性，本书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从适应论的缘起到规划方
法适应性的现实意义，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出可供探讨的适应性规划方法的脉络，并构建了一个适应
性的城市规划内容框架。
　　城市的现状是过去城市自然进程和人为决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城市规划和城市整治是有意识
的干预，因而也就是实践（即行动）。
城市规划和城市整治也就是实施，即落实、履行、做法、应用、与现实进行对比、选择，由此产生的
是经验而不是知识。
”也就是说，与其他科学不同的是，城市的规划并不能完全依据于客观的知识体系，更具体地说，关
于城市发展、城市空间运行规律的认识基本上是经验的，城市规划对城市未来的运行和进程以及城市
空间建设的调控，常带有一种明显主观性的思辨色彩。
　　P·霍尔认为城市规划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并没有充分的内在严密性证据，用来预测城
市发展道路的正确性，其理论内核大多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经济背景下发展而来，如：霍华德的田
园城是针对城市工业的无序发展，佩里的邻里单位是合理解决社区交通体系，生态城市则是为了控制
污染、节约能源等，这些相继产生的方法并没有随着它诞生的历史时期的完结而消失，它们仍保留着
有效使用的范围，使得如今我们对待特定城市问题的方法和内容相当丰富。
随着当今社会经济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日益迅速，新的技术飞跃发展，新的城市问题日见增多
，这将预示城市规划方法将继续发展，关于城市问题的规划思想将不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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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系统，选择了“适应性”作为研究城市规划新方法的切入点，借助于科学系
统的思维工具，对城市规划理论本身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适应论的缘起到规划方法适应性的现实意义，比较全面系统地硫理出可供探讨的适应性规划方法的
脉络，并拟建出了一个适应性的城市规划内容框架。
　　本书借助于科学系统的思维工具，对城市规划理论本身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从适应论的缘起到规划方法适应性的现实意义，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出可供探讨的适应性规划方法的
脉络，并构建了一个适应性的城市规划内容框架。
    本书可供广大城市规划工作者、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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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哲学领域：《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是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让皮亚杰（1896-1980在1970年
出版的一本理论性著作，较集中、系统地阐述了关于适应的认识论。
发生认识论的第一个特点是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第二个特点是“它的跨专业性质”。
他指出：发生认识论的特有问题是认识论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指出各门学科都应有自己的认识论
一但认识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建构和解构过程，既不是客体中预先形成了的，也不是主体中预先形成的
，心理认识结构的形成是客观环境与人们心智结构的适应互动过程。
　　生物的发展是个体组织环境和适应环境这两种活动的相互作用，也就是生物的内部活动和外部活
动的相互作用过程，皮亚杰是从这方面来考虑适应问题的：“心理发生，只有它的有机体根源被揭露
以后才能为人所理解。
”皮亚杰的理论体系首次将适应发生的过程进行剖析：好像消化系统吸收营养物一样，个体对刺激做
出反应，是由于个体有能力将刺激纳入原来具有格局之内，就是所谓的同化。
同化不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只有自我调节才能起这种作用。
。
适应包括同化和调节两种作用和机能，通过同化和调节，认识结构就不断发展。
在个体认识发展过程中，同化和调节这种活动达到相对平衡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绝
对静止的。
通过适应作用，一个较低水平的平衡状态就可能过渡到一个较高水平的平衡状态。
　　对于科学认识，发生论强调的是，认识的建构是通过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
“我们可以越过那些可观察到的东西来尝试着建构结构，并不是主体有意识地说的或想的什么来形成
结构，而是从当他解决对他来说是新问题时，他会依靠他的‘运演’所‘做’的什么来建构结构，”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逻辑看作是这些结构的形式化，以及随后的超越这些结构。
可以肯定，在被发现之前客体就存在着，客观的结构本身也存在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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