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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肌理如何激发城市活力

童 明

提 要 城市肌理是城市设计研 究 中 的

一项重要 内容
，
良好的城市肌理不仅可以

提升空 间品质 ，
而且能够影 响环境行为 ，

从而有助 于实现城市 的重要发展 目 标
：
城

市活力 的激发 。 与其他生命系统类似
，
具

有法力 的城市环境都具有某种有机特征 ，

但往往并 不兼容于现代城卞的规划及发

展 为 了 在城市空 间 中更好地融入并激发

治力 因素 ，
就需要细致研究城市肌理中的

各类要素及其构造原则 ，
采 用合理 的分形

方式实现城市社会网络的完美建构 ，
从而

带动城市 的 物质环境和社会职能的互动发

展

关键词 城市肌理 城市活力
；

网 络结

构
； 分形特征 ；

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领域 ， 有关城市肌理的研究始终显得十分重要 ， 因为它是衔接城市的

物质环境与社会机制的一种桥梁因素 。 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 ， 城市肌理
一方面

意味着某种结构化的物质环境 ， 涉及建筑类型 、 街道形态 、 街区模式 、 开敞空间以及

区域界面等 内容 另
一方面又蕴含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经济关系 。 于是在许多具体

应用中 ， 城市肌理既对应着实体性的空间环境 ， 又指征着抽象化的支撑系统 。 它在城

市环境中既呈现为各类具体的单体要素 ，
又代表着促使这些单体要素融合成为整体的

网络结构 ； 它在城市演化进程中既是一种长久存在的基础条件 ， 又约制着城市中那些

短暂的临时建设 。 总体而言 ，
城市肌理既是一种具体的 、 可视的 、 可操作的物质环

境 ， 又衔接着政治 、 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功能活动 ，
体现着相应的历史脉络与文化氛

围 ， 从而赋予一座城市独有的特殊性 （图 。

中图分 号
自简 雅各布斯的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以来 ， 有关城市肌理的探讨已经不再

仅仅限于视觉美学的讨论范畴 ， 而是
一个有关城市环境

“

生与死
”

的问题
，
其中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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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因麵是城市的活力 。 现代主义城市戲啲许多鉢删之所以饱受批判 ’ 是因为

它们在注重建成环境物质品质的同时 ， 往往忽略了人们在现实空间中的具体行为特

征 ，
城市的各个功能区 （居住区 、

工业区 、 商业区 ） 被设计成彼此独立 、 互不通连的

作者简介 区域 ， 缺乏行为活动层面上的关联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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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埃及 ， 卡汉城平面 （ 由街巷 、 地块和房屋所构成的城市肌理 是城市形 图 罗伊小镇的构想图 （ 富有活力 的城市环境经常与传统的城市

态的一种抽象表达方式 ， 其后映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关系 ） 肌理联系在一起 ）

资料 来源 ： 柯林 罗 ， 弗瑞德 科特 ， 著 ， 童明 ， 译 ，

资料 来源 ： 凯文 林奇 ， 著 ， 林庆怡 ， 等， 译 ， 丨

因则可 以归咎于那种刻板 、 单一的设计 重叠而形成 ，
甚至有机的 旧城核心本身

模式 。 经由城市肌理表达的城市活力 就是几个新旧差异部分的紧密结合 。

这
一

问题在当前我国城市的建设发 在那些 自 然城市中 呈现出 来的城市

展过程 中尤为明显 。 改革开放以来 ， 许 自然城市与人造城市 活 力究竟是什么 ？ 从表象上看
，

一

个具

多城市在功能结构 、 空间容量和基础 设 在
“

城市并非树形
”

一文中 ， 克里 有活力 的城市地区通常表现为以街道或

施等方面都发生 了重大改观 ，
多数的传 斯托夫 亚历山大 广场等因素所构成的公共空间 ， 它们在

统城市 ， 尤其是大城市中的传统城市环 将城市辨分为 自 然城市 与 各 种时间 段落 中充盈着 各种 人 群和活

境却 几乎损伤殆尽 。 与此同时 ， 新的城 人造城市 两种类 型 ：

“

自 动 ， 人们在这里流动或者停留
，
在周边

市建设与发展却在机械 、 单一 、 封闭观 然城市
”

就是
“

那些在漫长岁 月 中或多 的时装鞋帽 、 酒吧咖啡 、 美容发型 、 餐

念的指导下广泛展开 ， 城市规模越来越 或少地 自然生长起来的城市
”

，
而

“

人造 厅夜店等各类场所 中进行工作或 者消

大 ， 功能越来越复杂 ， 然而作为人们 日 城市
”

则是
“

那些由设计师和规划 师精 费 ， 而 当这些活动达到某种状态时 ， 本

常生活的城市环境却变得越来越浅薄而 心创 建的城市
”

（亚历 山大 ， 丨 。 在 地社群的收入 水平将 获得一定 的提高 ，

单调 。 大多数情况 中 ， 这两种类型的城市环境 个人消 费能力也得到相应提升 ，
而一个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 相较于以往的 存在着 明显 的差异性 。 在那些典型的 自 能够提供此类物品与服 务的城市地区随

传统城市 ， 当今的现代城市总是缺少某 然形成的城市 中 ， 如伦敦 、 纽约 、 威尼 后又可 以成为旅游者和其他参观者的 目

种鲜活性因素 。 与那些充满生 活情趣的 斯
、
京都 ， 人们会明确感受到来 自城市 的地 ， 从而成为一种 与个人消费选择和

传统城市相 比 ，
现代城市尽管在理性层 环境的某种活力 ；

而在那些于短时 间 内 偏好相关的新型经济地理 （

面上不断进行尝试 ， 但是就生活 体验与 通过整体设计 、 整体开发所形成的人造

文化特征而言 ， 却 几乎是完全失败 的 城市 中 ， 如 巴 西利 亚 、 莱 维顿 城市活 力对于
一

座 城市之所 以重

卡米诺 西特 ， 。 、 以及斯蒂文 内奇 、 哈 要 ， 是因为
“
一个城市有 了活力 ，

也就

随着更加具有活力 的城市环境 日益 罗 （ 等在 年代欧洲新城运 有了战胜困难的武器 ， 而
一

个拥有 活力

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主导 目标 ， 有关城 动中所建设的那些新城 ，
人们所获得的 的城市则本身就会拥有理解 、 夂流 、 发

市肌理的研究就呈现出越来越明显 的重 感受则基本相反 （ 图 。 现和创造这种武器的能 力 特别是在

要性 。 在城市肌理与城市活力之间 ， 人 然而 ， 能够绝对被辨分为 自 然城市 当前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 ，

一

个城市地

们
一般都可 以非常明确地感受到其中的 或人造城市 的现实案例并不多见 ， 在大 区能否拥有活 力

，
就意味着能否拥有更

关联性 ， 但是 由 于这两个概念都具有较 多数情况下 ，

一

座城市却可以 由
“

自 然 多的吸 引 力 ， 从而带来人 才 、 资本 的汇

为复杂的深层内涵 ，
并且涉及到城市空 的

”

或
“

人造的
”

的区域所组成 。 许多 聚 ， 并在与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 中 占得

间 、 行为功能 、 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 ， 城市 ， 特别是那些经历长期发展 、
尺度 先机 。

因此有必要针对其中的一些本质问题进 较大的城市 ， 都是由 历史性的核心区域

行深人探讨。 与外围发展 的新建区域相互拼接 、 相互 有关城市肌理研究的若千倾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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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数情况中 ，
以功能活力为表征 简单归纳 ， 要么来 自 于交通布局的基本 生活中的神似 。

的城市环境通常都是一个模糊而动感的 常识 。 因此 ， 针对城市肌理的研究 ，
其重

地带 ， 这是 因为活力就意味着灵活与变 作为
一种鲜活的有机体 ，

城市肌理 点应当在于发现赋予城市环境以活力的

化 。 确实很难采用具体的长度或面积指数来 构成特征 ， 而不是仅仅模仿那些 自 然城

相对于这样
一

种讨论范畴
，
某个单 衡量

， 这就如 阿尔多 罗西所感慨的 ：
市的感性外表 ， 并使其在新建的人造城

体建筑或者具体环境已经失去了表述能
“

研究城市问题的专家学者大都在触及城 市中得到发扬 。 自 年代 以来 ， 许多

力
，
而城市肌理则相应成为更加合宜的 市人造物的结构时便就此停顿

，
往往以 城市设计研究通过细致的经验观察 ，

提

研究对象 。 尽管人们基本上都可以较为
‘

城市灵魂
’

之名 ， 或是城市人造物的特 出 了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 例如贝尔

明确地感受到在城市肌理与城市活力之 质而 自 限 ， 仅能徘徊在所研究的重要因 拉格
（

在南阿姆

间所存在的关联性 ， 但却始终难以将其 素之外气
”

