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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进化链与城市文明网初探

——试论地域文化的发掘和它在城市设计中的地位与作用

曹群英  曲云英著

建筑是城市的主体，城市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产物，不同的城市由于其天象、

地理、历史、民俗等多种原因构成了不同特征的地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

进程中，正是这些不同地域特征的文化使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使人类生活

充满了魅力，因此研究地域文化是研究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座城市—大连为例，它未来的发展进程与其固有的

地域文化有紧密关系，只有处理好这个关系，大连才能建成真正的现代化

城市。大连的地域文化是由近几百年陆续兴建的建筑和它与周围的广场、

街巷、绿地、小品等形式的城市空间构成的，本文以大连建市前五十年间

的建筑，即通称的近代建筑为题，希望从这一个侧面探求大连发展中的一

些问题，原因是大连的近代建筑有较好的留存，较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和较

高的水平，我们把它作为大连地域文化的代表就可能抓住了大连发展的脊

梁，让大连的城市发展始终纳入文明轨道。

如何把握大连近代建筑的脉搏，我们提出城市进化链与城市文明网的概念，

目的是既便于论述总结，又便于开拓发掘，也便于进步发展，我们的概念

带俄罗斯风格的街道。这儿的建筑都已经拆除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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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仅是初步的，尚不完备，视角也可能有所局限，希望各位同仁给予订

正。

1  的城市进化链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类科学进步的重大成果之一，信在他那个领域有划时

代的意义，而且影响着诸多科学领域的思维模式和方法。现在人们已经建

立了生物链理论，于是有了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建筑

遗产保护是社会科学范畴内的问题，但借用生物链的理论，几千年的建筑

史也存在着一条链，我们称之为城市进化链，对于一个城市而言，这条链

越完整，它发展进化的轨迹就越清清晰，无论从城市研究的视角还是从城

市景观的视角看，这条链都有着极高的应用价值，象生物链一样，如果缺

少了其中的一环或几环，这座城市的平衡将遭到破坏。

现在来看大连，大连建市有百年历史，虽然与北京、南京等四大古都（或

六大古都）相比十分年轻，但比建军国后的诸多新兴城市，它又有着令人

羡慕的辉煌建筑历史，因而也就有一条值得骄傲的城市进化链。（如果从

大连的行政区划看，起点就可上溯到千年前汉代在大连金州区建立的政区

——沓氏县。它的进化链也就更长，更复杂，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筑以木构

为主，较难跨越自然变迁与社会动乱，只有近代才渐渐改变。）我们梳理

大连的近代建筑，按李伟伟先生的观点可以分俄国殖民期（1898-1905），

日本占领初期（1905-1931）和晚期（1931-1945）三个阶段。若分析大连

城市百年的进化链，还可以再延续出建国初期（1949-1980）和改革开放

时期（1980-1998）。

以建筑为代表讨论城市进化链，一方面是因为建筑本身包容性强，它包容

了政治倾向、社会习俗、科学技术等许多方面，另一方面，建筑有形象，

比较直观，也便于讨论，我们称建筑是城市进化链的核心或代表也不为

过。大连近代建筑史的三个时期都有代表性。实物保存至今，俄国租借期

的市政府办公楼（现旧大连自然博物馆）、旅顺关东都督府、旅顺俄国陆

军将校会馆（现旅顺博物馆）等，都反映了折衷主义思潮下的俄罗斯传统

风貌，如四坡尖顶，火焰式山花，边续券廊，复杂细腻的凹凸雕饰，而到

了日本占领初期虽然依旧是折衷主义思潮指导建筑创作，却加进日本建筑

师对这一思潮的理解与诠释，以中山广场（当时叫大广场）周围的建筑为

例，民政署厅舍（现大连对外贸易局）、大连市役所（现大连财政局）、

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行（现中国银行大连分行）、大和饭店（现大连宾

馆）等都更接近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或大的穹顶，或高耸的尖塔，

五段式墙身划分，窗楣、山花等与俄罗斯风格相比渐趋于仿欧古典样式，

应该说更国际化了。日本占领晚期的代表作从大连火车站、大连市场、关

东厅舍（现大连市政府）等建筑上可以看到国际上的现代建筑思潮也影响

到大连，简洁的几何形体、平屋顶、马赛克贴面装饰等新颖的外观表示

“接轨”的迹象已经更加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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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简单的论述中，我们得出如下几点结论：①大连城市进化链有着鲜

