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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设计之初争议颇多

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读书# 鲍立克的人生经历和

家庭及教育背景! 对他之后参与

"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制定有何帮

助和影响$

侯丽# 鲍立克来到上海不是
一个孤立的事件!二战爆发前"纳
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 促使以包
豪斯学派为代表的大批现代主义
建筑师移民海外" 如密斯#凡德
洛$格罗皮乌斯$马修%布鲁尔$马
丁%瓦格纳移民美国" 布鲁诺%陶
特到了日本"厄恩斯特%迈去了苏
联" 包括为数众多的他们的学生
和追随者! 这股因政治而引发的
移民潮从某种程度上说推动了现
代主义运动和包豪斯学派在世界
各地的传播!

鲍立克所孜孜以求的现代主
义观念贯穿了他在上海的职业生
涯! &大上海都市计划'把现代城
市规划" 特别是战后西方世界新
兴的规划理念迅速融入了规划编
制过程中( 另一方面"因为身份的
限制"鲍立克并没有机会长时间深
入中国内地和乡村"他的十六年流
亡生涯大多呆在 &城中之城')))

上海的公共租界* 毫无疑问"他看
到的中国图景带有特殊的滤镜和
视角*语言+阅历和时代局限着他
的视野! 在国家与城市的现代化
进程设计上" 鲍立克是激进派和
一个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也
使他在描绘都市计划美好的蓝图
时"招致社会上不少的批评"谓之
&脱离现实'$过于&欧美化'!

读书#是的!这一点在书中也

有所展现%您写到关于"大上海都

市计划&!鲍立克在设计过程中有

很多先进的理念!但也因为过于先

进而引起激烈的讨论!包括港口建

设'浦东开发'高速道路等% 能否就

此举例具体阐述一下$

侯丽#以港口为例吧!上海因
港口而繁荣" 鲍立克在第一次工
务局演讲时即强调了建设现代港
口的重要性" 并且他认为"&本质
上说" 上海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港
口" 有的只是大部分中外商人自
行建造$有数的几个老式的$互不
相关的内河码头而已'!设计组提
出" 要巩固提升上海未来在国际
航运贸易中的地位" 港口计划必
须着眼于建立上海港与腹地的便
利联系$提高水陆转运效率"港口
空间设计能够容纳现代机械设备
以提高装卸货效率等)))&上海
港埠的计划问题"虽属于地方性"

可是它的功能和效率" 却影响全
部长江流域的经济状态'!最初的
争论在于国际港口的选址应放在
乍浦还是吴淞! 乍浦设港面临的
问题是" 该地根本不属于上海管
辖" 战前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的
将江苏临近诸县划入上海的决
议"地方都迟迟没有执行! &大上
海都市计划'反复呼吁"现代的港
口" 如欧洲的荷兰和德国北部港
口地区" 已经是一个广大的港口
区域" 一个区域内的多个港口在
功能上依照装卸储运各项业务"

配合关联" 所以必须是一个统一
的区域计划!

陆谦受$ 鲍立克等人一直坚
持应在吴淞港建设集中的挖入式
港口" 港务工程师韩布葛专门就
此作了上海港口的专题研究! 反
对意见认为" 在中国经济资源枯
竭之时" 应尽量利用传统的沿浦
码头" 等不敷使用时再考虑吴淞
筑港问题!鲍立克提出"这种说法
虽然显得合理而动听" 但如果在
战后百废待兴之际错失了集中建
设的机会" 会影响到上海在国际
和国家的地位" 例如使贸易转移
到香港! 按照他的观点" 这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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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沿用至今的落后方式"

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中国低廉
的劳动力掩盖了港口现代化改造
的迫切性-数十公里长的沿浦码头
货物水陆转运会严重干扰市内交
通$客货运冲突* 对深信计划经济
优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鲍立克
来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沿浦
大大小小的码头&代表无数的私人
利益'"在效能管理上"必然落后于
集中的现代大型码头))当时上
海海上走私十分猖獗"由于码头分
散"政府几乎无从监管* 设计人员
还提出" 集中式港口可以节省岸
线"以将黄浦江沿岸土地置换出
来供市民休憩之用*