斯特丹地区规划中对于 巴黎城市肌理的

解析清楚 ， 因为城市肌理似乎就是一种 由 于理解方面的 含糊性和简单性 ， 模拟 ， 弗 雷德里克 吉伯 德

独立于理性意识之外 、 自 行组织的有机 在现实的城市环境中 ，
人们对于城市肌 在哈罗新城市中心规划 中对于传

结构 ， 于是 ，
有关城市肌理的研究 ， 就 理的操作方法也难以清晰 。 较为宏观的 统城市空 间构成原则的分析与应用……

存在着两方面的倾向 。 总体规划所关注的往往是快速交通的网 这些新的城市发展通过针对传统城市结

一种倾向可以称作为含糊化 。 与那 格体 系或者不同组团区块之间的功能关 构的研究 ， 从中提炼基本的空间设计原

种按照 中心结构或者层级关系建构起来 系
，
较为具体的详细规划所关注的更多 贝 并应用于具体的城市规划中 （图 。

的人造城市不同 ， 自然城市的特征通常 则是城市空 间的造型特征 ， 而不是物质

显示 为有机性和多元性 ， 雅各布斯称之 环境与社会秩序之间的深层机制 。 由于
、

为
“

有序 的复杂性
”

。 她认为 ，

“

城市就 缺乏较为合理的解释 ， 面对如何维护或

像 个有序复杂问题 ， 雌生命科学 ，
提升城市活力 的议题 ， 具体的城市实践

肺中呈 雜各體腿赃餅 舰輸腿鮮 耐鮮 。

巧妙相连 。

”

针对既有的 自 然城市 ， 人们更多丨

然而 ， 对于有机性的过分强调同时 向采用固化的方式 ，
这主要体现为众多

也给城市肌理添加了 种含糊性 ， 使人 的城市保护主义运动 ， 因为除难以复制

对之难有作为 ， 就如亚历 山大对于雅各 雌统城市风貌
，
自 然城市在斯为环

：

布斯的观点所评论的 ，

“

她的评论是绝好 境方面也体现出难以人为的有机特征 ，

的 ，
但是当你读到她所具体建议我们取 于是针对它的任何改变也将严重影响其

：

— ……

；

而 代之应做些什么时 ， 你又翻她希望 巾的人群结构及其活动行为 ，
从而对于

宏伟 的现代化城市成为格林威治村与其 原有 的社会活力带来无可恢复 的损伤 。 传统城市肌理的模拟
，

行全新的城市设计

它 些意大 涵 频合体
，

麵大雜 保护运频面

坊鳞次报比 ， 人们都坐在街上 。

”

就是老旧物质环境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尖

另
一

种倾向则可以称作为简单化 。 锐冲突 。 如何提供新型功能的植人来提 资料来源 ： 斯皮罗 ■科斯托夫， 著 ， 单结 ， 译

城市肌理在现实中所表现 出来的就是由 升传统环境的功能品质 ， 同时又能维护

道路街巷所构成的实体环境 ， 而道路网 其内在的文化机制始终是一个难题 。 在此基础上 ，
更加基本的观点应当

络的尺度以及它们所构成街区的大小则 针对新建的人造城市
，
人们更多倾 来 自 于环境行为学的研究 ，

也就是从城

是可以具体把握的 ， 因此 ， 许多城市研 向于采用复制 的方式 ， 最为简单的办法 市的形态特征转向现实性的城市环境 ，

究针对城市路网进行深人的研究 ，
试图 就是模仿

一

片完整 的传统城市肌理 ， 以 简 雅各布斯 、 杨 盖尔 、 保罗 纽曼等都

从道路网格 的间距 、 单幅街区的面积或 期重新获得在传统 自 然城镇中所呈现的 提出 通过提升城市环境的建设密度 、 鼓

者街区的建筑密度 、 容积率 、 功能密度 那种丰富造型特征 。 就如伦敦郊区的新 励城市功能的多样性 、 注重社区街道的

及其丰富性 、 建筑立面等角度 ， 通过对 伊尔斯维克 （ 汉姆普斯 日 常生活
，
来提升一个地区 的生气活

比分析的方式去探讨城市肌理与其中功 台德 （
， 其中的每

一

幢住宅 力 ，
其原则在许多案例中也获得了相应

能活 力之间的关系 （科斯托夫
，

和每
一

条街巷都尽力模拟着来 自有机乡 的成功 。 然而不能忽略的是 ， 这些原则

刘 代 云 ， 李 晓 西 、 卢
一 沙 ， 村 的 自 然构造 ， 造型生动 ， 各有不同 同样也存在着失败 的案例 ， 因为并不是

； 黄烁勃 、 孙
一民

，
。 然而许 （彼得 霍尔 ， 。 然而 ，

也有无数的 所有的城市区域都能够如 同 巴黎左岸 、

多此类研究 即便采用大量的实证研究 ，
反例说明 ， 仅仅通过移植一个英格兰村 第五大街 、 花园市场那样 ， 到处充满 了

但仍然难 以触及城市功能活力 问题的核 落或者德国小镇 ，
只能在现实环境 中做 熙攘人群 、 活力商业 、 层次通道 。 从 曰

心之处 ， 其结论要么来 自于若干案例 的 到物质空间上的形似 ， 却难以取得动态 常观察中得来的经验方法仍然有待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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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层面 中获得 良好的解释 ，
方能得以 关系 。 网络结构 （

更好的应用 ， 否则就只能停留于 简单的 这种形态构成的视角一般体现于众 从结构关系上来看 ， 城市肌理可以

共识。 多建筑学兴趣的研究之中 ， 无论是卡米 被视作
一

种空间网络 ， 它是
一

种复杂的

于是在城市肌理与城市活力之间 ，
洛 西特对于北欧广场的分析 、 戈登 库 组织性结构 ，

存在于建筑与建筑之间

仍然需要建立
一

种合理的关联结构 。 自 伦 有关城镇形 态 盖尔 ， 。 这意味着城市肌理不仅

然城市这种
“

有序复杂问题
”

尽管很难 的讨论 、 埃德蒙德 培根 是物质特征的一种体现 ， 而且也是社会

通过分析将其化解为许多个互相关联的 对于流动视线 的解析 ， 他们所 关系的一种载体 。 这种网络结构可 以将

量化问题 ， 但其内质也并非混乱不堪 、 关注的都不是城市 中具体的建筑形式或 现有的各类城市要素组合在一起 ， 并且

毫无逻辑可言 作为
“

互为关联组成一 者静态图景 ， 而是在行为状况 中城市空 可以包容并支持新的发展 。

个有机整体
”

， 它们总是存在某些有别于 间给人带来的那种秩序性与愉悦感 ， 所 这样一种 网络结构存在着多种层级

人造城市的有序原则 ， 而这对于城市空 强调的是物质 因素与社会 、 文化和经济 关系 ， 在其中
，
每
一

店面 、 每
一

建筑 、

间 的 操作却是非常重要 （ 雅各 布 斯 ， 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 城市环境的肌理 每
一街角 都意味着市 民活 动的 某些节

。 无论是针对传统的有机领域
，
还 特征以及它的形成过程 。 点 。 而物质性的城 市 网络 ， 如 步行路

是针对全新的人工环境 ， 城市实践所需 透过形态分析 ， 城市肌理还可 以反 径 、 自 行车道 、 街区巷弄 、 快速干道将

要的是如何通过某种可理解 、 可掌握的 映出 城市空间的使用状况以及所蕴含的 这些节点 彼此连接起来 。 在实际经验

方式 ，
去维续并提升城市的功能活力 。 公共与私有领域的关系 ， 其中最著名 的 中 ，

用于连接各个节点 的这些网络及其

案例就是诺利 于 次级网络之间 的联系越强化 ， 城市生活

城市肌理的本质及其研究 年所绘制 的罗马地图 。 在这张地图中
，

就 越 丰 富

诺利采用黑白色将城市空间抽象为一种 图 。

有关城市肌理的定义 界定清晰的建筑实体与空间虚体的组织

在城市肌理所涵盖的建筑类型 、
道 系统 ，

呈现出 城市中积极的公共空间如

路格局 、 开敞空间 、 街面形式等各类物 何被构造成为
“

具有物质形态 的容器
”

