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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以时间为序,对人本主义的城市发展理论进行了总结,并着重对现代的城市规划思想进行

了介绍,试图梳理人本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以期为当代国内城市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 人本主义；城市规划；以人为本；设计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聚落发展迅速,在城市

形成以及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城市规划的思想理论,并且

不断发展成熟。通过对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整个历史进行了

解发现,城市规划的整体发展史、城市规划思想的不断演进

其实就是“人本主义”和“非人本主义”两者之间交替、徘

徊进行的一步历史。城市规划中的人本思想不再是新鲜的事

物,越来越多的规划师和学者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

要,“以人为本”的规划思想在各项规划法规和项目书中都

有所体现,但是人本主义不是一个新生的概念,本文试图从

梳理中西方人本化规划思想的理论入手,分析人本主义思想

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 

1 人本主义的内涵及其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1)人本主义的源起及其内涵 

人本主义思想发轫于古希腊时期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提出了“天赋

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等人本主义理念,人本主义思想

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比较系统的思想形态。人

本主义强调人的至上性,认为人是自然界的唯一主体,主要

目的是明确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要地位,也就是一切从人的利

益与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将此作为至关重要的地位。各个阶

段的人本主义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围绕人的理性和非理

性展开,倡导一种人本精神。在城市设计的价值观的发展过

程中,从来没有脱离过对于人本主义的探讨。 

“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思想,指的是城市发展过程中

充分满足和考虑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积极推动人的身心健

康的更好更快的发展,所有居民都可以享受自由、平等的权

利以及安全、轻松的工作生活环境。 

(2)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古希腊时期,人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怀在城市建

设中得到了体现,庙宇遍布希腊各地,人们不仅在庙宇中举办

各种宗教活动,而且还通过庙宇举行各种活动。关于城市的定

义：城市是为美好生活而维持很小规模的一个社区。从社区

范围和规模方面进行分析,应该使居民既能自由又有节制的

享受安全舒适的生活。使得城市具有一体化特征,是人们追求

正义以及共同的目标,朝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努力的目标。 

古罗马时期,人本主义观念因不符合时代精神逐渐被实

用主义所取代,在此阶段,城市发展的应用理性特征更加显

著,城市规划的实用性更强。 

我国古代城市发展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商代开始出现

城市的雏形,中国从古代开始就出现“天人合一”等诸多哲

学思想,从中就可以看出是人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在具体应

用城市规划时充当的只是一种价值观,并且通过“王城居中”

等城市形态即可体现出古代城市规划中权力至上的以帝王

为中心的思想。 

(3)中世纪前后的城市规划思想 

中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城市兴起并大规模发展,市民

们按照自身意愿及社会需求形成了新的生活观念,在社会各

个领域产生了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些包含市民各项需求的思

潮也就成为了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一时期的城市规

划尊重了城市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大大丰富,充分体现了人

的尺度。所以,中世纪在城市规划上体现出人类价值理性与非

理性的叠合,规划功能被弱化,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 

在文艺复兴时期,规划思潮深深影响了西方国家的城市

规划理念,在理想形态影响下,学者提出了各种理想的城市

形态,城建活动也打破了宗教束缚,建设了诸多精致、完美、

生机无限的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 

在我国封建时期,虽然受到王权主义、儒家思想影响,

但伴随手工业不断发展,城市逐渐兴起了集市。进行城市规

划时也更加重视多数市民的生活、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

也体现出人本主义思想。 

(4)现代城市规划思想 

现代城市的发展理念演进经历了开端-发展-反思-再发

展的阶段,具体可分为：理想主义时期—功能主义时期—人

本主义思潮时期—可持续发展时期。以下以时间为序梳理城

市规划的几个重要理论及其人本主义思想体现： 

1898 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指出,工业化条件下城市

不能给人类提供适宜的居住,强调“城市应该与乡村结合”； 

盖迪斯在霍华德之后经过一系列研究分析后提出区域

规划理论,在其《进化中的城市》和《城市发展》著作中,

可以很好的反映出人本主义的规划思想,此种思想已经超越

了城市的界限分析区域的经济背景以及聚落的模式,基于自

然地域从而进行更为合理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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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30 年代,“邻里单位”的城市规划思想考虑到

