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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街区人文主义复兴的道路品质提升思考 

 

 

梁立雨 

 

 

【摘要】从工业革命引发的现代城市化进程至今，人类已经逐渐认识到街道作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系城市生命运转和市民生活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让人类拥有更美好的城市生活，

从埃本尼兹·霍华德和柯布西耶以来，规划学者们陆续针对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质量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

解，众多先进的规划理念引领城市街道从诞生之初的泥泞小径发展到今天的生态海绵可持续绿色范式，街

道的规划发展和建设思路可谓集思广益汇聚了管理者和建设者的众多智慧。在当前中国城镇化水平逐步跨

越 60%大关，大规模的城市空间扩张和建设用地增长与局部小范围的城市更新工作正在此消彼长，道路交

通建设工作也从改革开放后首先为了满足机动车增量发展，逐步转化为重视慢行、生态效益和社区价值。

道路空间作为城市公共开放空间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城市生活大动脉的作用，也是市民生活公

共生活的物质基础，本文从交通发展沿革出发结合城市功能的变化，探讨基于街区生活振兴视野下的道路

品质化建设关键，指出要实现真正的道路品质其关键在于围绕“人”而不是“车”的角度来审视并优化街道

物质环境。 

【关键词】道路品质；街区生活；人文主义；智慧街道 

 

 

0 引言 

在欧美发达国家近百年来以汽车主导城市交通的思潮下，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方式对机

动车的高度依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城市规划发展走向技术主义模式（谭源，2007），强

调了功能效率和渐次更替的层级顺序，瓦解了封建小农经济时代守护相望的街区邻里关系。

随着近年来中国城镇化进入鼎盛时期，城市扩张蔓延到之前未曾想象到的规模，微观尺度下

的人居环境恶化、无视慢行需求、污染噪音和拥堵这类城市病已经从国外发达国家传染至中

国的社区街道，在现代数字化网络时代背景下加速了街区生活的衰落。一个个原子化的社区

居民个体在这样环境品质恶劣的街道下的步行，留下了作为信息生活碎片化时代的沉重注

脚。在中国的一线发达城市用了仅仅数十年的历史建成了其他发达国家城市用时超过百年的

现代城市成就下，而人地相争下 18 亿亩耕地红线和每个城市在加紧制定的生态控制线也直

接使城市在地理平面上的继续扩张蔓延逐渐成为过去式，高昂的地价和日益严峻的机动车通

勤和污染控制压力，城市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需要更加紧凑复合的城区和更有生活品质的

街区生活。这些因素，都促使政府主管部门研究新的规划思路：如何在有限的城市区域和街

区空间内，以微更新手段优化重塑街道物质环境——为现代技术主义范式瓦解的街区赋予新

时代的街区人文生活。 



2 
 

1 街道生活随着城市发展而改变 

通常上来讲当道路的两侧被建筑立面所围合，除去电影《大都会》和小说《1984》中所

描述的冰冷未来城市，建筑立面总会提供各种服务市民的功能，而这两侧边缘与建筑之间会

发生联系、关联和互动的城市道路被称之为街道。街道在现代城市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城市

开放空间的作用，街道的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文地理因素、社会组织形态，与市

民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在长期的封建农业经济时代，人们依赖驿马和城防兵卒传递市民信

息，牛马骡车在街道上搭建的生活物资运输线使城市生存，没有活着的道路运输传送功能城

市就不能生存。封建农业时代的城市街区和街道，是奔马走卒和市井贩夫奔走相告、市民交

头接耳打听消息的场所，是状元鲜衣怒马向乡亲父老展示的路径，也是物资流动的必经通

道。当早上升起的太阳将光芒从东门洒到西门，穿着绫罗绸缎或锦衣叠绣的中高权贵和衣衫

褴褛的粗麻包衣熙熙攘攘行走在斗拱瓦楞之下夯实的土路上，人们时而伸长脖子探出脑袋观

望和打听街头巷尾的流言蜚语，时而三三两两聚着议论帝国的兴衰和民生，再买上斗米尺布

回家便日落而息，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周而复始，这就是传统而无定式的街区生活，这就是街