质要素 中 ， 最为重要的应当是由各类街 （柯林 罗 ， 細
，
而这 种图底关系

巷 构細结构体系 。 无论城市腿 的分析方式后来也相应成为

英文中呈现 的 是 或者 城市设计的 种重要工具 （图 。

它所指向的都是 种织体 此可以认为 ，
有关城賴观或风

性的概念 。 貌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城細

城市腿既可 以在平地中呈现为非 細讨论 ， 城市设计的核心就是 种有

常规整 的网格形式 ，
也可 以随着山体 、

关城市肌理的操作 ，
而不是关于单幅 、 图 城市 网络 是由 众多的节点与 其之间的

河流 的走向进行蜿蜒起伏 的调整 ， 根据 静态的可视景象 的设计
， 这也使得它相

连通所构成 的 ’
它们 的连接方式 多元而混合

不同的 自 然因素塑造不同的城市空间特 对建筑设计或者景观设计具有一种无可

征 。 与此同时 ， 城市肌理也可以明确体 取代的独特性 。
资料来源 译 細

现 出
一

座城市的功能 、 环境 、
经济与社

会因素 ， 除了 自 然环境的影响
，
城市肌 由于城市活力取决于各层次节点之

理的 贼不删的概也可能来 自 于 剛互动行力絲 ， 職蛇 丨 的拓扑

某种特定赚自維钱构 ， 賴魏 篇 性嶋細軸各 n 觀 中都可能

种极其复 杂的 意识行为 （ 科斯托夫 ， 存在 ， 节点之间的具体距离并不是 种

。 总体而言 ， 有关城市 的研究 ° 固定因素 ， 因此
“

作为城市删者 ， 人

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理解 。

东，

们大可不必费神去和
‘

限定尺度
’

这样

城市形态 （ 有误导性的术语打交道
’

这里重要的

从空间表象上来看 ，

一座城市所拥
“

是发生在不同层级尺度 中的城市活动及

有的具体形态实质上就是由 城市肌理所 图 意大 禾 帕尔马图 底城市平面 。 通过将 其联系 ， 它们 以其固有方式进行跨尺度

表现出来的 。 匕不仅体现为塑造城 丨 的
晰 显示 出城市 理的“成原 层级的协作 ’ 而多层网络的视角将有助

众多建筑 、 街道 、 花园等物质因素 ， 也 于人们理解城市的存在和生长方式 ， 并
丄 、

■ 上 丄 … 、 “ 丄

体现为地块或街块的尺度 、 形状以及内 。 减少城市规划中 的偶然成分 。

部的组织方式 ’ 体现为建筑实体与开敞
资料‘ 德 译 ，

深层机制

空间 、 公共空间与常规区域之间的衔接 针对城市肌理的研究 ， 迄今为止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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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影响的贡献应当来 自 于英国的地理学 究 ， 呈现 了城市发展过程 的一种规则 ： 变过程中都遭到变更
，
街道的形状和走

家康泽恩 （ 。 康泽恩及其 ①功能是一座城市 中最容 易 改变的 东 向相对不易改变 ， 因为这需要涉及街道

后继者们认为 ， 那种被地理学和建筑学 西 ， 而包含着功能 的 建筑物则较为 长 两侧所有的用地与建筑 ， 涉及动用大量

笼统称作城市肌理的事物基本上是由三 久 ， 在其一生中 ， 同
一

建筑可能在不同 的公共资金以及漫长的社会协商过程 。

个相互关联的元素所组成 ： ①城市平面 时期兼有不同 的用途 ； ②相 比具体 建 康泽恩这一解读方式的 意义在于 ，

它指的是街道体系 ； ②地 筑 ， 建筑所立基的地块模式的存在周期 不仅涵盖 了城市形态的各个层面以及多

块模式 即 更为长久
，
在每

一

次变革 中
，
新建建筑 重维度 ， 而且通过平面格局将建筑肌理

土地的分割 （街区及土地划分 ； ③地块 需要遵循原有的 土地划分和限定方式 ； 和 土地利用 紧密联 系起来 ， 更重要的

模式下的 建筑布局 （ 建筑形式模式 ） ③作为城市肌理最为明显表象的街道及 是 ， 将一座城市 的实体环境与其历史过

图 。 其系统是城市环境 中最为持久的因素 ， 程联系起来 。 通过这一角度 ， 城市肌理

康 泽恩通过针对若干实例进行研 即便它们所承载的建筑与地块在城市演 既承载着社会生活 中最为基本的现实性

因素 ， 涉及到无数促导城市形成的 人

’ 丨

， “ 丨 丨

物 、 机构和组织 ’
同时城市肌理也体现

着城 市结 构中 的 种深层机制

妙 。

：办 ：

一

正是在这样 的关系中 ， 某种具有活

° ° °
力 的城市环境可 以 获得更 为合賴解

° ° 释 ： 城市的整体构架靡 能保持稳

二
。

二 删磁贿 ，綱承下来

：：三
一

因而在后細重建 中 又引 导着城賴新

生 。 这些細显示 出城市肌理作为城市

° ° 生活中最原始而永恒的脉络 ， 它所承载

的不仅是具体的空间造型或者从行为学

練可 扑关系 ， 更加重要 的它

‘
也賊市意义 的载体 ，

无论多么老 旧 ’

断的时代变迁之中 （罗西 ， 。

丨
丨 年以 确建造 的途筑物
丨

一

丨 年之 造的达筑物 城市肌理的现实效用
商 和 诚她謂

城市肌理除 了视觉层面所呈现的形
带商铺或 不带商铺的住宅及 其附樾设施

： 丨
丨

—

丨柳 年之 丨 拆除的建筑物 态特征外 ， 还包含着以下几方面非常重
内边缘術的 因结线

四 丨 如 以騎 外 开敞 要的因素 ， 对市民在城市空 间中的行为
—

年之间 形成的外 开敞空 间

内边缘带的内侧和外侧 界线 活动产生重要影响 。

丨 、

、
毎 片极乙么 ■ 七 货

丨

丨

酬 ：
°° “”

在以 步行 网络为 基础 的传统城市

中 ’
经过长时间不断建造和调整所形成

图 诺森伯兰郡安尼克
，

其城市平面图 由 街道体 系 、
地块模式及建筑格局所形成 ，

反映了该
曰

城市的空间构成原则与历史演化规律
匕—

者也容易忽略的形态特征 ， 凯文 林奇将
、 — — ，

资枓来源 ： 恩 著 ， 宋峰 ， 等 译 这种特征称为环境意象 ， 在其 中 ，
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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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性是
一

座城市空间环境品质的重要衡 的稳定性 又是激发空 间 结构增长的动 而终极的 目标 ： 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

量标准。 力 ， 因此 ，
城市肌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时 的创造 （罗西

，
。

从凯文 林奇的角度来看 ，

“

人们对 间维度 。

于一座城市通常所具有的环境意象 ，
实 在许多可 以称作有机城市的 环境 城市肌理如何彩响城市活力

质上是个体头脑对外部环境归纳出的图 中 ， 即便所有的功能进行了转型 ，
建筑

像 ，
是直接感觉与过去经验记忆的共同产 物进行了重建 ， 但城市的总体结构仍然 城市活力的环境因素

物 ， 可以用来掌握信息进而指导行为 。

”

存在 ， 维持不变的街道格局与土地使用 所谓的城市活力就是人们在城市环

一

座城市的街道系统 、 用地格局及建筑 模式成为 日 常生活的标记 ，
在这样一种 境中从事行为活动的一种衡量维度 ，

体

形制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种作用 ， 是建 模式中 ， 城市的每
一

次变动又会融人到 现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密度与频度 ，

以

构城市环境可识别性的基本元素 。 原有的形态背景 、 发展历史之中 ，
从而 及 由此积攒而来的文化时间及其空间魅

所谓提高城市环境的可意象性 ， 就 成为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 。 从这一角度 力 。 这可以通过亚历山大在其文章中所

是在城市肌理方面使之更加 易于识别和 而言 ，
城市肌理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 列举的一个微观案例来加以说明 ：

组织 ，
尽管城市意象的清晰与否并不是一 它们规范着空间形态的持续演变和发展 。

“

在伯克莱的赫斯特和欧几里得街的

个美好城市的唯一重要特征 ， 但在涉及 文化载体 拐角处 ，
有
一家杂货店 。 店门外有

一个

城市环境与市民活动之间的关联性时 ，
当
一

座城市从最初的聚落开始演进 交通信号灯 。 在该店的入 口处 ，
有
一

个

通过尺度 、 规模 、 时间和复杂性等因素 时 ， 各个时期的城市事件被铭记于城市 陈列各种 日 报的报栏 。 当红灯亮时 ， 等

而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林奇
，

。 肌理之中而得以长久留存 ， 并在随后的 待穿越马路的人们在灯的附近 闲散地站

支撑框架 演进过程中不断进行修正而显得更为明 着 。 因为无事可干 ， 于是他们浏 览着从

一座城市既是无数建筑与组团的集 确 ， 从而也获得了一种集体性的意识与 他们站的位置就能看清的 陈列 着的报

成
，
也是无数个人与组织的集成 ，

“

它们 记忆 。 城市的空间形态以及印刻在这一 纸
，

一些人仅读标题
，
有些人在等待时

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并由社会经济动力 形态上的历史记忆共同赋予
一

个城市环 则干脆买
一

份报纸 。

”