黄浦江含沙量高" 加上潮汐
作用" 在长江口建设挖入式港口
容易形成淤塞* 上海河道长期深
受泥沙淤积的困扰" 浚浦局副局
长施孔怀对此深有体会" 他是反
对建设挖入式港口的主要人物之
一*他搜集了数据论证"沿黄浦江
的岸线仍足够五十年内上海港口
发展的需要" 应当利用好浦江两
岸的岸线"节省投资"等必要时再
建挖入式港口* 加上上海货物以
散货居多"集装箱运输未成气候"

因运费原因"加上劳动力便宜"货
物进口习惯在吴淞口换用驳船转
运" 沿浦式码头不会造成运转速
度明显降低* 对沿浦码头影响市
内交通的问题"施孔怀提出"由陆
地转运的货物" 目前都是用驳船
经苏州河运到麦根路车站 .即今
日的上海站"当时为货站/"用卡
车的少"因为卡车运费高"对道路
交通影响不大* 施孔怀观点最大
的出发点" 还是认为此时的政府
并无财力投入建设集中码头"应
做现实的考虑*

鲍立克本人始终坚持建设大
型挖入式港口作为上海都市现代
化的基本前提" 总图设计中的干
道系统规划+ 用地安排都以此为
前提*他认为"在都市计划上"&技
术问题实为次要" 而焦点在于经
济问题'"不能就航行问题讨论港
口" 沿浦式对城市整体而言并不
经济*他反驳施孔怀的观点"表示
如旧金山到上海的航程" 平均约
两星期" 但货物在上海装卸所需
时间"达十到十四天之久"每一万
吨船在港口停留一天"即多耗费法
币一亿元" 这是无形增加货物成
本"&从而亦即中国人民之负担'*

虽然&大上海都市计划'在几
轮总图中都坚持采用集中式港口
设计"但是我们知道"上海真正的
现代大型集中港口"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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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全
面开展城市建设才开始*

读书#说到城市规划!我们会

联想到勒(柯布西耶的 "光辉城

市&'近代南京的"首都计划&!鲍

立克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与之有

何异同$

侯丽# 柯布西耶的 &光辉城
市'是一种理论构想* &大上海都
市计划'是现实基础上的构建* 在
国际上与&大上海都市计划'几乎
同时期编制的是&大伦敦规划'*从
区域研究+空间布局+城市功能与
结构组织上" 两者都呈现出相似
性
<

带有战后现代规划学科发展的
时代印记* 但是"&大上海都市计
划'着眼于中国国情"在很多方面
调低了规划标准"如干道系统+隔
离绿带+居住与工业的混合+理想
的人口居住密度等等" 尤其是工
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更趋实际*

!大上海都市计划 "

就像灵魂一样引领上海

的发展

读书#提起中国近现代最著

名的建筑师!人们自然会想起梁

思成!这本书中首次披露了鲍立

克与梁思成的通信!能不能介绍

一下这两位中外建筑大师之间

的交往$

侯丽#从现有的资料看"这两
位大师在中国时并没有见过面*

七七事变后" 梁思成离开北京前
往西南内地避难- 而鲍立克失去
国籍后只能呆在上海"极少远行-

在编制&大上海都市计划'期间"

梁思成正在美国游历* 梁思成写
给鲍立克的这封信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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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率中国建筑学会代表团访问
柏林" 与金经昌先生一起被邀请
至鲍立克在斯大林大道上的公寓
作客* 梁思成受邀很有可能是因
为金先生的关系* 金经昌先生是
同济人" 在德国达姆斯达特工大
读的土木工程博士" 在上海都市
计划委员会中与鲍立克共事"一
同工作至最后一稿"两人是好友"

也可以说是战友*鲍立克回国后"

