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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东北曾一度是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建设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 ,
诸如田园城市、区划控制、功能分区、邻里单位等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理论与思想在东北
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均有明确的贯彻与应用。长春、哈尔滨、大连等东北主要城市，至
今依然持有 “田园城市”“东方莫斯科”“东方巴黎”等昵称，展示着独特的城市空间特
色。本书运用城市形态学的研究方法，选取了东北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依据城市形
态的相关理论，对结构布局、路网形式、广场设计、街道控制、街廓肌理及景观绿化六
个主要元素进行分析，对近代东北城市的形成及演变进行解读，阐述西方近代规划的思
想理论、设计手法和法规机制对近代东北城市形态的影响，以更全面地认识东北城市规
划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城市保护更新、历史理论研究、规划设计实践等具有重要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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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百年印记

一直以来，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城市规划的历史价值，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被

严重地低估了。

清末民初，中国东北地区的治权纷繁多变，更有俄日等列强的干预侵入。期

间，竟是东北地区城市空间格局的初创时期，出现了很多具有近代城市规划特征的

城市范例。在近代东北城市的形成中，诸如田园城市、功能分区、邻里单位、区划

管制、建筑法规等西方近代规划理论，均有相对直接与相对完整的贯彻和实施，从

而奠定了东北城市相对独特的空间结构与景观格局。而在当时，中国关内的绝大多

数城市尚没有条件开展如此系统的规划设计工作。

一般而言，城市规划的历史价值包括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即城市空间的组织

结构、景观格局、形态肌理、建筑风貌等方面的显性特征，以及城市建设管理中的

典章制度、法规条例、技术规范、行业标准等一系列隐性制约。近代东北地区的城

市规划，在上述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均表现出较为突出的价值取向。

岁月流逝，东北城市历史价值的显性特征已逐步褪却，隐性制约则渐为传说。

尽管东北主要城市至今依然持有“田园城市”（长春）、“东方莫斯科”（哈尔滨）、

“东方巴黎”（大连、哈尔滨）等昵称，然而其城市空间风貌并未得到有机延承，而

是和中国其他城市一道，面目逐步趋同。因此，重新辨析近代东北城市规划的显性

价值，对于城市历史文脉的保护，就越发显得必要了。

近 10 年来，国内外城市形态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是对于中国东北近

代城市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缺少必要的发掘。因此，作者试图在城市形态研究领

域、以城市规划设计演变为脉络，依据城市空间形态元素的构成关系，运用分类综

合、横向比较、系统梳理等思辨方法，对近代东北主要城市的规划设计案例进行类

型剖析，似抽丝剥茧、溯本觅源，以检视规划设计与空间形态的原始关联，从而准

确认识近代东北城市空间格局的本源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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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东北主要城市具有相对明确的近代城市规划理论背景与实践基础，

突出表现为空间结构完整、景观风貌明确、街坊尺度亲切、街道空间密植、功能分

区清晰、区划管理严格、建设法规齐备等近代西方殖民城市的基本特征。正是如

此，东北城市形态肌理的历史演变，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表现出较大不同。由于

历史原因，东北主要城市并非以中国传统封建城市的空间范式为基础，因此其核心

区并未呈现出强烈的粗放性规划和自发性生长等特点，反而透射出西方近代殖民城

市形态肌理的原始特征。今日东北城市的许多传统广场，还依然遵循着西方古典主

义城市设计的美学原则。

经验证明，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城市在不同的

历史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城市形态特征。它们不断拓展、相互叠加、逐步渗

透、彼此积淀，从而展现为当下城市建成环境的表象特征。东北近代城市发展的特

殊性，已然成为其城市空间结构的底层印记，并具有城市形象和城市性格的重要标

识作用。遗憾的是，我国近 60 余年、尤其是近 30 余年的城市建设所产生的城市景

观，堆叠于东北近代城市格局与风貌之上，从凸显生产功能到追逐经济利益、从忽

视城市文化到臆造空间品牌、从价值空间的自然退化到传统肌理的恣意裂割，在很

大程度上掩盖了近代东北城市历史文脉的原真性。

归根结底，无论基于何种价值标准，近代东北城市规划与建设受到西方文化的

直接影响，是不存争辩的事实。文化的竞争、碰撞、冲突、侵入与文化的吸引、交

流、借鉴、融合均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基本现象，都一定在城市发展中留

有坚实的痕迹，也都注定成为城市实体的客观遗存。对于东北近代城市空间格局进

行城市形态方面的研究，具有城市保护更新、历史理论研究、规划设计实践等方面

的重要参考价值。本书的意义即在于此。

是为序。

                                                 孙晖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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