在这样
一

种随处可

加 以塑形
”

（
。 城市中每 境以特定的文化价值 ，

并且构成 了
一

座 见的场景中 ，

“

报栏 、 报栏内的报纸 ， 从

天都有无数个有意或无意的行为在改变 城市特有的标识性 ， 使之从一种普遍而 行人 口袋里流入 自动售货机内 的钱 ，
被

着城市 ， 而当这些行为达到一种临界的 混沌的状况中得以识别出来 ， 对于相应 交通灯阻留和读报的人群 、 交通灯 、 信

混合种类和密度时 ， 动态而有活力 的城 的人群和行为产生一种特有的文化吸引 号改变的电脉冲 ，
以及人们滞 留 的人行

市环境就 自然生成 。 力 。 道 ， 这些原本毫无关联的因素组成了一个

正是由于城市肌理的存在 ，
无数单 城市文化的魅力来 自于具体的单体 系统 ， 从而导致报纸交易的最终发生

’

个的建构行为可 以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
建筑 ， 来 自 于实体性的城市空 间 ， 也来 扬 盖尔将这种情形描述为

“

连锁

无数临时的 活动 内容可以凝结成为历 自 于它的建构过程 ， 来 自 于公共领域和 性
”

的活动 ， 在大多数情况下 ，
它们都

史
，
相应的

，
如果城市肌理遭到变动 、 私有领域之间的关系 ， 这着重体现为城 是由 另外两类活动延伸而来 ， 而这种连

断裂或者孤立后 ，
上面所承载的那些个 市要素中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

个体性与 锁反应的发生则是由 于人们处于同
一

空

体而临时性的行为也将会消失 。 从这一 集体性之间的对比关系 （ 罗西 ， 。 间中
，

“

或相互照面 、 交臂而过 ，
或者仅

意义而言
，
城市的环境是一种人工性的 因此 ， 城市肌理所呈现的不仅是形态上 仅是过眼一瞥……人们在同一空 间中徜

创造 ，
与文明生活及其所存在的社会有 的可视因素 ， 在其背后隐藏着历史累积 徉 、 流连 ， 就会 自 然引发各种社会性活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而这种创造之所以 的线索 ， 正如凯文林奇所言 ：

“

城市的形 动 ， 这就意味着只要改善公共空 间中必

与众不同 ， 因为它是一种集体性的创造 。 态 ， 它们的实际功能 ，
以及人们赋予形 要性活动和 自 发性活动的条件 ， 就会间

时间容器 态的价值和思想 ， 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现 接地促成社会性活动 。

”

一个城市地区的成熟需要经历长久 象
，
因此城市形态的历史决不能只是对 在这一过程中 ， 作为不变因素的物

的时间过程 ， 在其中必然涉及城市功能 几何街道肌理转变的描述 ，
北京和芝加 质性载体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 报栏 、 信

与要素的正常更新与替换 ， 变化的频率 哥没有一点相同之处 。

”

号灯及它们之间的人行道构成了这一系

则取决于具体的活动功能的特定性质 ，
作 为社会生活在城市形 态上的反 统的固定部分 ，

在其 中
，
系统的变化部

也取决于 当下的经济与文化的 变革周 应 ，
肌理和街区结构承载了更为丰富的 分一人群 、 报纸 、 钱和电脉冲一能

期 。 城市中每一次新建与调整都是针对 文化内涵 。 够共同发生作用 。

原有环境的改变 ， 但对于一个具有生命 因此 ， 即便是貌似 自然构成的有机 如果将这
一

图景进行放大 ， 那么其

力的城市环境而言 ， 虽然较为临时性的 城市 ， 也是一种集体性的人工产物 ， 而 中就包含那种可以被称作城市肌理的物

功能与建筑可能总是处在不断修正的调 这应当是分析城市最为深刻的方式 ， 因 质因素
， 它所提供的积极作用既来 自 于

整过程中 ， 更为本质的结构系统所提供 为它所探讨的是集体生活 中最具决定性 集其要素 为一体的整合性 ，
也来 自 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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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加纷杂 、 更为动态的人为活动的 在传统的有机城市中 ， 人们通常都能够 性 ， 对于当代的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管理

粘合性 。 而大多数富有活力城市环境的 感受到这种有机结合 、 相互交融的关系 都产生重要影响
，
但是在城市活力方面

一个基本特性就是高度组织的复合性
，

网络 ， 这种网络关系的
“

重叠
、
模棱两 却大多成为了

一

种失败者 ， 其原因并不

这种复合性往往又是通过微观的 、
随机 可 、 多元的特性并不会让网格模型显得 意味在人造城市 中缺乏城市肌理 ， 而主

的方式得以构成的 （ ， 。 凌乱无序 。 但是它一样可以做到井然有 要来 自 现代城市发展机制 中的那些机械
“

这种连锁反应对于物质规划是很重 序
，

……这种秩序存在于
一个更密集 、 性因素及其不合理的组织方式 。

要的 ， 尽管物质环境的构成对于社会交 更牢固 、 更精细 、 更复杂的结构当 中
”

相比传统的 自 然城市 ，
现代的人造

往的质量 、 内 容和强度没有直接影响 ， （图 。 城市无论进行着怎样的构建
，
其简单并

但建筑师和规划师能影响人们相遇 以及 分形特征 置和平直处理的特征总是难以造就一个

观察和倾听他人的机遇 ， 这些机遇有其 流动的街区人群与 固定的物质环境 富有活力 的城市环境 ， 无论从宏观到微

自 身的质量 ， 也由 于它们构成 了其他形 在某
一尺 度上 的结合才能构成一个模 观

， 它们对于城市肌理都产生了许多难

式交往的背景和起点而具有重要意义 。

”

块 ， 并且可 以随着时间而产生变化 。 不 以弥补的破坏性影响 ，
其主要原因在于 。

如果在更为宏观的城市环境中进一步解 同的最小模块可以连接组合成为更大的 连通路径的缺损

析城市肌理在城市活 力营造中的作用因 模块 ， 进而形成模块组 、 模块群 ， 而这 在许多人造城市中 ， 连通路径的缺

素
， 那么作为这些连锁反应的物质性基 种状况可 以被称为分形特征 。 塞灵格勒 损是

一

种常见现象
，
这既来 自 于现代社

础大致体现出 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 斯认为 ， 和所有生命系统一样 ， 孕育活 会生活 的深刻 变革 ， 也来 自 于城市规划

连通路径 力的城市区域一般都具有分形特征 。 对 主动带来的阻碍因素 。 在现代城市规划

城市物质环境的整合作用很大程度 于一个有机城市而言 ， 它不仅在整体层 中 ， 人们
一般注重机动交通在城市中的

取决于人 与人之间从事交流的连通网 面上呈现为居住 、 商业 、 开敞空间的
一 运行效率 ， 往往忽略人行活动在空间环

络 ， 而
“
一个城市的活力 源 自 于它的连 种混合构成特征 ， 即便在每

一个局部模 境 中 的作用 ， 使得人造城市普遍成为以

通性
”

。 在物质层面上 ， 这种连通性需 块 ， 这种特征也非常明确 ， 相同的城市 汽车 为主导 的城市 。 虽然 ， 城区的活动

要通过各种道路与街巷 系统来加 以实 用地结构 住宅 工商业 开放空间 空 范 围可 以扩展至几十公里 ， 但是城市中

现 ， 它们在现实 中能不能起到积极的作 闲地等 在扇形区 、 街区 、 邻里和场所等 大量土地用于修建道路与停车场 ， 付出

用则取决于很多因素 ： 它不仅取决于主 不同的层次上不断进行重现 。 这种不同 的代价则是原有城市 中 的步行网络 。

要干线与主要区域的连接 ， 也取决于快 的城市区域之间的 自 相似性特点在城市
一

旦人行环境遭到忽略 ， 步行网络

速交通与慢行交通的衔接 ，
对外交通与 功能方面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 它对于人 理所当然变成为

“

多余
”

