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尺度! 其次要把城市的繁杂状
态拆分为几个定义清晰的不同
方面进行分析!一分解!就会变
得比较容易解释" 那尺度怎么
确定#康泽恩提出以$平面类型
单元%

!"#$ %$&'

&'作为基本分析
单位! 从而归纳出许多同质性
的形态单元! 比如城市中同一
时期( 因共同内在原因而形成
的( 具有类似土地利用形式和
路网形态的亚区域)

通过康泽恩的这个概念!城
市中就有两个非常值得研究的
亚区域***城市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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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边缘%

%()-$ .(&$/,

&)

城市核往往就是城市的发
源之地! 保留了一座城市萌芽
阶段的功能+街道和建筑!从发
源地生发出街区肌理! 再逐步
分裂出来! 形成了比较统一的
历史城市景观"所以!城市核往
往也是城市起源和发展( 塑造
城市个性的原动力"

城市边缘也非常值得关
注! 它是一座城市外缘与乡郊
的过渡地段! 这个地段常常包
含乡村城市化在自然演进过程
中的多种状态! 并且蛰伏着城
市生长的巨大潜力" 就像现在
的城中村! 在大规模的发展中
被,吞噬'了- 这种状况古已有
之! 但用何种方式 ,消化',吸
收'!这里面讲究很多"

康泽恩眼中的城市形态 !

可以粗分成三个相互关联的部
分. 街道系统+ 街区及土地划
分+建筑基底-量化分析的历史
数据揭示!一般而言!城市中最
容易改变的是功能! 其次是建
筑!再次是土地划分!最后是街
道- 一个城市中的哪些内容容
易改变!变化速率怎样!都值得
深入研究-

康泽恩的这套分析法对西
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城市保护
研究!都曾产生重大影响!包括
对于城市遗产的维护与标准制
定+ 对城市历史景观的深刻鉴
别!往往都要遵循这套理论-

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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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主持,中国
城市历史形态学工作坊'! 我们
发现一个令人不满的现状!就是
当下城市研究的许多具体个案!

重文字描述而轻视图上作业!难
以展开系统的历史形态学考察-

因此在研究实践中!我们强化了
实地作业和历史地图分析!尝试
以一些大比例尺复原地图的图
上作业为基本手段!从聚落发生
学角度追溯城市肌理的生长与
形塑历程!进而厘清它们的历史
本底- 通过这样的分析!会得出
一些新颖有趣的结论!有时甚至
会推翻之前的某些定论!比如关
于江南古城,夹城作河'特征型
的抽象!见图"+对上海初期城市
核***,上海源'的查找和检证!

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康
泽恩理论的城市历史形态学调
查! 其所聚焦的对象与评价标
准! 与目前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文化遗产评估存在着很多的不
同- 由于时间的侵蚀与人类活
动的迭代! 我们需要着意研究
的地物!也并非件件华丽精美!

更多看似普通+有时甚至是残破
不堪的面貌!却有着重要甚至非
凡的形态发生学标本的价值-

这里我要吐槽一下城市考
古!有的简直成了,挖宝'!挖出
一个地宫来!大家很高兴!但却
忽视了对城市本真或者说城市
面貌本底的体察! 公众甚至专
业工作者对这方面的认识都还
有欠缺- 挖宝固然要紧!但理解
历史上民众社会场域更具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分有必要对

目前流行的城市遗产认知和评
估做出一定的补充+甚至修正-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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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我们的工作坊
逐渐达成一些共识-比如!我们
认为中国城市历史形态研究可
以归纳为两个关键词! 一为物
理空间 %

!567&*-" 7!-*,

&!一为
逻辑空间%

"+/&*-" 7!-*,

&- 前者
是城市的空间实体组成! 或实
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
构和形成- 即城市的 ,有形形
态'!主要应包括区域内城市布
点形式! 城市及城市用地的外
部几何形态+街路与街路系统+

地块及其在街区中的集聚形
态+建筑空间组织和面貌等-后
者指城市的无形形态! 城市的
社会+文明等各种无形要素%机
构&的空间形态+发生图谱与演
化动力-比如!城市内部末端行
政机构的坊+厢+里+图+铺+界+

段+图+区+街道居委会等-这样
的认知近来也渐为海外学者所
接受+认可-

考古学是历史学的

一部分 ! 但绝不是

历史学的附庸

包伟民.我就讲讲地方志-

大概就是杭侃所说的微观层
面- 我们经常发现地方志中关
于整个内部城区的描述! 通常
是由,坊 '展开的 !但 ,坊 '究竟
代表什么东西! 大家一直比较
困惑!我也很困惑-从唐代存在
坊墙的坊市制城市! 到宋代的
厢坊制城市!,坊' 变成了一种
居民区!从封闭走向了开放-

在这么一种大的描述框架
下面!这些坊代表着什么东西#

从/咸淳临安志0中的记录可以
发现!坊存在不同性质的内容!

但古人对这些差异并没有什么
区分的意识- 我大致认为应该
存在三种不同的形态.坊区+坊
%街&巷!还有纪念性建筑-这些
纪念性建筑例如官方建的状元
坊!有些干脆是民众自己建的-

问题是! 为什么当时地方志的

编纂者觉得这些都是同一类东
西!在他们的记述中!对坊的这
三种形态相互间不作任何区
别!这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

后来读浙江湖州的 /嘉泰
吴兴志0!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启发- 它具
体描述了某个坊在哪里等等 !