区人文主义诞生的基础和土壤，市民通过口耳相传的交流，再结合生活物资的流动构成了生

生不息活着的城市。封建时代的街道人们还没有什么交通工具可以远远地甩开街道并脱离市

井生活，但在机动车时代人们可以跳进自己心爱的私家车中，关上门窗屏蔽外部发生的一切

事情，然后踩上油门就能轻松地甩开街区的羁绊，街道中发生的一切事情与大部分市民毫无

关系，街道也不再适合市民三三两两停留社交，人们开始只关心车辆空调和车载音箱是否适

合享受，道路是否畅通而不拥堵，至于街道是不是便于行走是否值得逛一逛，关心的人已经

越来越少。当市民生活逐渐被压缩到“点到点移动”的模式后，从住宅到办公地点，再到购物

中心和娱乐场所，周而复始要求过程简化加速，街道只被当做“点到点移动”过程中不得不

走的通道（让我们设想一下未来，假如空中有很多透明的输送管道的时候，街道一定是不需

要的东西），街道上的一切喜怒哀乐只不过是车窗外的背景而已，街道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少，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也逐渐减少，街区人文主义诞生的土壤越发贫瘠。 

2 封建时代的街区人文思想 

中国的道路在封建时代是朝廷征发民力物力但又回馈百姓的少数公共工程，相比远在边

陲每日依靠之对抗游牧民族的万里长墙，道路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春耕秋收风物宜人竟

在路侧，莘莘学子负籍进京，伴随着柴火饭香的人间烟火随着渺渺炊烟飘入云端。春秋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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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夏、商城市路网布局大多自由蜿蜒随地形和水系曲折，宽度和走向基本沿用氏族部落时代

走出的土路并加宽而成，谈不上严谨的规划。《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

下,必于广川之上”，即点明了早期城市布局与自然条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也强调了高度

的实用主义。秦咸阳的神秘主义规划布局，则象征着更为浓厚的天人合一和对上天的崇拜。

自由形式的路网至今可见，比如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的重庆市、汉水长江交汇的汉口市，商

业繁荣人口稠密，其城市生活靠近河道码头依赖航运，道路多自由曲折且历经朝代更替空间

格局保留至今，组成了城市的肌理。《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中国在春期时期对城市道路等级、朝向和宽度等技术规范都有

了较为明确的要求，这一方面是考虑了王权、礼仪的因素，一方面也考虑了战争防御时候的

马车交通需要，对人行需求考虑极少。但这类严格按照规范建设的城市道路因生产力低下，

往往只能在内城（子城或宫城）实现，也并非为广大市民所设，比如曲阜鲁国古城遗址、燕

下都遗址等。汉代长安城因长乐宫和未央宫建设在先，城墙修建在后，单一街区尺寸较大，

导致城市道路难以形成便捷互联互通的网络关系，商业活动仅局限在集中的街市进行，规划

模式凸显严格的等级和管理。曹魏邺城时期，结合文献和考古发掘可见城市的道路路网形成

严格的格网关系和中轴对称，对中国后期城市建设影响深远，街区有严格的坊里制度，对道

路等级、宽度、走向的严格要求最终仍多出于王权、礼仪和战争防御的目的。公元 582 年宇

文恺规划隋唐长安城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瑰丽成就，城市路网采取严格的方格网加中轴对