他们之间还有书信往来" 金先生
热爱摄影" 赠送过鲍立克一些他

的摄影作品*

读书# 作家陈丹燕认为!"大

上海都市计划& 就像灵魂一样引

领这座城市的发展%那么!从今天

来看!"大上海都市计划& 有哪些

高瞻远瞩的地方$ 对今天的上海

城市建设有何影响$

侯丽#&大上海都市计划'编
制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一场战争
的结束以及另一场战争的开始"

但是计划的编制却格外具有长
远+理性和理想主义的色彩*跟随
欧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范式和实
践的转变"相对于战前"其指导原
则+成果架构和内容+工作方法和
人员构成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
是中国第一次在现代规划理论指
导下较为完整的城市总体规划实
践* &大上海都市计划'的规划师
们从初稿积极讨论都市计划与国
家计划经济+ 区域发展和土地制
度的关系及产业与空间构架"到
中后期渐渐聚焦到市政计划的工
程技术领域" 以干道系统和土地
功能分区为核心内容" 试图超越
政治的立场为上海奠定未来现代
化发展的物质环境基础框架*

我觉得&大上海都市计划'对
上海城市建设首要的贡献是将过
去四分五裂+ 各自为政的上海第
一次整合在一个空间框架内"并
依照建设现代城市目标进行大都
市区域的组织布局* 这种理念深
受当时流行的田园城市理论影
响"通过&邻里单位'+&卫星市镇'

和&有机疏散'等现代规划理念"

避免战后上海的城市建设过度向
中心城区聚集*

另一方面" 对上海如何成为
世界的贸易和航运中心+ 从而带
动整个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所需的
重大城市基础设施" 大上海都市
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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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行了
充分的讨论*我认为这些讨论"通
过几代规划师的努力和传承"对
改革开放后+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
上海城市建设" 是有着潜移默化

的指导意义的*

战后这一轮都市计划工作对
上海现代城建管理制度的建立也
具有跨越历史时期的影响力"而
这一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鲍立克在二稿后期负责详图设计
和建成区的区划编制" 参与制定
了土地使用功能分区" 尤其基于
他在德国的工作经验提出了住宅
日照间距的标准" 以此确定邻里
单位的总人口密度和住宅区的净
人口密度* 都委会曾就区划的制
度层面进行了探讨" 组织起草了
0上海市建成区营建区划规则草
案1"该草案依照用地功能规定了
十项营建区" 依照建筑功能规定
了各类建筑物" 从而确定各类营
建区可设置的建筑类型*该规则一
方面考虑到功能分区的具体落实"

也从居民生活便利的角度考虑到
区划的弹性控制* 都委会还考虑
参照美国的方式"设立申诉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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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解决建成区
区划计划有争议的情况"例如建立
如工厂设址规定招致市区工厂主
反对的申诉渠道等等*

读书# 我们在一开始就提到

了另一位对上海建筑业有着重要

影响并为大家熟知的建筑师邬达

克!与他相比!鲍立克对上海的贡

献主要体现在哪里$

侯丽#跟邬达克相比"由于战
乱和社会动荡" 鲍立克作为一个
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得以保存至
今的作品几乎没有* 但他主持完
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以及他
作为一名圣约翰大学都市计划教
授留给中国城市规划领域的非物
质遗产"则要更加丰厚*以大上海
都市计划的编制为契机" 通过实
践与理论的碰撞" 促进了具有普
遍意义的知识跨越国界传播并趋
于本地化的发生" 这已经成为这
个社会不断建构和重构城市空间
的现代基因之一" 且可以说依然
在为中国尚未完成的现代化进程
提供经验与教训*

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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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上海

繁忙而拥挤的外滩码头$

主要依靠人力装卸货物%

左上图# 鲍立克提交

的柏林斯大林大道改建住

宅 设 计 近 景 渲 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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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竞赛二等奖"%

右上图# 建成的柏林

斯大林大道 !今卡尔&马

克思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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