也记载了街巷-那些街巷之名!

例如什么史家巷+油车巷+石灰
巷 +打银巷等等 !都是 $出于俚
俗'!$猥以为名'- 不像那些坊
名 !例如宣化 +保宁等等 !都雅
得很!具有$思想意义'-

在对巷名的记述中! 地方
志编纂者的心态就表现出来
了-志书中明言.$俚俗所称!本
不足录- '本不值得记载的- 这
样的一种心态! 跟前面我们所
看到的+ 他们在记载各个坊名
时候的态度 !称其 $璀灿相望 !

亦足为吴兴壮观'!完全是正面
的表彰!取向截然不同-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心
态! 让我们可以想到一些什么
呢# 现存宋元方志关于城区的
记载! 大多数只记载坊! 不提
街 ! 不提巷 ! 似乎街巷不存
在- 但是根据前面/吴兴志0记
述!我们可以做一个推断.街巷
当然是存在的! 只是地方志编
纂者不愿意记载! 觉得街巷之

名太俗了! 不值得记- 这样看
来! 我觉得存世地方志给了我
们一个误导! 让我们误以为那
些 $坊' 才是当时城区构成的
一种最主要的景观! 或者最主
要的一个内容- 其实恐怕不是
那样- 真正影响人们日常生活
的!应该还是街巷系统- /嘉泰
吴兴志0 的编纂者稍微仔细了
一些 !才记下了 $本不足录 '的
那些街巷之名!而大多数宋元方
志的编纂者们! 则对街巷完全
视而不见!真正做到了$不录'!才
使得他们笔下的城市景观!只见
坊不见巷- 这是我最近一个思考
的结果-

回过头来看 /咸淳临安
志 0!有的也记载了街道 !但坊
跟街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直理
不清楚! 好像坊就是街巷的一

种雅称-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
的街都立有坊表! 而且再细读
文献! 还会发现很多坊表常常
挪来挪去! 这说明坊表本质上
就是一个附加物! 街名巷名才
是最根本的要素-

郑老师之前讲的焦虑 !我
当然很理解- 我觉得现在把考
古学跟历史学分开是很糟糕的
做法! 考古学本来就是历史学
的一部分! 给历史研究提供资
料- 但考古学绝不是历史研究
的附庸! 比如能够发现历史资
料中缺少的部分或提出一些新
的问题!那就具有更大的意义-

拿我来说! 对考古学的要求或
者希望! 就是期盼提供更多的
资料! 因为历史研究的议题都
是从资料里引发出来的! 更多
的历史细节就能发现更多的问
题-如果没有资料!连进一步思
考的可能性都不存在- 这是我
的一个想法-

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城市
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不能只跟
着地方志的记载走!比如对唐宋
城市的研究就需要认清坊不是
城市肌理的主要内容!要回到以
街巷为中心的思路上来-

李孝聪. 城市考古与城市
历史地理!各有各的研究视角!

方法也不尽相同- 简单来说!城
市考古应该是长期甚至是几代
人的工作!不能急于求成!更不
能对城市考古的成果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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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宿白先生就谈过这个
事情!他当时就觉得城市考古很
不容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城
市的发展很快!大片大片旧城区
拆掉了1 而墓葬考古相对容易!

把器物排排队!分分类型!就可
能写一篇东西或者出一本书-所
以我觉得!要对城市考古有非常
宽容的心态!不能要求马上挖出
来!全部复原-

无论城市考古+ 城市史!还
是城市历史地理!三者的研究对
象一致!都是城市- 城市史实际
上是以城市为对象!研究城市制
度史+城市经济史+城市人口史+

城市社会史等等! 基本靠文献-

而城市历史地理重点关注两个
方面! 一是城址与地形的关系!

二是布局与制度的关联-无论研
究都城还是地方城市!其中的布
局都跟制度有关系-

比如之前说到坊的问题 !

我作点回应- 我是从城市形态
发展过程来区分这个现象的 !

即唐代规整的城墙形态与宋代
坊制废除以后! 城市形态变得
不规则- 所以!我还是比较赞成
唐宋变革论的! 可以看到的就
是城市形态- 举无锡城的例子!

其唐代的城址和宋代城址之间
有非常大的差异! 原来是方整
的!宋代就变了- 这是有文献依
据的!我们也实地跑过-

唐代长安城和洛阳城的规
划!可以适用严格的坊制!这是
建立在当时的国家制度上的 -

但是! 唐代地方城市不是从都
市重新规划而来的! 以前就有
了! 所以我们不应该拘泥于成
说! 找到坊墙就说明这是坊制
城市! 这是不对的- 有没有坊
墙!我们不一定能找得出来!找
到的墙也不见得就是坊墙- 但
是有一个制度我们应该了解 !

就是越坊墙和越篱笆同罪 !这
是一个管理问题- 刚才包伟民
老师的几点看法是对的! 但我
觉得还需要分析! 除了文献之
外! 必须在城市复原图画出来
以后!才能够区分什么是坊区+

坊表+ 坊街! 什么时候立了牌
坊!目的又是什么-

我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依
据的资料和方法是什么# 首先
是文献!没有文献不行!这是史
学功底1第二是地图1第三就是
考古材料! 没有考古材料就没
有根据- 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结合实地考察! 考察城址
与地貌之间的关联-

最后再谈谈中外城市比
较!这个我在北大开过课- 我认
为! 研究者不一定非要找出到
底是东方影响西方 !还是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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