， 车行系统与其

市区环境的衔接 ， 取决于公交站与步行 们在城市空间中的行为链接具有重要的 之间的连接关系 （特别是那些在微观层

线的衔接
，
地铁 口 与商业区的衔接 ， 停 稳定性作用 。 面上的衔接关系 ）

，
以及行人与公交 、 公

车场与建筑物的衔接…… 交与地铁 、 绿地与功能 、 广场与建筑 、

行为链接 人造城市中的城市肌理 街道与街面之间同等重要的连接关系也

在
一个城市环境中 ， 人与人 、 人与 从城市肌理的角度来看 ，

虽然现代 极其容易遭到忽略 ， 从而导致城市环境

物的相互作用为城市功能的运行提供了 的人造城市 以其内在 的合理性与严密 越来越成为
一

种不宜活动的领域 ， 事实

基本动力 ， 而不同人群 、 不同功能之间 上更加鼓励了小汽车 出行的生活习惯 。

的行为链接则可 以使城市环境连接成为 功能链接的断裂

一个整体。 在传统的有机城市中 ， 由于 现代城市规划虽然普遍注重城市功

城市空间的构造基本上取决于现实性的 气續 能方面的考虑 ，
但这种考虑所着眼的往

行为关系
，
从而导致出 种混合的 、 有 往并非人们在城市職中的真实行为关

效的 ，
瓶其功能可以因时而变的城市 系 ， 也不是誠环境对于市民活动 、 交

环境 。
往聚会等方面 的潜在影响 ，

而是在 种

网络关系 抽象层面对功能关系 的独断解读 。 在基

由 于城市活动的链接是陳的 、 功利诉求与 物质 因賴考虑下 ， 居

杂的 ， 往往并不能事先进行决定 ， 因此 住 、
工作与购物经常被分隔布置 ， 城市

城市就是
一

个重叠的 、 模糊 的 、 多元交
丨

’ ’ ’

在垂直方向上的发展虽然强化了城市的

织起来的整体 ，
而城市肌理在这一环境 图 苏格兰邓巴

、

城
，
街道与周边建筑及其 功能密度 ， 但这种集聚过度 的功能模块

中则体现为一种无形但确定存在的 内联 彼此之间更加缺少关联性 ， 从而导 向更

系统 ， 铺陈于城市空间环境之下 ， 就像
。

为分隔化的功能布局 。

一

张隐匿着的 、
无处不在的巨型 网格 。 资料来源 ： 斯 茶芬 马敬 尔

， 著 ，

范思械 ， 译 理论而言
，

一个城市地区的运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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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需要依靠差异活动之间的互补性需 的构造要素却是一个活力城市环境所不 要素之间也就缺少粘合力来把各种活动

求来推动的 ，
城市规划 中的依据用地分 可或缺的因素 。 领域链接起来 ， 从而也无法达成在 自 然

类来表达的功能构成往往并不能反映城 如果将连通 、 链接 、 尺度 、
分形等 城市 中所经常能够看到 的那种充满交织

市 中真实的活动 内容 ，
而且将同类功能 几方面 的因素串联在一起 ， 那么这也就 和动感的空 间图景 。

组合在同
一个区域内并不能产生相互之 是城市肌理概念所要表达的基本内容 。

间的作用 ， 这种所谓的功能关系更多 出 如果将城市肌理视为城市活力的一种载 源 自社会机制的深层原因

于相互干扰关系的考虑 ， 而不是在于互 体 ，
在许多 自 然城市 中

，
城市肌理虽然 当前 ， 城市发展的一个总体趋势可

补关系的考虑 。 也是来 自 人工创造 ， 但它却又带有某种 以概括为现代的
“

人造城市
”

对于传统

行为尺度的忽略 难以言表的有机特征
，
这种有机性来 自 的

“

自 然城市
”

的取代 ， 这其中涉及复

在功能主义的名 义下 ， 现代城市规 于人们在城市 中真实而具体 的行为活 杂而广泛的原因 。 可 以说
， 现代生活方

划所关注 的往往是各类用地模块的格局 动
，
这些行为活动反过来又影响并塑造 式导致了传统城市肌理的衰退 ， 但也可

尺度 ， 人们在城市环境中真实的行为尺 着它们的物质性载体 。 以反过来说 ， 城市肌理的转型同样也促

度则缺乏考虑 。 在许多现代的
“

人造城 正如亚历山大在其论文中所言 ，

“

人 使了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 。

市
”

中
，

尺度巨大的斑块所呈现的都是 类 的天性无法适应高度分隔 的生活方 在整个过程中 ，

一

些基本转型可以

巨型居住区 、 办公区 、 工业区或者商业 式
，
城市中人与人 、 人与环境之间 的关 归结为时代性因素 ，

也就是现代社会组

区
， 即便是开敞空间 ， 往往也以巨型绿 系是无法在某种精确化的秩序和无限简 织方式的宏观变革 。 在现代城市空间的

地或者广场来进行布置 ， 但是在更多的 化的模型中发展的
”

。 人类行为 、 人际 生产过程中 ， 无论是居住模块还是产业

细节方面 ， 不同尺度下的各类行为活动 关系必定都是模糊 、 复杂且独特的 ， 而 模块都被塑造成为规模 巨大 、 内容单一

却遭到忽略 。 这种含糊性与 复杂性体现于物质载体 的空间模式 ， 所遵循的则是相应的经济

大型功能斑块的同类并置所导致的 中 ， 也相应要求它带有某种有机性 。 但 效应 。 在大尺度 的规模经济格局下 ， 城

不仅是斑块之间链接性的缺失
，
而且在 是在人造城市 的那种均质化的环境中 ， 市政府一般也相应注重大型项 目 以及大

这样一种尺度下
，

斑块 内部的 步行小 由 于缺失了差异性与互补性 ， 各个城市 额的公共支 出
， 而这种普遍性的财政特

径
、 人行道 、 骑楼 、 拱廊

、
行人路口

、
点本质上就摒除 了城市 中理应存在的小

公交车站 、 街角公园等等 ，
也基本上都 型公共项 目 。

遭到忽略 ， 即便它们仍然存在 ，
经常也 与此同时 ， 空 间生产的变革也伴随

是点缀性的 ， 难以融入到真实的整体城 社会机制 的转型 。 歸城市规模及其

市活动中 。 但是
，
城市活力的衰退往往 内涵的 日趋庞大与复杂 ， 城市管理的运

首先体现的就是那些小尺度之间睡接

‘

行成本也相应急剧提升
， 即使城市规划

关系 ， 进而导致城市单元模块之间的不 希望构造更多的便于生活 、 有机人性的

协调与不額 。 挪職 ， 但默雜肺髓仍然倾

分形特征的丧失 向通过街区塑造以规范视觉秩序与行为

如果 个城市地区基本上都是由 单 秩序 ， 从而导致许多历史街区遭到拆

、 同质舦型用地斑块所构成 ， 那么 除
，
因为它们 已经在功能 上被排斥 ， 在

该地区很可能就缺少相应的交互与 ’

流 管理中遭拒绝 。

通 ， 各个斑块的 内部也缺少相应的聚合 — ——

除开这样一种时代性的总体趋势
，

能力
， 而这也正是现代的

“

人造城市
”

，

来 自 于现代城市规划专业 内部的操作方

较为典型的特征之一。 对此 ， 塞灵格勒 式和思维模式同样也在加剧城市失却活

斯认为
，

“

当代都市是不连通的 ， 但 另
一

‘

、 力的状况 。

个意义来说 ， 它们也不具有分形特征
”

！ ！
年代以来

，
怀有现代主义理想

图 。

—

的 城市规划期望通过全面而合理的设

在尺度层级单
一

并且单体规模巨大 图 马里兰 州哥伦 比亚市的社区研究与建
计 ， 解决传统城市在全新时代所面临的

的城市环境中 ， 那些传统的城市肌理要 设 组织方案 方 案的外表 虽然表达 了
一种有 各种 问题 ， 但是它们在促进城市生 活和

素 由于不符合现代城市的风格而普遍受 生产环境的普遍改善的同时 ， 忽略 了城

到抑制 ， 适于人 尺度的城市项 目越来 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联系 。 严格 的功

越少 ， 更不舰 的人性环境 ， 能分 区与大规模的城市更新或 旧城改

导致微观环境中连接要素的消失 ，

纟料来源 克里斯“： 山 大 严砂
造 ’

也相应抹去 了传统城市 的肌理印

那些骑楼 、 柱廊 、 雨篷 、 遮阳等小尺度 译

‘ ’

迹 ， 导致了大量城市空间与行为 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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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 。 现代人造城市所构成的肌理环境 理方面的转型 ， 同时也相应促进了传统 。

既难以支撑一种丰富而多元的环境 ，
也 的 步行城市被转变成为现代 的汽车城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雅各布斯在其

