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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9_92_B1_E

5_AD_A6_E6_A3_AE_E5_c57_644958.htm “开放的复杂的巨系

统”钱学森城市学理论 城市学这一术语，最早是由先驱城市

思想家、苏格兰生物学家盖迪斯所创。1915年，他的杰出著

作《进化中的城市》出版。城市科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有机结合，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

综合性学科。城市科学主要研究城市发展中宏观的、战略的

综合性问题。现阶段则着重研究城市发展规律和道路，研究

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 钱学森认为：

“城市科学研究会要研究全部有关城市的科学。这里学科繁

多，城市建筑学、城市道路学、城市通讯学、城市环境美学

等等。各方专家可以分头去研究，但应当有个牵头的理论学

科，不然怎么汇总？”“这门理论学科是我以前提出的‘城

市学’，研究一个大城市、一个小城市以及一个乡镇的整体

功能和发展的学问。”采集者退散 钱学森在其“关于建立城

市学的设想”一文中，提出他设想的城市科学体系。他写道

：“所有的科学技术都是这样分为三个层次，一个层次是直

接改造世界的，另一个层次是指导这些改造客观世界的技术

，再有一个是更基础的理论。在我们这方面就是从城市规划

城市学数量地理学这样一个城市的科学体系，我们要搞好城

市建设规划发展战略，就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科学体系。” 

钱学森不同意国外现有的一些人的城市学概念，他说：“因

为新观点的‘城市学’尚在初创概念，还不十分明确，洋人

又有什么Wrbannology来干扰，所以写‘城市学’确有许多困



难！” 关于建立城市学设想的主要内容，钱学森在一封信中

做了如下扼要的说明：城市学应是各门城市科学的理论基础

，所以层次要高一些。 城市学首先要讲城市体系，即一个国

家的居民集中点、小区的分布和相互关系，因而是个体系。 

要树立新概念的城市学，就必须清理思想。对过去城市建设

中的自发性、盲目性及主观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来

批判。当然我们承认：过去有时代的局限性，想不到关系全

社会的城市学概念，但今天还能再糊涂下去吗？ 城市学也要

分清现代社会中各种功能不同的城市类别，研究每一类别城

市的特点。 在城市学的研究上，钱学森有5个强调，强调理

论探索的重要性。来源：www.100test.com 1.钱学森十分关注

城市学理论的讨论和建设。钱学森在《关于建立城市学的设

想》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讲：“我觉得要解决当前复杂的城

市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指导思想理论。因为按照马克思主

义原理，实践是要在理论指导下，理论要联系实际，但必须

要有理论。” 钱学森十分关注城市学理论的讨论和建设

。1997年，周干峙院士在“城市学”的会议上，提出“用系

统工程学的观点来认识城市及其区域”，周院士对城市及其

区域作了古今中外大跨度的对比研究，提出了高密度、高度

城市化地区的概念以及做好这一规划的紧迫性，他的观点受

到钱学森的赞赏，钱学森认为，周院士“这个发言把城市及

其区域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颇有新意。” 2.用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城市问题。钱学森认为

，要把城市看作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即，一方面城市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在成长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的功能又是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在研究