称形式，坊里街区大小整齐划一，道路按照东西南北朝向功能不同宽度也有明确区分，中央

朱雀大街据文献和考古发觉其宽度有 150 米并且两侧种植柳树以形成绿茵，路边还有简单的

排水沟（御沟），最窄坊里支路宽 25 米，这一方面有生产力大发展的因素，一方面开始对街

道的交通通量计算（万国来朝车水马龙，人口过百万）、视觉轴线廊道作用、生态功能（防

尘）、维护管理的便利性已经有了充分认识。值得一提的是在王城以外比如手工业城镇，其

街道更早突破坊里制度成为具备发达商业功能的街道，比如陶瓷业为主的景德镇、四川自贡

盐市等。宋代商业文明发达引发坊里制度逐渐解禁，街道面临空前繁华的大发展，《清明上

河图》所呈现的东京汴梁城作为漕运重镇，商业繁华沿街设店早晚营业，街道空间在保持方

格网的前提下与河流走向有机结合，首度出现了繁华的沿河景观性商业大道，而其他小街道

空间则在空间细节上自由地随瓦舍建筑屋檐有丰富的变化。汴梁作为首都和商业中心的功能

使其城内建筑密度非常大，因此除了官方有组织的消防巡逻以外，还有专门的街角瞭望台进

行治安监控，已经具备现代街道管理雏形。宫城前御街长且宽，两旁有御廊（建筑灰空间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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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遮荫），街面有木栅栏分隔三个等级的车道（考虑交通系统管理），御沟被继承下来

（排水清洁），街道不单要考虑面子（仪式感），还要考虑里子（使用功能）。刘秉忠规划元

大都依托平坦的华北平原形成较完美的方形和方格网布局路网，全程道路除了维系城市管理

和皇权连接外部需要的 25 米左右宽度干道以外，出现了以“胡同”为代表的 6~7 米宽住宅

区支路，而且多以适宜建筑南北朝向为主设置为东西朝向，显然对街道的交通通行容量计

算、经济适用性、气候条件适应性都有考虑。青瓦粉黛下王侯将相也离不开这样的胡同，胡

同是浪漫故事和阴谋诡计的酝酿地。 

3 从工业时代进化到信息时代的街区生活 

当近代内燃机私家车诞生并普及后，抛开城市规划布局的范式变化不谈，单就街区道路

而言其功能和市民的生活方式则开始加速嬗变，高速飞驰的汽车使街道不得不拉直加宽并区

分出快慢，好确保机动车的快速奔跑不至于威胁行人生命，而愈发增大的建筑密度又不得不

要求街道空间进一步向道路红线两侧退开，于是现代技术主义街道携裹着功能优先的外衣将

原来混乱但统一的街区形态和生活方式重新改写，高架桥和八车道以上的快速路将城市从平

面和空间上切割成难以产生联系的几个“规整的”街区，机械功能主义主导着城市规划将街

区生活转化为用地到用地之间的“移动”，而那些不使用机动车通勤的步行行人，和这些行人

在街道上必要的“移动”过程，则几乎被规划师和交通专业人士忽略。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

人居环境恶化的城市，市政当局和规划师琢磨出增加公园和广场并景观美化道路的做法，但

却完全忽视了这些本就为民生所设置的公园和广场与周边街区的联系，市民花费十几分钟如

同蝼蚁一般从桥洞下穿越宽阔的快速路就为了在这些公园广场上晒半小时太阳，而景观美化

的道路则完全考虑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角度，步行的市民仍然只配拥有逼仄狭窄的人行道，

还要与不断隆起的大树树根争夺行走空间，这成为我们改革开放至今城市街道的缩影，街区

生活氛围支离破碎缺乏必要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联系，甚至连安心地行走在街道上都是

一种奢侈的行为，可以说街区生活荡然无存，这不是人文主义的街道，而是机械主义的街道。 

但是，工业时代内燃机汽车主导的城市规划和道路情况，仍然不是最终形态。随着工业

时代从 1.0 发展到 4.0 至今，技术的革命随着 5G 网络的逐渐铺开从未来走进现实。从第一

次世界大战至今小汽车从诞生到普及到改变街道和城市的形态，从梅赛德斯奔驰第一辆内燃

机车下线到柯布西耶忧心忡忡地提出将街道生活架空进而与机动车分离，用时数十年年。而

手机从诞生到全面影响生活进而影响到街道的生活需求，用了还不到十年，街道上很多商业

店铺就面临着“不需要”的境地——以往人们总要在上班之余换上休闲装下楼去店家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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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现在只需要在舒适的空调房中点几下手机屏幕就可以替代，既不需要顶着风吹日晒

