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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弟子们为董鉴泓先生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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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寿辰

后来董先生又带大家做了江南
六镇等古城的保护!"我一毕业
就进教研室当董先生的助教 !

我和他的很多学生后来那么关
注历史保护! 是受了董先生的
影响# $

"董先生常对我们说!你们
要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 爱护
规划地的历史遗迹! 尽量在开
发过程中予以保护! 因为这里
面蕴含了当地最有故事% 最有
内涵%最有文化的特色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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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上董先生硕士生的
汤志平告诉记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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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毕业进入上海市城市规划系
统工作以来! 由于受到求学时
根深蒂固的历史保护理念影
响!"在做规划的时候! 绝对不
会不考虑当地的历史遗迹$#

汤志平说! 老先生的可贵
之处还在于! 他至今常对各地
规划界的领导 &很多也是同济
校友% 董先生的学生' 耳提面
命! 要求大家时刻把历史保护
放在心上!"董先生在推动全国
规划界关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
贡献很大$#

编写中国第一本城

市建设史教材

$'))

年高考恢复!李晓江
考入同济规划专业#他记得!当
时学生们对教师的称呼分为两
种!一是 "老师 $!一是 "先生 $!

且两者绝不能混用# "董老就是
深受爱戴的 (董先生)#他是用
现代方法% 理论研究中国古代
城市历史的开创者# $ 李晓江
说! 当时所用教材就是董先生
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史+# 董
先生告诉记者!*中国城市建设
史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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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编写 !内容
主要基于古籍文献及

$'($

年
起做的全国调研# "我是因祸得
福! 不然说不定我就成了政工
干部!也不会当上教授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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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董鉴泓主编的
*中国城市建设史+ 完成油印!

国内第一部关于中国城市建设
史的自编教材由此诞生# 他回
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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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城市规划教
研室以来!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
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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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上海市建
委规划处程世抚先生从北京带
回了一本据前苏联学者列甫琴
科*城市规划技术经济指标+翻
译的手稿!金经昌听说就去借!

因为程先生第二天就要回京 !

只能借一天一晚# 在没有复印
机的情况下! 金先生组织李德
华%邓述平和董鉴泓!把译稿分
成四份!按统一规格!用绘图笔
把书的内容抄在白脱纸上 !再
晒成蓝图 ! 整整忙了一通宵 #

"我们叫这本书 (规划天书)!

后来规划中的很多新名词和概
念都是从这本手抄本来的# $董
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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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暑假!他又去
西南调研!主要走访四川"千年
盐都$自贡这个古代工业城市!

后来又去了重庆# 但不久 "文
革$ 开始! 这部分资料未及整
理!没有编入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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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恢复工作的城规
教研室亟需重编教材! 董先生
主动承担了中国城市建设史的
编写#

$'%!

年!*中国城市建设
史+ 第一版出版! 获得当年的
"全国优秀教材奖$# 记者在董
先生家的书架上看到了这本已
经泛黄的书!署名为"城市规划
教研室$!内容包括中国城市历
史的古代部分和近代部分# 古
代部分! 董先生从我国原始居
民点的形成谈起! 而后按时间
顺序对殷周 %春秋战国 %秦汉 %

三国隋唐%宋元%明清时代的城
市进行梳理!并对唐长安%宋东
京等重要城市从历史沿革 %地

形规模!甚至坊里%市肆%水系%

绿化分章节都作了介绍和梳
理# 近代部分则先谈中国近代
城市发展概况 !而后对 "租界 $

发展的城市%外国独占的城市%

因近代工商业及交通运输业发
展的城市%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
地的城市等不同类型的城市作
了分类讨论#在每个章节中!董
先生都会论述社会生产力 %生
产关系等与城市发展% 变化的
关系! 而非简单堆砌他获得的
文史材料和调研资料# "我们研
究历史! 就是为了把握历史发
展的规律嘛, $董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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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该书第二版出
版! 第一次署 "董鉴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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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文书局推出了该书
的台湾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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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比第一版厚了近
一倍的*中国城市建设史+第三
版问世#董先生介绍!书中除了
增补一些重要城市实例及图
片!这一版的重大改动在于!在
原本的基础上加入了 "现代部
分 $!包括城市化进程 %半个世
纪以来的城市规划发展历程及
其特点% 现代中国城市规划与
建设实践的前期% 改革开放后
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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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董先生着手修订
该书第四版! 以期让内容更充
实精炼#据透露!新版中对古代
和近代部分再次修订! 并将现
代 部 分 的 时 间 跨 度 延 续 至
!"""