明的从封闭的古典样式走向流畅的现代样式的内在联系。②城市进化链完

整保存使大连的城市景观层次明显，脉络顺畅，变化丰富，过渡和谐，由

此建立起来的城市文明形态具有深邃的内涵，也就具有更持久的艺术魅力。

③讲座和研究大连的近代建筑发展变化历史，有助于探讨大连建筑未来的

走向。大连的城市进化链中保存着许多尚未完全发觉的信息资源，比如仅

以建筑风格的演进而言，它的第一次“接轨”难道不正预示了第二次“接

轨”吗？（指大连百年史的后五十年中从苏俄式向国际式的演变）如果我

们再细心研讨建筑的平面布局，结构技术的应用以及心理和生理等各方面

的问题，还会有更多更有趣的发现。

2 大连的城市文明网

如果说研究大连的城市进化链还带有较多的专业内容，那么城市文明网则

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更易为专业外人士理解和接受。

网格概念在现代科学技术中的飞速发展自然也开拓人们新的思维模式，有

位学者在讨论足球比赛时就把足球场活动着的二十二个球员比作两张网，

每个球员在自己的网节上运动，主教练操作着自己这张网，谁操作得更聪

明，更灵活，并且制约了对手的操作，谁就是胜利者。朱光亚先生在一篇

论述城市特色的文章中也提到探讨城市网格的问题，他认为“城市缺少古

迹的连线，缺少网，难成气候”，并且指出：“城市古迹文化网络要靠大

量的，小型的，贴近城市生活的优秀小品才能形成。”我们这里提出的

“城市文明网”与之有相通之处，也有从另一个视角的思索和观察。仍然

分析大连，我们把大连城市平面看成一张网，建筑物分布在网的各个节点

上，这里既有近代建筑，也有现代建筑，它们如果有一个合理的均衡的布

局，就会使大连景观有不同反响的艺术魅力。如果我们在建设新大连时把

近代优秀建筑都拆光了，那么大连的景观又是何贫乏啊！翻阅一下大连的

建筑历史，俄国人从胜利桥起家，规划了大广场（现中山广场）日本人完

成广场周围的建筑再由此自东向西发展，形成了一条以现在的人民路为主

线的公共建筑群，这是一条线索；另一条线索是大连的居住区分布。胜利

桥是俄国人最早的居住区，南山是日本人最早的居住区，而西岗、长春路

一带则是中国人最早的居住区，这三点联成一个等腰三角形，它聚集了大

连三种不同居住形态的民用建筑，因此一个等腰三角形加一条自东向西延

伸的向线在大连城市文明网上画出了一个极有特色的几何图形，大连较优

秀的近代建筑主要分布在这个几何图形内的各个网络节点上。

叠印在这张城市网上的几何图形和各个节点上较优秀的近代建筑也许地有

一定的偶然性，但仔细分析，这也正是大连近代建筑在百年建筑历史中自

然发展的结果，其中有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气象因素，也有更深层的伦

理道德、社会习俗等因素。

由于大连较优秀的近代建筑在城市文明网上既均衡又有自己特点布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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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的城市景观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上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突飞

猛进，日新月异，这是好事，但也值得警惕。有以下几点：①建新楼不可

能不拆旧楼，大连近十年来已经拆了一些很有保存价值的近代建筑，如星

海公署的俄式小白楼，青泥洼桥造型绝佳的小教堂等，上世纪三十代全国

最好的火车站候车大厅也刚刚摆脱了彻底覆灭的命运，不过南山居住区却

在上世纪末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破坏。

我们在拆旧楼时有没有想到过在得到一幢新楼的同时，有多大损失？如果

我们有了城市文明网的概念，在拆除旧建筑时，除了调查建筑本身的情况

外，再到这张网上查看其所在位置与价值，拆除就会少许多盲目性，多不

少科学性。即使非拆不可，也要有相应的补救措施。作一张近代建筑的文

明网络是大连近代建筑保护中十分重要紧迫的一项工作。②在何处建新楼

当然是个综合问题，如何应用这张网，使新建筑与旧建筑之间保持和谐的

关系，也是网络平衡中的重要环节。比如中山广场周围的十幢近代建筑，其

背后要建高楼就应统筹考虑，高度上应仍以周围式秩序渐进，逐渐升高，以

使广场与周边成斜坡式的良好关系，而不是将中山广场一下子丢进一个超

高层围合的盆地中，如玩具模型似的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这就又有了一

张新的城市文明网，它是在近代建筑文明网上由新一代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

绘出的新网络图。这些问题既是近代建筑保护问题，也是城市设计问题。

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代建筑对大连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拆除