老弱儿童穿越道路的危险性,按照设置小学的标准控制“邻

里单位”的人口及用地规模； 

1933 年,《雅典宪章》提出城市应按照全市人民的意志

进行规划,应该按照人的尺度来估量城市各部分的大小范围,

规划师在工作中要以人为本,确立了现在城市规划的人本主

义思想；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伴随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现代主义

大行其道,城市规模飞速扩张,但这个过程中也逐渐加剧了社

会矛盾,城市环境不断恶化,人们对城市空间的改造意愿也越

来越强烈,希望能够显著改善生活与工作环境。当功能主义失

败,人们更加重视原始需求,人本主义逐渐替代了功能主义。

但由于人类的需求非常复杂,因此,人本主义强调多样化的城

市与社区。该时期,规划思想中人本关怀替代了功能物化。 

1961 年,简·雅各布发表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对规划界一直奉行的 高原则进行了批判,她认为：“多样性

是城市的天性”,而 20 世纪 50~70 年代由美国专家主导、联

邦政府大量投资的空前绝后的城市内城改建、高速公路兴建

等行为“不是城市的改建,而是对城市的洗劫”。城市是由人

类聚居而形成的产物,城市容纳了大量居民,这些居民的需

求、能力、兴趣等都有所不同。所以,城市不可能变成艺术

品,可以说艺术是生活经过抽象而形成的一种技艺,但城市

是复杂、积极、生动的具体生活,充分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 

1977 年,《马丘比丘宪章》指出人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

展,强调人和人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和城市规划的重要性,

展现了人本主义的理性化成果； 

20 世纪 80 年代,新城市主义提出,社区路网采用方格状,

而且还需要将步行系统考虑在内,城市规划必须代表城市居

民的切身利益,在进行城市规划时也需要听取来自公众的建

议与意见。 

在 1998 年,北京宪章明确提出技术必须以人为核心,扩

展了人本主义的概念,把人和环境看做一个整体。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城市规划与社会规划开始不断融

合,例如日本学者深入研究了老年人的公共服务设施,主要

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老龄化问题,但该手段被当作城市规划。 

通过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理论的分析总结, 我们发现。

人本主义始终是贯穿城市发展的一条思维主线,这其中不乏

不同思想观念,在不同思维方式与价值认识的协调与冲突下,

城市规划学飞速发展。反观当代中国的城市发展,高速度的

城市化引发的一些问题也让现代城市规划的许多学者开始

反思并探求一种“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模式。 

2 结束语 

回顾城市发展及城市规划学科的历史,我们发现,无论

科技如何发展,人本主义的思潮始终影响着城市的设计与发

展。尤其是在现代城市规划的人本主义时期,学者深刻认识

到城市结构、经济社会结构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多门学科如

社会科学逐渐运用于城市规划工作中,无论是城市规划的设

计还是实践层面,学者们都更加强调多样性和复杂性是人类

的天性,强调公众参与。 

要让一个城市的发展体现人文关怀,规划师的作用虽然

不可估量,我们普通市民也不能坐享其成。人本主义的城市

规划强调公众参与,我们在参与问卷调查等活动中,要认真

对待,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我们有

理由相信,新技术的支持及城市规划本身的需要将使“人本”

得到发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一种正在实现的理念而

不只是一种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1]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Ｍ].南京.东南大学

出版社,2005,(5):299. 

[2]章玉全.基于人本主义思想的规划思考[J].科技经济

市场,2011,(04).95-96. 

[3]宁越敏.上海城市持续发展与地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J].城市规划汇刊,1998,(02):17-21+34-64. 

[4]洪亮平.城市设计历程.[Ｍ].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02,(12):181. 

[5]李月.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史观[D].上海师范大

学,2016,(8):169. 

[6]倪世光.西欧中世纪人本思潮的产生及其表现[J].东

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36–40. 

[7]朱东风.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及技术方法走向研究[J].

国外城市规划,2004,(02):57-59. 

[8]王中.让人本主义在现代城市规划中闪光——中西方

人本主义规划思想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影响[J].北京规划建

设,2007,(02):111-113. 

[9]王中.城市规划的三位人本主义大师—霍华德、盖迪

斯、芒福德[J].建筑设计管理,2007,(04):41-43. 

作者简介： 

栾阿诗(1990--),女,汉族,江苏射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

向：学生党建,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7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研究成果(2017SJBFDY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