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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6月，来自156个国家的1万多人集聚在温哥华，第三届世界城市论坛（wUF3）在联合国人
居署的组织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关注度讨论世界人居的未来发展。
论坛最后一天的上午，有幸作为中国的代表参与了此次论坛的最后要点（high-lights）定稿会议。
来自各国的12位官员和学者在世界论坛的最后文件上，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认真讨论，形成了此次第三
届世界城市论坛4条共识（key points of agreement）和4个要点（highlights of the meeting）。
　　共识1：所有城市的所有人，包括市民、国家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都要各尽其
责，更努力地解决城市问题和面对城市挑战。
　　共识2：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领导必须勇于承担风险和敢于创意创新。
　　共识3：要包容合作，以把握挑战，达行之有效。
会上提及世界各地案例可做榜样。
　　共识4：市民须知城市挑战，须知政府应策。
透明与诚信并重，以有效行动，力戒形式，加快进程。
　　起初，共8条同拟，后争论不休，遂将8条分为主观上各方同意的要点部分，即以上共识的4条，分
“论坛4共识”。
余下的4条原始稿放在最前面，为今日世界城市发展中的客观事实，另册列为“论坛4要点”。
　　要点1：面对城市时代的现实，城市规划对于新的城市千年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乃必不可少。
城市议题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项重大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注定在下一个30年中从20亿增长到40亿。
确保这些人口最终不会居住在贫民窟需要进行规划、资助与提供服务，其规模相当于同期每周出现一
个人口为100万的新城市。
为了城市的规划和提供像样住房及基本服务所需的投资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
　　要点2：从排斥走向联合，所有的与会者都展示了为改善城市贫困而建立有效联合的意愿。
论坛见证了各国各级政府在联合所有城市参与者共同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社区和城市发生了明显
的根本性转变。
主旨报告和对话中政府代表展示了其渴望主动与社会团体及其代表协作，支持改善住房条件和基本服
务的愿望。
多数政府都表示有必要联合并支持社区发起的行动，改善最贫困人口和最易受伤害群体的居住状况和
改善城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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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国居住形态的演变为主线，并在住文化哲学的层面上开拓性地对两者的共性、差异及相互影
响、交融做了认真的梳理和深入的阐述，获得一种全球化的视野；显示了作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力
图把握当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化趋势的可贵探索。
在此基础上，作者对适合未来发展的居住形态，做了有益的讨论。
    全书以作者多年的实践、教学和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住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研究广义居住形态，逻
辑演绎全面，哲学思辨理性，思维独特，学理广博，具有可读性，在人居领域的研究中独辟蹊径。
本书可为管理者、研究者、在校师生以及关心人居环境的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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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颂华博士，副教授，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英国卡迪夫大学访问学者。
1991年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建筑系本科毕业，并于1994年取得城镇规划与居住环境方向硕士学位：之后
曾从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及房地产开发前期策划工作；2000年在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城市规划系取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人居环境研究及其规划设计；2006年做访
问学者期间，从事人居环境及住宅可持续的量化研究和模拟研究。
     曾参与或主持纵向科研项目5项，横向规划设计项目20余项；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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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西方居住形态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征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要描述西方居住形态所处的地理
环境特征并不容易。
根本原因在于本书所说的“西方”从历史地理角度看并不连贯，即现今西方所处的地域与其文明之初
所处的地域并不相同。
不过，以历史的眼光看，尽管尼罗河文明和巴比伦亚文明在消失之前变成了古典文明（西方文明之前
身）的边缘，却并没有对古典文明特征的形成产生决定性作用。
因此，不妨将其忽略，直接将目光投注于希腊、罗马及其以后所处的地理环境。
　　1．备受地理条件限制的希腊　　早期的希腊地区地处巴尔干半岛。
这里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找不到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广阔的平原。
在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地区，只有连绵不绝的山脉（实际上，“巴尔干”就是从土耳其语“山脉”一
词派生出来的），它们把陆地分割成小块。
它不仅限制了农业的发展，而且使希腊缺乏像中国那样，天然可以作为统一政治中心的地理基础，天
然条件的合理利用是形成诸如中国这样大一统国家所必需的。
　　最早进入该地区的人们定居下来，形成的居民点逐渐扩大，后来发展成为希腊本土上彼此独立的
“城邦”。
应该指出，城邦制并不是希腊人独有的制度，但是却只有希腊人能够将城邦保持达数世纪之久，不能
不说，这与地理因素有相当的关系。
　　农业受限促使希腊人将精力转向商业、贸易和海上掠夺与冒险，同时，铸就了在其他民族中不多
见的、就其普遍和强烈程度而言为希腊人所独有的、不受束缚的自由思想和世俗人生观。
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相结合，使希腊人能够自由地、富有想象地思考关于人类和社会的各种问题，表
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在其伟大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宗教习俗中清楚地反映出来。
而如此无忧无虑、安适自在生活的结果，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和世俗人生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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