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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安於我·一个规划师眼中的西安城市变迁9：我的笔记》包括了：学术交流、房地产能够有
效拉动国民经济，中国房地产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开放二手房市场是解决中国住房问题的根本出路、
城市规划需要结合市场规划，突破规划编制“范式、迎接技术创新，呼吁法规支持、未来的城市发展
走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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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讲中国大形势的思考，我觉得任何一个城市虽然有它的地方性，但是都处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大背
景下。
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西方的不同所在。
西方工业化城市，跟后工业化是分离的，每个阶段是分开的，但是我们现在是浓缩在一起。
另外是市场化，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还没有建立就一脚跨入了全球化的世界，所以中国的
问题和西方是不一样的。
西方的很多规划理论其实是针对它特定的阶段、特定的形势的，但是中国今天的城市，它是各种问题
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中国很多城市空间的一个特征，就是古与今、新与旧、传统和现代的一种并存。
　　我觉得和我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相关的一个理念是，中国人认为变化是好的，是积极的，不
变甚至慢变都会认为是负面和消极的。
当然这个变化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我们作为规划师更加关注规划城市的面貌。
相应最流行的词是报纸上经常登的“旧貌换新颜”，这是我当时写文章时从网上查的。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实际上对于城市旧貌换新颜是非常正面的。
对于南京这样一个古都，旧貌换新颜的这个频率，实际是反映社会思潮，是非常流行的概念。
图1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个西部的中等城市，图2是我拍的东部的一个大城市，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城市
在进行脱胎换骨的变化，当然我觉得要辩证和客观地来看。
图3是南京门东地区旧貌，南京的门东是传统凝聚的地区，有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凤凰台讲的就是这
个地区。
今天你要以物质的标准来看它，它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在这个基于变化的社会思潮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实际上面临着个很大的冲击。
　　南京曾经有过三年面貌大变，然后再一个三年的面貌大变，我估计可能也类似吧，中国的政府认
为大变小变是一种追求的目标。
当然我觉得要一分为二地看，我不太赞成像一些文物保护专家那样希望历史会凝固。
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但是前进中我们保存什么，这反映着对文化的态度。
我前面想说的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并存，实际上叠加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段。
这是南京的一角，当然被夸张了，但多多少少能反映南京的状况，这个前景是以玄武湖城墙、鸡鸣寺
为背景的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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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尊重山水环境，发展九宫格局，彰显城市特色，采用新旧分治，和谐三大关系，保持古都风貌
，在此基础上，我们脚踏实地。
当好规划人，干好规划事，力求给社会带来效应，给人民带来幸福，真正给西安老百姓创建一个美好
的家园，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老百姓有‘幸福’的感觉”。
　　“打造一座会讲故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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