年左右 ! 增加对新区开
发%大城市地区发展%城市历史
文化保护等专题性内容#

"以前我们只有城市史研
究! 是董先生开创了城市建设
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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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入同济大
学规划专业本科% 现任同济大
学副校长的吴志强说#

规划学科的!规划师"

吴志强说!董先生不仅让
人们注意到了规划中对历史文
化城市保护的重要 ! 而且自
$')(

年恢复工作后!就以极具
战略性的眼光! 让原本关注硬
件发展的城市规划专业! 成为
多视角的系统工程#

董先生告诉记者 !"文革 $

后!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
昌宜% 香港大学教授郭彦弘等

学者来同济作报告! 让他认识
到社区经济% 生活形态等都应
在规划时予以考虑# "以前那套
课程设计已经不适应当前需求
了! 城市规划必须从物质性转
向社会性!形成一个多样化%综
合性%全面的系统# $于是!他将
社会% 经济等学科内容加入城
规专业的教学!更前卫的是!他
还纳入了心理%生态%对外交通
甚至计算机科学# 当时系里没
有这方面的学科人才! 教研室
开会时!他就让年轻教师们"认
领任务$!去外校进修#当时!陈
秉钊去南京大学学计算机 !黄
承元学社会心理学! 何林去日
本学环境工程等等#同时!他还
从外校引进人才教城市地理 !

这些都成为
$'%"

年代初规划
课上的讨论内容#

$'%!

年!同
济城规被评为全国重点专业#

"董先生的视界非常国际
化! 他一直都很清楚国际城市
规划教育最前沿的学科动态# $

吴志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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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董先生建
议他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读
博! 理由是柏林工大的城规专
业刚刚"革命$!

$$

个教授来自
国民经济% 环境生态% 数据处
理 %法律法规 %公益创新 !他们
与传统城规教授正在探索城市
规划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吴志
强接受了他的建议! 并选择了
该院院长作为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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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吴志强不仅拿到了研究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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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自
己有意识收集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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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柏
林工大所有课程的教案都带回
了同济# 在吴志强和赴外读博
的教师归来后! 同济规划再度
调整了课程设置! 开设符合新
时代需要的新课程# "在工作中
不断引进最前沿的技术和理
论 ! 这点是受了董先生的影
响# $吴志强说#

"董先生对自己学生的培
养也很有规划! 或注重学术前
沿或关心社会需求! 他是一位
有着很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国
情怀的老师# $董先生的弟子李
晓江说!"他希望学生能用所学
的规划知识服务国家需求# $他
说!董先生常提醒学生!城市规
划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社会
性 ! 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

"规划师必须要有理想!而不是
画图匠$# 他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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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准备

撰写毕业论文时! 董先生给了
他两个方向- 一是研究丝绸之
路城市的兴衰与发展! 二是研
究长三角核心地区城市的发
展# "时至今日!这两个题目仍
有很高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李
晓江感到! 董先生在指导学生
做研究时!尤为强调两方面!一
是关注当地文化! 二是关注民
生和弱势群体# "董先生很关心
小城镇发展! 我的学术兴趣深
受他的影响# $李晓江说#

采访中不少人都提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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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董先生不再只关
注历史保护! 开始着眼于区域
发展# "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

从前期关注城市内部问题 !到
讨论区域如何协调发展的方向
性问题# $董先生的博士%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
长张尚武认为! 董先生由此形
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上世纪
%"

年代!受各种条
件制约! 研究区域规划并不容
易# "在学术上!董先生总是对
学生鼎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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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上
董先生研究生% 现任中国城市
规划学会理事长的孙安军告诉
记者!读研期间!他想做长三角
地区两个城市的发展对比 !但
在地方上查阅资料时四处碰
壁#董先生得知后!立刻起草信
件! 详细介绍了此次研究的目
的和意义! 让孙安军带着信去
找该市领导# "对方读信后马上
予以支持! 甚至许多没开过封
的建国前档案 ! 都让我查阅
了# $孙安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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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孙安军撰写毕业
论文时! 恰逢董先生在阿尔及
利亚做规划援助# 在通讯尚不
发达的年代! 孙安军只能将手
写的论文用挂号信寄给导师 #

"董先生每次都先逐字逐句修
改 ! 再写下内容上的修改意
见# $孙安军说!"我寄出的论文
厚厚一沓! 董先生寄来的回信
还要厚, $他说!当年信件一来
一去要一个月! 董先生仍与他
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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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封信#

李晓江是董先生培养的第
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

在他之前董先生收过一名研究
生!但最终因为达不到要求!先
生没有给他学位#李晓江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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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鉴泓先生保存的由他主编的%中国城市建设

史&第一版及台湾版第二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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