也不需要被路上的电瓶车和小汽车威胁到人身安全，长者妇女也不需要在街头巷尾聚集，坐

下用手机翻越几下就能得到各种绯闻轶事，街道既不需要口耳相传的交流也不需要行人携带

生活物资的流动功能，而在近年来这一情况愈演愈烈，在快节奏而繁忙的城市生活中快递外

卖电瓶车、各色共享单车已经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忽视中的一员，市民对街道的各种需求，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时代信息经济的搭建则有力地压制了工业化扩张的步伐，

依赖计算机和网络进行生产的无烟工业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宠，市民不单因为购物和会友不需

要依赖道路交通（就其个人而言），而甚至连工作都可以家庭 SOHO 化，街道的功能在散步

休闲的方面愈发受到重视，因为当街头巷尾以往的商品面对面式的营销业态逐渐成为过去，

生活物资交换功能应逐步让位于更具随意性的休闲生活功能，比如说市民能在轻松的散步过

程中轻松地买回一杯珍珠奶茶、可以沿街坐下玩手机刷微博的街道才是好的街道，时代发展

的洪流携裹着市民对便利生活的诉求更高，而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重新塑造了街道的功能

及其物质形态，这就是新时代的人文主义，其积极意义丝毫不亚于佛罗伦萨街头当年为市民

行走便利而修建的连续性柱廊。 

4 结尾——城市 TOD 化的街区生活振兴机遇 

未来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无从得知，比如电影《第五元素》中，主角的生活物资纯靠“垂

直管道”送达，而买个热狗则只需电话预约即可开窗直取，市民的慵懒和极度简化的生活可

见一斑，他们甚至不需要步行出家里就可以活着。或者说能源的消耗已经难以为继，赖特的

广亩城市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成为未来的样子，市民不得不回到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农耕生活，这些城市的形态毕竟超出了规划工作者的工作范畴。而就近几十年内而言，城

市的大规模扩张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永远存在的事物，哪怕是在国土辽阔而且在工业时代尚且

年轻的中国，很多一线发达大城市也已经面临用地枯竭和城市内向更新的挑战，如何更好地

更新那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街道？随着在上世纪 1996 年形成的《新城市主义宪章》，新城

市主义者从城市区域的高度再到街区邻里的层面，强调了重塑街区邻里功能作为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手段，规划部门开始重视功能良好且完善的街区与城市如何共存的问题——什么是可

持续发展？是否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就称之为可持续发展？答案并非唯一，而人文主义的复兴

和可持续发展也是重要的一环节，街道和街区必须更便于行人步行并且方便地利用公共交通

进行通勤和外出，否则街道和街区终将成为生活的终点——如果街道不方便出门，人们也可

以不出门，如果街道上没有人，那就不被称之为城市公共空间，而城市公共空间和社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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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则决定了城市的组织形态，要振兴城市就要先振兴街道，这是当年的简·雅各布斯大声

呼吁的，而这种理性的声音在美国工业化大扩张和郊区化运动下反响寥寥。而 TOD 化的城

市在当前中国的网络经济发展模式下，重新迎合了低碳绿色出行的可持续发展方向，还帮助

着饱受高油价和停车难之苦的市民有勇气继续在城市中生活，TOD 化的城市街道可以让机

动车的通行优先顺序可以被降低到行人之后，即便街道成为了被智能手机间接改变的公共场

所，尤其是当高密度发展下城市用地的紧张使属于市民生活的公园和广场日益缺失，市民仍

然有机会可以从街道的三维空间中得到愉悦身心的散步和休憩，那么街区的生活依然存在振

兴的希望。以往的街道功能在信息时代可以说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不尽然。当 TOD 化

的城市不再依赖机动车进行大量的通勤交通后，城市街道可以借助微更新重新赋予其有特色

的人为主义内涵，城市街道不再是“视觉艺术”来强调三维空间的视觉质量，而是作为稀缺而

必不可少的公共空间起到其“社会作用”，让市民在街道空间中进行各种社会行为的重塑，而

街道的微观形态也会被这种重塑的社会行为影响，从而成为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空间

（吴放，2014）。人文主义不必守旧于红砖白墙或雕梁画栋的建筑元素，能满足人生活的街

道就最好的街道，那样的街道中人文主义自会从中诞生并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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