它就等于撕碎了大连的城市文明网，也等于毁灭了大连的城市文明。当我

们居住在一个全是新建建筑的大连时，大连也就等于不存在了，这就是为

什么二次世界大战惨遭战火毁灭的华沙等许多欧洲城市在重建时要按照原

2002年足球世界杯时期。人们聚集在大连市中山广场观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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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样子恢复了那么多旧房子的原因，建筑虽然与生物不同，但在“寂静

的春天”那书中所写到的生物链遭破坏后的参剧不也同样威胁着大连吗？

3 城市进化链与城市文明网的有机交融构成了大连城市完整的时空关系，它

是大连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讨论城市进化链和城市文明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连的近代建筑

在其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进化链讨论的是时间，文明网讨论的是空间，

二者交融在一起构成了大连城市完整的时空关系，它们正是未来大连城市

设计的依据底，只有处理好旧的城市时空关系，才能规划设计出独具特色

的城市新时空关系，而一个城市时空关系处理的优劣是这个城市发展和建

设的根本。要想作好这件工作，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任何一幢建筑都有

一个从新变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筑本身也许难免老化和落伍，而

文化含量却可能增高，因为文化是随时间沉积下来的，象酒一样，存放得

越久，味道越醇越浓，不过建筑本身必须有足够容纳和沉积的空间，这就

与房屋自身的艺术质量，使用标准，使用的机遇有关了，不能想象大连寺

儿沟的劳工居住的“红房子”年深月久会沉积成一座建筑遗产，因为它太

简陋，质量太差，顶多作一个控诉日本军国主义侵化罪行的见证，而大和

饭店尽管是日本占领者为上层人士所建，却因其艺术、科技质量均好，在

回归中国之后，就可以仍为社会所用，同理现在新建的房子，艺术必高，

包容性强，特色鲜明者经若干年发展的磨砺沉积，就会渐渐变成建筑遗产。

每个历史阶段的进展都必然留下自己的建筑遗产，而它的分布，则构成了

城市的网络与层次，这是空间上的演进，只有二者交融的恰切，才会形成

最和谐完美的时空关系，我们研究大连的近代建筑，抓住了这种变化就可

以理清头绪，使头脑更加清醒和现实。②研究城市设计中的时空问题不能

是只注重新建或未建而待建的建筑，除非你在一块四无遮拦的荒野地上规

划新城市，否则你就得先研究旧建筑，近代建筑因为离现在时间短，建造

科技含量高，留存相对较多，无论在进化链上还是文明网上都有完整的保

存，把它的时空问题研究透了，新城市设计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再讨

论将新旧如何联系到一起，链上的连续衔接，网上的均衡渐变，就会使一

座从历史中走来的城市变得文明、耐看、更魅力十足，因此可以说：没有

保存完好的近代建筑，就不能设计出内涵丰富，形象独特的新建筑。

初步讨论了大连的城市进化链与城市文明网，以及它们在大连城市建设中

的地位与作用之后，我们廓清了大连城市发展的一条脉络，也明确了近代

建筑在大连城市设计中的位置，不过我们运用进化链与文明网还只讨论近

代建筑部分，近五十年里，特别是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大连城市建设又有

了一个大飞跃，更多的新建筑新空间也应该纳入我们建立的链与网的概念

中来，同样成为未来大连城市设计的参数，限于篇幅这只有在另一个篇目

下去讨论了。城市进化链与文明网是研究城市景观的工具，使用它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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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着这条逐渐梳理清晰的脉络走下去，大连这座城市将会建设得更加和

谐，更加完美，更加理性，更加充满了现代气息，也更加富于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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