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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小的是美好的———

我们需要能够用脚行走的城区 ! 李振宇

! ! !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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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 当

今的物理学家'计算机学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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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还是开车的人( 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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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尺度%的理解变化&

不断变大的街坊肌理

中文里“美”字是由“羊”和“大”构成的，可
见“大”有多么重要。在工业化社会之前的漫长
岁月里，人们对“大”的建筑和城市充满了期望
和敬畏。《周易》里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
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
壮”；《周礼·考工记》里描绘了对理想城市的图
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
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北
京紫禁城以超过 "公顷的面积成为中国古代城
市最大的一个“封闭街区”出现在城市中央，巴
黎郊区凡尔赛宫和花园以更大的面积出现在城
市的边缘。

#$世纪初，现代主义建筑的出现，以柯布
西耶（%& '()*+,-&)，.//"!.012）“光辉城市”（又
译为光明城市）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理想，影
响了几代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这个影响把
“大”的城市街区送入了寻常百姓家。

.03$年代的上海，可以看到里弄和高楼大
厦在交错生长。如果那时的街坊做一个统计，大
概每个街坊的尺度在 2$4.2$米左右，每一平
方公里的范围内大概可以统计出 /$4.$$个街
道节点。.0/$年代初，高楼继续建造起来，而城
市细密的肌理依然存在。到了 .00$年代，城市
开始“长大”，不仅高度在长大，街坊肌理也在变
大。到今天，城市街区的尺度动辄 5$$米42$$

米，在上海的中心城区边缘，人的尺度已经变成
了车的尺度了。

无独有偶，在西方的大城市，例如柏林，城
市原来也由与人的尺度比较接近的单元组成，
每个街坊 .$$到 6$$米。对 .06$年代柏林的城
市肌理进行分析，每平方公里可以达到 /$个左
右的街坊节点。

二战以后，与现代主义建筑相匹配的生产
力、与现代主义思想相吻合的交通和生产方式改
变了城市。.02$年代开始建设的东、西柏林，虽然
在两种不同的城市管理模式下，却同样产生了迅
速扩大的尺度变化。东柏林的卡尔·马克思大街
街坊尺度达到 3$$米左右，而西柏林的汉莎小区
高层住宅与道路没有对应关系，麦柯西斯小区建
筑高度达到 /$米，长度 3$$米以上。
大尺度的城市街区建设大大提高了土地利

用和住宅建设的效率，改善了阳光通风绿化等
功能需要。然而，大尺度的街区空间带来了一系
列的问题：车辆交通压力大，街道生活的多样性
逐步消失，街道退化为道路，步行变得越来越困
难，居住和就业分离的现象更加严重。于是，回
归城市小尺度街坊的探索开始成为许多建筑
师、规划师努力的方向。

重归街坊之争

在回归小尺度的反思过程中，德国著名建
筑师克莱胡斯 （7(,&8 9:+; <;&-=+&,，.055 4
6$$3）在 .0"$年代做了一个尝试性的设计。西
柏林 >?@6"$街区是一个围合式的街坊，五层
高，四面围合，内部院落在四个转角处向城市开
放，住宅是单元式连续布置。这就是我们今天提
到的“小街坊、窄马路、密路网、开放街区”的原
型。他当时提出了三个口号：（.）住在城里，;-A!
-BC -B D=& E-DF。（6）批判的重构，向传统城市学
习，把空间关系学过来适应当前的生活方式，进
行重构。（5）谨慎的城市更新，必须遵循城市原
有的特质。

在随后他领导的柏林 G@H（国际建筑展，
.0/34.0/"）邀请了世界数百位知名建筑师参
加柏林的城市设计、建筑设计和更新设计。他们

总结规律发展并提出了几条方法：（.）
小街区，小到 .$$米左右或者 .$$米以内。

（6）高密度，提高建筑覆盖率，保持城市街道生
活。（5）形成街坊沿街界面的连续，形式上是闭
合的，而空间上对城市开放。（3）确定了 66米
的檐高和 66米街道的宽度。