难以支撑
一

种渐进持续的城市变革与调 市 ， 因此从理论上而言 ， 反 向过程也存 著作中反复提及人行道 、 林荫道 、 街角

整 。 在实现的可能性 ，
也就是人们可以通过 公园和街道设施等要素的重要性 ， 作为

在这样一种城市规划方式的背后 ，
针对城市肌理的有效干预来激发城市环 城市的物质性结构 ， 是动态城市生活的

隐含着一种 自 上而下的思维方式 ，
亚历 境中的行为活力 。 驻销点 。 而巨大单一的门禁社区 、 停车

山大将它归纳成为一种树状模型 。 正是 在这
一

视角 中 ，
许多城市研究已经 场所以及在人造城市中较为普遍的同类

这种思维状态中的树形结构引导着现实 提出了 良好建议 ， 用 以连接和修补遭到 节点在同质区域的集中 ， 是导致不同城

环境中的空间构成 ，
它虽然可以将某种 支离破碎的现代城市空间 ， 在其中 ， 城 市节点间之间不连通性的主要原因 。 如

复杂整体分解为许多简明单元 ， 但这也 市功能的多样性与复合性 ， 空间尺度小 果城市肌理中的不同要素与模块可以按

意味着牺牲了许多小尺度结构及其含糊 型化与密集化 ， 城市要素 的多元化与拼 照
一定的组织规则有机联系起来 ， 就能

领域 ，
以便首先容纳那些值得重视的大 贴化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些操作方式 （雅 够形成一个和谐高效 、 富有美感 、 生机

型要素 ， 这是因为
“

思维的第一功能是 各布斯 ，
；

盖尔
， ；

柯林 罗 ，
勃勃的城市环境 。

在混杂的状态下减少模糊性和重叠性 ，
。 但是透过城市肌理的概念 ， 这些 时间与稳定

并且由于为达此 目 的 ， 思维的第一功能 业已获得广泛共识的观点可以获得更加 一个具有活力 的城市环境之所以需

有着对模糊性的基本不容忍性 ，
因此

，
深刻的理解 。 要老旧的建筑与环境 ， 是因为城市的空

像确实需要在其中有交叠集合的城市结 密度与尺度 间活力及其文化特征是历史进程的产

构
，
也仍被坚持以树形来构成 。

”
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环境之所以需 物 ， 同时 ， 作为物质载体的城市肌理也

然而这并不符合城市中的实际发生 要足够的功能密度和适宜的行为尺度 ， 是在复杂过程作用下形成的累积性结果 。

的 自然行为
， 也没有描绘出这些行为所 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需要达到 城市肌理及其文化 内涵的

“

累积

需要的城市结构 。

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 足够的密集程度 ， 这也相应需要大量多 性
”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叠加 ，
这些累积

环境必然源 自城市生活的积累 ， 它具有 样的临近节点 （ ，
。 在这 下来的因素在历史进程中或继续延续 ，

从整个城市规模一直到建筑材料细部的 种情况中 ，
每个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 或有所改变

，
因此

，
在人们眼前所展示

所有尺度层次的结构成分 ， 是一种尺度 连接应当具有多种路径可供选择 ， 并使 的城市形态 ， 不仅是城市中可见的图景

健全的分形城市 （
塞灵格勒斯 ，

。 人们可 以选择多重交通方式从事出 行 ， 和各种建筑的集成 ， 而且也是城市建构

但是
一

旦需要人为地构建这样一种 从而催化每一城市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 过程在空间 中的展现 ，
从而不是一幅静

城市环境时 ，

“

我们采用了树形结构
”

， 的相互作用 。 态的图景 。 从时间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形

对于人类思维 说
，
树形结构是传递复杂 通过减小城市道路网络的尺度 ，

另 态
，
被罗西认为是分析城市最为深刻的

思想的最容易的媒介。 然而 ，

“

城市不是 ，

一

方面也主动制约了周围地块建设项目 方式 ， 因为
“

它所探讨的是集体生活 中

也不能是 ， 并且必须不是树形结构 。

”

无 的开发尺度 ， 为其今后的灵活调整带来 最具决定性而终极的 目标 ： 人们生活于

论如何 ， 城市是生活的容器 。 借助树形 相应的便利性 ，
而这在许多旧城更新过 其中的环境的创造 。

”

结构 ， 所获得的仅仅是有益于设计师 、 程中基本已经成为共识 。 通过资助小尺 为了维护这样一种有机动态的活力

规划师 、 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在概念方 度生长来鼓励城市建成区再生 ， 这是恢 环境
， 其方式就如简 雅各布斯所主张的

面的简化 ， 付出的代价却是富有活力城 复被人们所忽视的城市小尺度层级最好 那样 ，
避免大规模的拆迁与更新 ， 而应

市的人文性和多元性 。 也是最有效 的方式 （ 进行局部 、 小范围 的渐进调整 ，
让不同

。 年代的建筑及其功能状况相互并存 ， 使

如何通过城市肌理激发城市 多元与混合 不同职业 、 阶层和消费倾向的人群存在

活力
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环境之所以需 于共同空 间中 ， 并做出互补和分享 （雅

要保持足够的多元性和混合性 ， 是因为 各布斯 ，
。

提升城市活力的一般性原则 只有差异互补的城市功能才能达成有效 从这种角度来看 ， 当前许多正在进

尽管城市环境的活力状态取决于很 的链接
， 而这种链接又必然在适宜的空 行的城市更新或者文化建设项 目的做法

多因素
，
但是城市肌理仍然可以成为影 间尺度中进行 。 传统的 自然城市之所以 正好相反 ， 它们往往首先关注的是通过

响城市活力的一个重要领域。 显得生机勃勃 ， 是因 为在其中 ， 居住 、 招商引资来彻底提升街区功能 ， 其次是

城市肌理在此所起的作用有如
一

种 商业 、 作坊 、 宗教类型的建筑往往混合 通过单纯的复制或模仿来调整建筑风貌

基础结构 ，
而城市街巷格局的变动就如 在一起 ， 并且彼此临近 。

一个餐馆能让 （其注意力更多在于风格式样 ，
而不是场

同城市基因编码的改变。 可以认为 ， 现 住宅区街道聚拢人气 ， 而住宅区则为餐 地格局 ， 并且对于更为基本的用地关系

代交通的发展导致了人造城市在城市肌 馆 提 供 了 流 动 的 人 群 （ 和街巷格局视而不见 。 所带来的结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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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就是在彻底打乱肌理关系的城市环境 及其附属 的生活环境
； ③为了提高购物 互影响 （塞灵格勒斯

，
。

中
，
充斥着快速建造的仿古建筑 ， 而通 效率 ，

城市规划促进了大型购物中心以 在其中 ，
以道路系统为表现的大尺

过短期招租而来的商家店铺在短暂虚假 及网络购物 ， 其代价却是社区商业以及 度城市肌理组织
一

旦建立很难改变
，
因

旳繁荣之后 ， 往往也难以持续下去 。 更 相应的街区生活的弱化 ； ④为了强化城 为它包含很多的次级结构 。 相反 ，
？欠级

为重要的是
，
这种做法不仅导致了高昂 市公共环境 ，

城市规划提供了大片开放 结构中的功能要素并不十分不依赖大尺

的投资成本 ，
并且也带来了城市社会网 空间和城市绿地 ， 但事实上对于真正的 度中 的相应内容 。

一个功能模块可以调

络的基本断裂 。 休闲娱乐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
…

整 ，
而不改变建筑中的其他内容 ；

一

座

面对当前城市发展这样一种两难境 建筑可以重建 ， 而不改变原有的路网格

当代城市的主要矛盾及其应对策略 地
， 单纯依靠某

一规划方案已经不可能 局
；

一

个街区可以更新 ， 而不影响城区

当前 ， 城市环境活力问题的另外
一

找到完美无缺的解决途径 。 这就需要通 的其他部分。

个主要议题体现于
“

有机城市
”

与
“

人 过在城市肌理方面的操作来调和城市环 城市肌理的有效连接

造城市
”

