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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Jochen Noth著

本书重点展现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大连的城市规划策略。大连，这个在十九

世纪末殖民统治下按照欧式风格设计、修建起来的城市，今天必须面对中

国惊人的现代化进程的挑战。

本书选录了于2002年6月5日至6日在中国大连召开的中德第六次建筑与城

市规划研讨会上所作介绍和报告的一部分。通过它，我们将继续我们系列

专题会议的出版工作。这些专题会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中国和欧

洲城市的变迁进行了讨论。

本选集着重介绍一些中国规划师及建筑设计师的文章。在文章中，他们对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城市框架和二十一世纪经济与人口发展所需这两者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反思。这些文章的可贵之处主要在于它们反映了2002年中国

专业领域内的讨论情况。

从1898年到1905年，大连处于沙皇俄国的占领之下。俄国人在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的辽东半岛的南部修建了一个海军基地（旅顺港）以及一个民用深

水不冻港口。大连也在他们的

设计和建设下，成为了一个拥

有众多高层楼房、宽阔的街道

和大型广场的现代化欧洲型城

市。

日俄战争之后，大连在1905年

至1945年间被日本统治。在这

期间，日本人在俄国人城市规

划的基础上对大连继续进行了

开发。1945年，大连又被苏联

军队占领，直到他们1955年撤

离为止。

在1955年到大约1980年间的毛

泽东时代，大连除了工业建筑

和少数居民楼外，整个城市建

设陷于停滞。尽管二十世纪上

半页遗留下来的城市框架被毫无控制的人口增长和不合理的使用弄得面目

全非，但它们就像是被覆盖上了一层流沙，在本质上并没有遭到破坏。

随着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飞速的经济发展将大连市从城市建

设的沉睡中唤醒。像所有中国城市一样，大连也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盲目的整建时期，并给城市的历史建筑风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大连展览馆坐落于大连市中心。其独特球型建筑外表表现出了大连人对自己
足球队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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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其他城市所不同的是，在城市间的竞争中，早在九十年代初，大连

就在当时的市长、现任中央政府经济部长薄熙来的带领下，立足于大连独

有的历史特点，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发展地

区经济。这项于城市经济及声誉均大有裨益的

战略对大连城市建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位于林木茂盛的丘陵和大海之间

的优良地段得到了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另一

方面，对城市历史地段的治理及其功能的调整

也变得越来越审慎。

在中国国内的辩论中，本书所选录的中国作

者关于这种城市建设进程的文章有两点值得

关注：第一，它们表现了一种刚刚觉醒的、对

城市中历史建筑的兴趣。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

代的建设高峰时期，由于缺乏长远性规划，这

些历史建筑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第二，

它们也展示出一种全新的、在对待帝国主义列强早期在上海、天津或大连

等租界地内所遗留的建筑遗产问题上所持的客观的态度。在毛泽东时代，

这些历史遗迹曾几度濒临毁坏。作为民族耻辱的纪念碑，人们尽可能地对

它们保持缄默。这次在大连、以及类似的如在上海展开的讨论中，并且在

没有美化外国列强统治的前提下，这些历史框架和建筑被看成是自身现代

化进程史的一部分。如今，这种认识也为复杂的、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向

现代化工业及服务业社会过渡提供了基础。

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建筑师协会、亨利希·伯尔基金会、ski国际城市文

化协会以及来自会议举办当地的合作伙伴的协助下，中德建筑与城市规划

研讨会部分在中国，部分在德国举行。亨利希·伯尔基金会负责为德国方

面提供会议的资金。在大连，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也是举办单位之一。在

这里谨对大连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中国建筑师协会以及亨利希·伯尔基

金会在会议的筹备和进行方面所作的杰出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Jochen Noth

ski国际城市文化协会

2004年5月于柏林

位于机场附近的新住宅区，大多数的房间还没有人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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