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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说

城市街区
回归“小而美”

C H E N G S H I  J I E Q U

H U I G U I  X I A O  E R  M E I

文字统筹_刘  珺（本刊记者）

近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多以中国式“宽马路、大路网”格局为主，道路

毛细血管少、微循环较差，导致交通可达性差且城市路网效率低下，也给城

市人带来出行距离长、“中国式”过马路难等诸多不便。针对“宽马路、大

路网”弊病，2016年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优化街区路网结构，树立“小街区、窄

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在这样的指导理念下，人们越来越意

识到，城市建设要回归传统，应以适应人的尺度、小而美的街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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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尺度的大与小

从宏观而言，整体的社会思潮影响着城市尺度的

大小。可将上海与柏林做一对比。在20世纪40年代的

上海，可以看到里弄和高楼大厦交错生长。据统计，

20世纪40年代，在陆家浜路，每平方公里可以达到89

个左右的街道节点；到20世纪80年代，高楼继续造

起，而细密肌理仍然存在；再到20世纪90年代，城市

不仅高度变大，街道肌理也在变大。而在柏林，原先

城市道路也由与人的尺度比较接近的大小单元组成，

每个街坊尺度约在150到200米。对20世纪20年代的柏

林城市肌理进行分析可知，其每平方公里达到80个左

右的街道节点。

但是，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建筑师改

写了城市历史。跟现代主义建筑相匹配的生产力，跟

现代主义思想相吻合的交通方式、生产方式改变了城

市。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设的东柏林和西柏林，虽

然有着不同的管理模式，却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尺度变

化。如东柏林卡尔马克思大街，每一个街区的尺度达

到400米×400米，而西柏林汉莎小区的街区都没了，

整个汉莎小区就是一个街区。法兰克福聚集了德国最

多的高层建筑，其又是大尺度与小尺度互见的，有

传统的街坊，尺度在100米左右，而远处街坊开始变

大。洛杉矶城市中心是高层聚集的地方，越到外面就

越平、越缓、越散。首尔则将低矮的、原先的城市尺

度与新插入的大尺度并置在一起，同时将原来有山头

的地方留下成为城市公园。而在中国上海，街区经常

可以出现四五百米的尺度。并且，从徐汇中心区开

始，越过黄浦江，看向南浦大桥、世博场地等，城市

尺度便越来越大。

1.

2.

1.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老城。

2.20世纪80年代的上海。

3.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

3.

反思与探索

如何反思与探索？20世纪70年代至90年

代，受到德国著名建筑师克莱胡斯的影响，

国外一些建筑师进行了一系列实践。

克莱胡斯于20世纪70年代在柏林进行相

关实践之后提出了三个口号：“住在城里，

批判的重构，谨慎的城市更新。”这意味

着，要让人在城市当中生活，要向传统城市

学习，把它的空间关系学过来，适应当前的

生活方式，进行重构，并且要谨慎遵循原有

的特质、规律来发展。其中包含几条城市更

新的原则：小街区要小到100米甚至100米以

内；需要形成高密度，以促进街道生活；要

形成形式上的封闭、实质上的开放。与此同

时，他认为22米是一个檐高黄金数字，街道

断面最漂亮的是街道22米宽、旁边的房子22

米高。克莱胡斯与160多名建筑师一起，在柏

_ 德国建筑师克莱胡斯。 _ 里特大街住宅。

林做了充分尝试。如由不同的建筑师在里特大街做了22米檐

高、有院落并遵循原来的街坊结构与居住混合的理想的住宅

组群。

到 2 0 世 纪 9 0 年 代 ， 卢 森 堡 建 筑 师 克 里 尔 建 造 了 一

座具有欧洲传统城市空间特征的小城科尔希斯特费尔德

（Kirchsteigfeld），简称K城 ，是人工造的1平方公里的小

城，规定22米，坡度20到22度。克里尔倾心于小城街道空间

的组织，密实的街坊网络和几十种不同的街角空间处理形成

了与当代其他小城镇完全不同的城市空间，形成局部的可识

别性。街道网络在城市空间中被强调，形成135个小街坊，住

宅基本按照街坊周边式布置，街坊的位置、形状在小城空间

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也有建筑师有异议。如翁格斯，一个著名的德国理性主

义建筑师，他认为一些硬性规定太死板。翁格斯考察了欧洲

中世纪的小城规律，选择了33种不同的转角，把这些转角都

用到新城的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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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科尔希斯特费尔德图底关系。

_ 科尔希斯特费尔德局部鸟瞰图。

_ 科尔希斯特费尔德马蹄形广场。

_ 法国建筑师鲍赞巴克主导的马塞纳开放社区。

另一位法国建筑师鲍赞巴克，同意克莱胡斯关于小街区、高密度的观点，但

在开放社区、高层住宅方面并不赞成。他认为，形式不应封闭，可以开放，不光

管理开放，形式也开放；也不能把现代主义的所有成绩扔掉，不可能重新回到中

世纪的传统城市，要允许高度增加，不能严守22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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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高低错落，地

块也非常小，小到几千平方米，大不过1公顷。

不管怎样，在这些建筑师的探索中，把城市街道、街坊尺度控制在人步行可

达范围内，是一项共同的追求。

回归小而美

传统城市是与人的尺度相关的，一般来说表现为细密的特点，但是人们一

直在追求大而壮的过程。到了现代主义思潮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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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花费了将近30年的时间。

“低层高密、功能混合、小型街坊，密窄路网”，是今天的中国城市特别需

要补充和探索的，可以向香港借鉴一二。受西方规划理念的影响，香港路网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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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布局采用的也是“窄马路、密路网”和小尺度街区的模式。与内地的许多城市相比，香港道路

总体来看宽度不大甚至狭窄，但是路网密度大，支路与步行系统发达，提高了交通通行效率并且

创造了小尺度的街道空间。香港的街区（以九龙半岛和港岛为例）多呈现矩形方格网的形态，短

边约40到70米，长边70到200米不等，街区面积虽小，但沿街商业面积大，可充分满足商业需求。

街道是香港市民使用频率极高的公共空间，展示了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同时作为公共空间

又充分激发了社区活力。如庙街作为香港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大批游客前往。当地居民也表

示，他们会在街上用餐，即使是非用餐时间，他们也喜欢在街上度过闲暇时光。这种全天候欢乐

时光，正是鲜活公共空间的体现。

当然，香港模式也并非绝对科学的形态和标准。“小街区、窄马路、密路网”的推广还需要

我国在今后的规划建设中寻求总结适合国内情况且切实可行的方式。

_ 香港庙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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