之间 （或者旧城与新城之间 ） 境活力 与空间秩序之间的兼容性问题 ， 尽管现实中的城市大都具有某种分

的矛盾性特征 ， 这其中不仅涉及客观现 从而建构健康且持久的城市活力环境 。 形性质和特征
，
但是唯有叠合本身并不

实生活的众多因素 ，
而且也取决于那些 多层尺度的分形叠合 足以形成一种有秩序的城市结构 ， 甚至

尚不能全面揭示的深层机制 。 如果辨证地看 ， 任何
一

座 自 然形成 可能带来一片杂乱无章 。 现代城市的肌

具体而言 ，

一个城市地区 的生命因 的城市在其开创之初其实也是人工建构 理环境必定不同于人们在历史城市中所

素
一方面来 自 于城市生活的各种行为 ， 的 ， 而

一

座人工建构的城市在经历漫长 见到的那种有机叠合 ， 如何采用最佳方

而
一个孕育活力的城市环境则应当兼具 的时光岁 月后

，
随着生活内涵的逐渐叠 式实现连接网络的融合正是当代城市空

自发 、 多元 、 混合等包容性特征 ， 因为 力卩 ， 也会变成为一座有机城市 。 以此看 间面临的挑战 ， 而这其中一个主要难题

它是无数个微观行为的 自 组织结果 ，
而 来 ， 城市规划既不能随意抹去传统城市 就是汽车和行人的交互界面 。

不是 自 上而下的 规划结果 （ 陈彦光 ， 传留下来的有机结构 ，
也不能消解现代 许 多城市之所 以深受交通拥堵之

；
另
一方面 ， 城市活力也来 自于生 城市对于空间秩序 的偏好

，
单纯地讨论 苦

，
是源 自 对于城市多样性 的认识不

活领域的各种发展以及相应而来的功能 孰优孰劣缺乏本质意义 ， 因为这两者在 足 ，
将快速流动与慢行环境对立起来 ，

与 技术的 持续更新 。 城市环境可以老 城市环境都有必要 。 从而导致城市中到 处都在试图加大流

旧
， 却无法阻止城市生活的现代化以及 伴随历史渐进过程 ，

一

座城市必然 量
，
消除微型循环 ， 相应造成分离割裂

与之相应的社会变迁 。 于是在
“

自 然城 存在多重领域 ，
如何叠合这些不同领域 的城市形态 。

市
”

的多元
、
有机 、 动态 与

“

人造城 则是其中的重要环节 。 为了在现实操作 为了实现合理组织 ， 城市肌理必须

市
”

的规模 、 效率 、 秩序之间 ， 往往就 中进行合理衔接与交织
，
城市肌理是其 在最小尺度上强力连接起来 ， 并且在最

会存在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 ， 并导致在 中非常重要的物质性工具 。 通过城市肌 大尺度上松散地连接起来 （ 塞灵格勒

操作层面上的种种问题 。 理的合理操作 ， 城市中的区域 、 街块 、 斯 ， 。 通过合理的城市肌理操作方

在 自然城市中大量存在的从事 自 由 建筑一直到最细微的生活空 间可以叠合 式
， 步行环境可以与汽车城市紧密相连

，

选择和 自 由交叠的个体行为体现出亚历 成为一个大型秩序 中 的不同尺度层次 ，
传统有机的城市环境可 以与更大尺度的

山 大所谓 的那种社会交往 的半网络状 在其中 ， 大尺度复合地区通过一种物质 现代城市连通起来 ， 而那些僵硬的人造

态 ， 它们无法通过方案或者草图进行精 性的网络结构 ， 由许多不同尺度的下层 城市也可 以通过加密或者疏通其中的网

确描述
，
从而导致一个具有活力的城市 要素紧密构造而来 ， 而许多小尺度的要 络结构而得以复兴 ，

新的城市项 目也可

环境难以采用规划和设计的方式来加以 素和功能则是大尺度空 间紧凑性的必要 以通过植人交叉重叠 、 多元 自 主的开放

建构 。 与此同时 ，
随着现代城市规模 日 条件 。 空间而实现那种在 自 然城市环境中的紧

益庞大 ， 内在功能 日 趋复杂
， 为了理解 塞灵格勒斯极具说服力地解说了分 凑性

这一复杂运动 的矛盾体 ， 图解性的现代 形特征是城市矛盾运动的结果
，

而这也

城市规划仍然无可替代 。 为解决城市演化 的各种矛盾提供了思 结语 ： 城市设计方式的变革

因此 ， 城市的规制 与调整就是在有 路 。 根据他的解释 ， 大范围的城市区域

序 与无序之间 寻求平衡的一种复杂过 可 以 由许多不同尺度的街区紧密构造而 伴随着当前的全球化进程 ， 大多数

程 ： ①为了完善城市功能 ， 城市规划采 来 ， 而许多小尺度 的要素和功能又是上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都普遍面临着产业转

取了功能分区的方式 ， 但是放弃功能分 层尺度空 间紧凑性的必要条件 ， 在这样 型 、 空间重构 、 文化失魅等问题 ，
而城

区却又无法避免城市功能紊乱 ； ②为了 一

种有序的组织结构中
，
城市肌理所涉 市活力在其中 日 益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

提高通行效率 ， 城市规划促进了汽车及 及 的各类要素 、 模块 、 模块组 、 模块组 尽管时代背景 巳经发展了重大的变迁 ，

其网络的发展 ， 但相应抑制 了步行网络 群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相互连接 、 相 雅各布斯 多年前的观点仍然值得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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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

“

单调 、 缺乏活力的城市只能是孕育 发展始终是由一系列连续的片断组成
，

虑人行活动在其 中的特点 。 体 系 ， 在不

自我毁灭 的种子 ， 而充满活力 、 多样化 而城市空间 的建构则是经由肺内众多
！

组织过程遲循着
一种严格的秩序 ： 从最

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则是自 我再生 的微观行为与个体工作所形成 ， 并且也 、的尺度开始 步行路径
，
逐渐发展到

的种子 。 即使有些问题和需求超出 了城 包含着无数前后交替的渐进发展过程 。 更高等级的尺度 （更高容量的道理 。 如

細限度 ， 它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延续这 因此 ， 有关城市肌理的人工操作不单纯
连接缺 失 了

’
那 么城市网络

种再生能力并最终解决那些问题和需 是一种城市规划的问题 ，

一个具有生命 ⑨ 引 自尼科斯 塞灵格勒斯著 ，
刘 洋译 ，

连

求
”

。 力的有机城市环境也不是某
一类知识群 接分形 的城市 ，

国 际城市 规划 ，

一个城市区域是否能够保持活力 ， 体可以单独
“

图解
”

的简单任务 。 城市
⑩

。

康泽恩著 ， 宋峰等译 ， 城镇平面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肌理的形态与特 肌理本质上是城市意义载体 的显性形 格局 分析 ： 诺森 兰郡安尼 案例研究

征 。 作为城市的一种基础性结构 ， 除了 式 ， 而
一

座城市的意义最终只能存在于
北 京 ： 中 建 筑 工 版社

，

外显的物质性因素 ， 城市肌理涉及一座 历史和文化关系当中的 。 ⑧ 在康泽恩的研究结论中
’
透过经由街道

城市的功能活动 、 决策管理 、 运行效 城市肌理是引导城市建立秩序的
一

系 统所构 成的 城市平 ‘ ， 所反映的是

率 、 历史延续 、 文化品质……在这 角 种方式 ，
但它的设计模式却并不简单 。

划分和汪册 系统 ， 在 土地使用模式

度中 ， 城市肌理意味着一种基因要素 ，
因此

，
城市设计是一种创造可能性的艺 这一地 面与 空间 的三 维结 构 的深层之

作为一种织体结构 ， 它衔接着宏观与微 术
， 它所处理的是

“

城市环境可能的形 处
，
可以唤透出 一座的城市土地所有权

观
，
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 式

”

连接着酬是真实的

这种理解反过来又会影响人们对于 使用 、
交往

、
互动以及管理等众多的社 目 的 的土地征用方式

，
也可以反映出具

城市本质的认知 ， 虽然一座城市表象上 会行为 ， 承载着的则是一座城市的 历 有

是由建筑
、
道路 、 区域等物质性因素所 史 、 文脉 、 韵味以及生命力 。 在这种意

构成
，
但在更加深刻层面上 ，

城市是人 义上
，
城市肌理不但赋予

一

座城市以具 理
，
可以从 中 分析城市的

’

行政结 构 ， 城

的集合 ， 人们聚集在
一起是为了生活得 体造型 ， 同时也将 自 己与

一

个社会环境
构

、

制 ’

以及城市的 演进过程

罗西 ， 。

更好
，
过上富裕而安逸的生活 （林奇

，
紧密联系在

一起 ， 这也使得城市设计从 从这一 角庋而言 ，
凯 文 林奇所采用 的

。 因此 ，

一座城市区域是否能够成 根本上和其他的艺术及科学有所区别 。

“

道路、 边界 、 标志物 、 节点和 区域
”

五

为一种集聚 中心 ， 本社将取决于它的

基础结构是否能够兼容城市活力 。
注释

意识 中更 易 于得到识别和组织 ，

因 为它

在城市环境活力 的问题上 ， 来 自深 通过与视觉领悟的相关联的形 态
，
将城

曰初 办 且 故 曰 介 么水科士 ① 见维基词典 ，
市各个部分整合成为一个凝聚形 态的特

层机制的最大障碍是人们在社雜学中
征

，

从而达成 个城市环境的清晰性或

的不联系性 ，

“

我们在 世纪采用了没 ② 引 自 简 雅各布斯 （ 。 者
“

可读性
”