建筑师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尺度，
站在这边可以看到对面是谁，过马路也只需要
不到 .分钟就可以。66米在克莱胡斯的心目中
是一个黄金数字，在柏林可以书写一段历史，
改变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对城市、建筑、住宅的
观点。众多建筑师与他一起做了充分的尝试。
例如，由不同的建筑师在里特大街做了 66米
檐高、有院落、遵循原来的街坊结构的居住混
合的理想。到 .00$年东西德合并后，建筑师克
里尔 I J(* <)-&)K 主持了柏林附近 <城的规
划和建筑设计，他致力恢复中世纪小城的空间
语言，造了一座小尺度的城市；这个 00公顷的
小城，差不多每个街坊不超过 .公顷，每个街
口距离，都在 .$$米之内。
但是在 .0/5年筹划 G@H的时候，一位应

邀而来的法国建筑师鲍赞巴克（'=)-,D-:B L&

9()DM:NO:)E，.031P）却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同
意小街区、高密度，窄马路，但是他认为形式不
应强调闭合。另外，他认为不能把现代主义的
所有成绩都扔掉而重新回到中世纪的传统城
市，因此要允许高度的增加，允许参差不齐。

鲍赞巴克没能说服克莱福斯，愤而退出
G@HQ。.6年后，鲍赞巴克在巴黎左岸十三区再
往东的马塞纳，主导了一个开放社区的建设，
首先街坊不是闭合的，其次有高低错落，地块
也非常小，小到几千平方，大不过 .公顷。

对比一下克莱福斯和鲍赞巴克，两个人虽
然意见不合，但是有共同之处，就是把城市街
道、街坊尺度控制在人步行可达范围内。传统
城市是与人的尺度相关的，所以一般来说表现
为细密的特点，但是人们一直在追求大、壮的
过程。到了现代主义，我们有条件实现更大的
尺度、功能分区，甚至以车为本。今天我们又开
始重新思考，回归近人尺度，重塑街道空间，探
索开放街区，这个历程从欧洲到中国，整整经
历了将近 5$年的历程。

从都江堰到临港

我和同事们在过去的 6$多年中，做了很
多的新城区城市设计，住宅区设计，也做过个
别非常大的街坊。当时很多人觉得，大比较好，
大完整、大整体。现在看来，大的问题已慢慢出
现。首先交通会出现问题，因为没有办法以步
行 2分钟或者 .$分钟的方式出行，所有居民
要以车为本；其次，街坊大了以后，周边的街道
消失了，都变成了道路。街道的生活会变得单
调，街道空间没有充分利用。
我们对回归小尺度的解答是：低层高密、

功能混合、小型街坊，以及密窄路网。但这些并
不是唯一的解答，而是我们今后需要持续补充
和探索的。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中，
由上海市援建的都江堰“壹街区”（6$$046$..）
由同济大学教授们组成了设计团队。总规划师
是周俭教授，总建筑师是吴长福教授。另外蔡
永洁、黄一如、李麟学、李振宇、王一、谢振宇、
徐干、庄宇八位教授分别设计了不同的街坊，
采用了小街坊、围合式、密路网的方式，以多层
为主，形式多样。一个平方公里的用地，形成了
近 5$个街坊。几年过去了，在今年 /月，我回
访了都江堰“壹街区”，看到了街道空间的连续
丰富，和街坊内部院落的多样。这是一个能够
用脚行走的城区。

6$.6年，在规划局领导专家的支持下，小
街坊的设计理念又在上海临港新城 1H街区限
价房项目尝试了一次，被评为“我最喜爱的保
障房”。围合式、小街坊、密路网、窄马路。虽然
在实施过程中有好多想法没能实现。但是，当

我在飞机上飞过临港，看到小街坊逐步
形成的时候，感到以前付出的种种努
力，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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