城市时，需要建立一种功能稳定与迅速发展相统一的理论。

来源：www.examda.com 3.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城市

。钱学森强调要把现代城市看作是开放的复杂巨系统。所谓

“开放的”是指系统本身与系统周围的环境有物质的交换、

能量的交换和信息的交换；所谓“巨系统”是指系统包含很

多子系统。钱学森认购为，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有许多层次

，研究城市要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的方法。 4.强调要研

究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钱学森曾建议开展关

于“轿车文明”的讨论、关于“立交桥是现代城市一景”的

讨论等，这些建议都是针对当前城市发展中出现的新事物提

出的。 5.强调要重视总结经验。钱学森不仅重视总结国内城

市发展中的经验，也重视国外城市发展经验，重视总结对未

来城市探索的经验。他说：“现在我们要认真总结那样拔地

而起，从无到有地建设一座工业城市的经验，这是城市科学

的重要内容。”他认为正是这些经验“反回来可能充实与深

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

站(100test.com) 他指出：“我觉得我们今天研究城市学必须看

到今天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为了搞好规划，还不能光看到今

天生产力的发展，还要看到现在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会导

致什么样的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看看这些发展到21世纪

将会如何。由于通讯技术与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人的聚集

会达到什么程度？人聚集在一起是为了信息传递和物质运输

的方便，但由于通讯技术与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这些情况

是否会有所变化？” “把整个城市建成一座超大型园林”钱

学森山水城市理论 钱学森是山水城市研究的倡导者，也是山

水城市概念的创造者，其“山水城市”的主要精神是：把中



国的山水诗词、中国古典园林建筑和中国的山水画融合在一

起，使人离开自然又返回自然；把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有机

结合在一起，把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有机结合在一起。 山水

城市是钱学森构筑的21世纪中国城市的模式。来源

：www.100test.com 多年来，山水城市的概念引起国内外城市

规划界、建筑界、园林界广泛的重视和讨论，山水城市的理

论内涵和外延不断地扩展，不断地深化，钱学森本人对这一

理论也不断地有所补充。 钱学森说：“山水城市的设想是中

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的结合。山水城

市不该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吗？我提请

我国的城市科学家们和我国的建筑师们考虑。” 钱学森在一

次山水城市讨论会上阐述了他的山水城市概念，他说：“我

想既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城市，就应该：第一，有中国文化

风格；第二，美；第三，科学地组织市民生活、工作、学习

和娱乐。所谓中国的文化风格就是吸取传统中的优秀建筑经

验，例如吴良镛教授主持的北京菊儿胡同危旧房改建，就吸

取旧‘四合院’的合理部分，又结合楼房建筑，成为‘楼式

四合院’的合理部分，又结合楼房建筑，成为‘楼式四合院

’，我们可以想象，‘楼式四合院’再布上些‘老北京’的

花卉盆，荷花缸、养鱼缸等等，那该是多么美的庭院啊！”

1992年，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钱学森形象地描绘了他构想

的“山水城市”，他说：“要发扬中国园林建筑，特别是皇

帝的大规模园林，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把整个城市

建成一座超大型园林。我称之为‘山水城市，人造的山水’

！”他督促建筑界说：“中国建筑学会何不以此为题开个‘

山水城市讨论会’？” 1993年2月，在钱学森的倡议下，建设



部召开了“山水城市讨论会”，钱学森在这次会议上做了“

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建山水城市”的书面发言，他指出北京城

的规划布局和城市风貌要有所改善。他强调城市的总结设计

，并具体阐明了他对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和山水城市的构想

。 钱学森构想的山水城市与一般的城市模式有4个不同：百

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一是出发点不同。

山水城市的构想是比较超前的，它的思路是以大自然环境为

出发点，对城市化的估量与方式有新的、更宽广的视野。而

现在的城市规划与建设基本上是以现状为核心和出发点的，

思路比较狭窄。 二是对象不同。在山水城市的构想中，钱学

森认为，规划、设计、建设的对象不应仅仅局限于道路、建

筑物等硬件，而应该是包括人、植物、动物、气候等这类软

件、弹性件的选择研究、设计的复杂系统，因此钱学森强调

城市总体设计的重要性。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

题 三是城市模式不同。山水城市既是生态模式也是人文模式

，其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自然潜力和人的创造力。 四是效果不

同。提倡山水城市目的在于最终实现设计与自然的结合，从

而达到以最小的成本为人类创造最大的利益。 随着山水城市

理论的不断明晰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山水城市正在由

最初的科学构想，逐步成为吸引国内外更多有识之士参与探

索的一种关于未来城市模式的理论学说和城市规划建设实践

。由于融入了众多专家学者和许多实际工作者的贡献，山水

城市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和完善。来源：www.100test.com 上海

已提出将上海建成山水园林型生态城市的远景规划；重庆确

立了建设山水园林城市的基本思路；广州提出把山水园林城

市作为城市发展的方向；武汉承诺五年内初步建成山水园林



城市出境等等。 1992年，建设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创建“

国家园林城市”的活动，据2000年统计，已有12个城市获得

此殊荣。 从理论上，笔者将钱学森的山水城市总结为“四高

”、“三性”和“一个基本特色”。山水城市是知识经济时

代的城市建设模式。 四高高文化、高技术、高情感、高级化

的生态城市（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的行为心理状态

等），众所周知，水是生命之源，山是长寿之本。“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寄情于山水之间”，追求“天人合一”

等，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也是当今世界各国人们

普遍追求的境界。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和能

源等，是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三性科学性、民主性、时

代性。钱学森的山水城市观念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把整

个城市建成一座大型园林，让现代中国的居民百姓能享受到

“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 一个基本特色钱

学森的山水城市的构想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山水

城市构想的核心，是要建设有利于人身心，有利于自然生态

，有利于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城市。这

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城市千城一面，建筑千篇一律，各国全球

化趋同的问题。使人与自然、城市、乡村建筑之间的关系，

具有共生、共存、共荣、共乐、共雅五大基本特征，即：体

现出生态关联的自然性，环境容量的合理性、构成因素的协

同性、景观审美的和谐性和文脉经营的承续性。 城市科学和

建筑科学的发展史表明，山水城市应当属于一种先进的城市

观念和模式，属于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上曾出现的花园

城市、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等等，都是一个时期的产物和实

验。 而山水城市的概念与构想，既能包容前面那些城市模式



的合理部分，又能因地制宜因时因人而异。 钱学森在建筑科

学领域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来源

：考试大 为建筑科学定位的理论；为建筑哲学定位的理论；

建立园林学的理论；建立城市学的理论；建设山水城市的理

论。 “建筑是科学的艺术，也是艺术的科学，所以搞建筑是

了不起的，这是个伟大的任务。”钱学森热情地激励着我们

。 “我们中国人要把这个搞清楚了，也是对人类的贡献。”

钱学森殷切地期望着我们。 相关推荐：建筑工程施工工序的

质量控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