。 林奇认为 ， 城市的视觉品

有生命力的城市与建筑类型 而现在这 ③ 引 自 简 雅各布斯 （ 历 ： 弧。 质主要取决于城市景观表面的清晰性或

■眭曲蓀格激 吞曲们收寸木
④ 自 丨 紹年代以来 ， 伴随着现代城市危机 是

“

可读性
，

’
使人容易认知城市各部分

种建成环境教育我 将这 世界理解为
以及 内城衰退等现象 ，

大量的城市空间 并形成 个凝聚形 态的特征 。 因此可 以
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模式 。 为了扭转这 与设计 的研究逐渐从社会功 能角度来看 认为

， 城市肌理构 建 了 市民心 目 中的城

轴挡热 思？ 亦 〗抹 午诚南雜序 待逐渐老旧 的传统城市环境 ’
如 《交往 市意 象

，
使得城市中 的的街区 、

标志物

与 空陳 市并非卿 》 、 《 美目议 或是道膽糾 成力 个完整
的理解 ， 改变单纯依靠那种 自上而下式 市的死与 生 》 等等

’
其关 注 点在于传 的形 态 。

的控制与指令性的规划与管理方式 ， 从 统城市环堍中所拥有 的那种活力 因素 ， 引 自凯文 林奇著 ，
林庆怡等译 ， 城市形

邰舦
丨

、

丨
亩如韌贫 面如辄立的笛吆土 所探讨 的則是城市物质环境与功能 活力 态 北京 ， 华夏 出版社

，

的提升问题。 自 克里斯托 弟 亚历 山 大著
，
严 小婴

实现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 。 ⑤ 引 自 简 雅各布斯 （ 。 译 ， 城市并非树形 ， 建筑师 ，

在这样一种意图中 ， 城市肌理可以 ⑥ 引 自 克 里 斯托弗 亚 历 山 大 （
： 。

出丰 鈾 斗描此 丟 斗姑古叩 细 。 引 自 杨 盖 尔著
’

何人可译 ’
交往与 空

成为一种主动操作因素 ， 因为城市肌理
⑦ 阿尔 多 罗西 （ ： 。 间 ， 北 京 ： 中 国 建筑 工 业 出 版社

，

既是一种物理性的构成 ， 从而能够将城 ⑧ 从城市网 络的角 度来看 ， 城市肌理的要 。

市形态 、 交通技术和城市设计方法结合 素 可 以理解为 ： 节 点 ， 由 居所 、
工 同上 。

闩糾袖古 且 铀 坆仆
作 、 休闲 、 购物 、 餐饮等驻留活动所构

贼 ， 问时城市肌理又是一种网络化的
成 ，

具体表现 为 独立 的 建筑 与 户 外 空 。 转引 自

关联系统 ， 它不仅涉及城市 的空间结 间 。 路径
， 各类 节点之间 的连接栽 参考文献 。

构 计会结核 轩政结构 产粒结构
体

，
在这里 ，

所谓 的连接是功能互补节 ⑩ 座历 山 大在其 《城市并非树形 》
一文 中

点之间的连接 ， 而不是相似节点之间的 将这种状况 归 纳 为半 网 络
（

而且也链接这各种人群之间的差异互补 连接。 另外 节点之间 的步行通道不能超 结 构
， 所谓 的半 网 络结构

，

就是

的行为活动 。 出合理长度 ，
因 此

，
应 当是由连接 网络

“

当且仅当 两个相 互交叠的集合属于
一

个

可以认为 城市肌理是一种类基因 来■决定 孩■之 司 格局
，

而 是 合
’

卫■两者 集
期

，

如 同人造城市经常表现的那样 ，
节点之 于此组合时

，
这种集合的组合形成半 网

方式的操作 （倪勋都
，

因为城市 间的距 离 只取决于项 目 的规模
，

而不考 络结构
”

。 就所考虑 的城市而言
，

这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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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即 为 ，
不管 两个单元在何处 交叠 ，

此 ，

交叠 区域本身也是
一 个可认识 的实体

，

李晚西 ， 卢
一

沙 适宜 的城市街区 尺度初

因而也是一个单元 （ 亚历 山大
， 。 ， 探 山 西建筑

，

⑩ 加拿大科学 家凯叶 在其 《分 维漫 康泽恩 城镇平面格局 分析 ：
诺森 ，

步》
一

书 中较为形 象地解释 了城市 空间 伯 兰郡安尼克案例研究 定峰， 等 译

的分析原 则 ：
当走进某个传统城市区域 北 京 中 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 ， 刘代云 论城市设计创作 中街区 尺度的塑

时
，
可 以 看到居住用 地 、

工商 业用 地 、

（

，
造 建筑 学报 ，

开放空 间 和空 闲地等 用地类型 。 但是
，

每一种用地都不是纯粹的一类 用地
，

当

走进以工商业 用地为主的街区 时 ，
还可

—

以看到住宅用 地 、
工 商业用地 、 开放空

丨

陈彦光 中 国城市发展的 自 组织特征与判

间和空闲地
。
进一 而言

，

当从街区环 据 为什 么说所有城市都是 自 组织的

境走进以邻里环境 ，
从邻里走进以空闲

】
城 市 规 划

，

地为主的场所 时 ，
看到的依然是上 】

倪勤都 旧城更新 中街区结构融入城市肌

述各种 用 地类型 的组合
。 对此塞灵格勒 理 的 方 式 ⑴ 南 方 建 筑

，

斯认为
，
由于人脑 中具有分形模型的烙

印
，
因 此

，
对于城市的分析特征具有直

觉性的反应 （ 塞灵格勒斯 ，
。 杨 盖 尔 交往与 空间 何人可 ， 译 北

连通路径之间 的衔接 ， 其前提取决于有 京 ： 中 国 建 筑工 业 出 版社

差异性的或互补 的要素组合在 一起 ，

只

有 差异性的互补功 能之间 才有行为 的链 北 京 ： 中 国 建筑 工 业 出 版社
，

接关 系
，
如果没有差弄性或互补性 ，

那

么毗邻 的要素既 不会相互增强 ， 也不会 黄烨劾 ， 孙一民 街 区适宜尺度 的判定特 阿 尔 多 罗 西 城市 建 筑学 黄 士 均
，

被连接在一起
。

征及量化指标 华南理工 大学学报
（
自 译 北 京 中 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社

，

同⑨ 。 然 科 学 版
）

同⑥ 。

在亚历 山 大的定义 中 ’ 所谓的树形就是
“

对 于任何 两个属 于同 一组合的集合而

言
，

当且仅 当要么
一 个集合完全包含另 柯林 罗 ，

弗瑞德 科特 拼贴城市 童
一个 ， 要 么两者彼此 完全不相干 时 ，

这 明
， 译 北京 中 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

，

样的集合的组合形成树形结构 。

”

此定理 彼得‘ 尔 明 日 之城一部 关 于 世纪城
（

排斥 了 有 交叠集合的可能性 。 克里斯托 市规划与设计的思想 史 童明 ， 译 上
丨 丨

弗 亚历山大著 ， 严 小婴译 ， 城市并非树 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形
，
建筑师 ， 。 尼科斯 塞灵格勒斯 连接分形 的城市

同⑥ 。 刘 洋 ， 译 国 际城市规划 ，

同上
。

同⑦。 ，

分形特征还表现为构成要素之间的一致 简 雅各布斯 美 国 大城市的死与 生 ：

—

性和 自相似
，

这意味着不 同 的尺度的要 金 衡 山 ， 译 南 京 ： 译 林 出 版社
，

素可以通过某种层级对称 关 系联系在一
（

起。 在 最简 单的几何关系 下
，
同一种 图 ， ：

案缩小并 不断重复 ，
这样所 有尺度连成

了一体 。 在 更为复杂的情形 下 ，
具有法

力的城市里不同 尺度的结构 和过程本质 蒋涤非 双尺度城市营造——现代城市空
〉

上协作起来 。 大尺度上的一致性结构是 间 形 态思考 城市规划 学刊 ，
八

由小尺度的成分构成的 。 在几何意 义上

将不 同 尺度结 合成一 个相 互 作 用 的整

体 ， 动 力过程就发 生在这些 尺度之 间

塞灵格勒斯 ， 陈彦光
，

。
丨
卡 米诺 西特 城市建筑 艺术

——遵循 艺

同② 。 斯皮 罗 科斯托 夫 城市的形成
一

历 史 术原则进行城市建设 仲德 昆 ， 译 南

同⑥ 。 进程 中 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 义 单給， 京 东 南 大 学 出 版社 ，

译 匕 京 ： 中 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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