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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国勒阿弗尔城的重建是人类城市发展中值得骄傲的一页"他的重建是战后现代城市

规划和建筑的杰出典范"城中众多建筑对新材料的使用"开启的现代钢筋混凝土时代&文章从勒阿

弗尔城的重建原因出发"介绍了勒阿弗尔城新建筑材料的应用"城市遗产保护区的保护方案&同

时"分析了法国勒阿弗尔城重生的文化*社会*经济及环境价值&最后"从城市规划要素引出该城市

在城镇规划等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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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阿弗尔'一片经历了战争洗礼(曾经满目苍夷的土地'历经数十年规划重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以新

的姿态重新走入了众人的视线%它的城镇规划(市区重建(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应用(法律法规的设立等方面

的实践蕴含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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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阿弗尔市位于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惨烈轰炸%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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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奥古斯特+佩雷!

H)

6

)<=;\;00;=

"领导的团队所做的规划'对炸毁区域进行了重建%这里现在是勒阿弗尔

的行政(商业和文化中心%在许多重建城市之中'勒阿弗尔以其协调和完整而独具一格%它融合了早期城市

布局的设想和幸存的历史建筑'同时注入了城市规划和建筑技术的新观念%勒阿弗尔是战后城市规划和建

筑的杰出典范'其建筑的基础在于统一协调的方法(预制构件的使用(模块网络的系统利用以及对混凝土潜

能的创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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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88

"&勒阿弗尔是战后重建城市规划的突出的范例'该城是城市规划传统和实施现代化发展先锋在

艺术(技术和城市规划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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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阿弗尔是战后城市规划和建筑的杰出典范'其建筑的基础在于统一协调的方法'预制构件

的使用'模块网络的系统利用'以及对混凝土潜能的创新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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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简介

勒阿弗尔城自战后重建至今一直被当地居民(政府和投资者关注'但该城的独特建筑设计风格在近几十

年才被认可'建筑师奥古斯特+佩雷也因此誉满全球%

+,,C

年'勒阿弗尔城以其独特的建筑风貌和规划特点

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座里程碑式的重建城市由奥古斯特+佩雷及其团体规划设计%奥古斯特+佩雷是
+,

世纪最重要的建筑

师之一'他早年就读于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深受古典主义精神的影响'继承了
#?

世纪的新技术'并将新的建筑技

术钢筋混凝土引入设计'革命性地打破了法国建筑的传统%他早期的建筑设计'如巴黎富兰克林街的公寓!

#?,!

年"等'被认为是早期现代主义的杰作'而勒阿弗尔城的重建是奥古斯特+佩雷职业生涯中较晚的作品'该工程

将佩雷的理论运用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勒阿弗尔城的重建是佩雷的杰作'也是他个人理论的化身%

位于塞纳河口的勒阿弗尔一直是去往鲁昂和巴黎的战略要地%由于河口泥沼堆积'法国政府在此为鲁

昂修建了港口%该港口因可以通往美洲而倍受重视%

#"

世纪'勒阿弗尔除用于发展与美洲和非洲的商业联

系外'科尔伯特部长授权在此建设军火库'并将海军船坞转移到该地区%

#D

世纪末'勒阿弗尔成为法国四个

主要港口之一%

#"D.

年'工程师弗朗索瓦+洛朗拉芒代被委托进行勒阿弗尔的新规划'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

响'该规划在
#D!,

年才得以完成%

#DC+

年'古老的防御工事被拆除'全市面积扩大至原来的
?

倍'人口达到

.

万人'为鼓励工业发展'许多跨洋公司设于此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都市区的人口已增至
#?

万人%第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勒阿弗尔港供英国军队使用%

#?-,

年
C

月'该城被德国轰炸'英国人随之离开%在签

署和平条约后'它由德国占领'以备攻打英国%因此'港口也曾遭英国轰炸'船厂随即被毁%

#?--

年夏天'当

时
",

岁高龄的建筑师同事奥古斯特+佩雷及其同事即担负起重建城市重任%同年
?

月'该市在盟军连续空

袭下'中心区基本被完全摧毁%在战争中未被炸毁的建筑!如圣+弗朗索瓦地区的一些历史建筑"被保留下

来'成为新城镇计划的一部分%

%

!

新建筑技术的突破性应用

)新古典主义*被认为是勒阿弗尔城镇的精神%勒阿弗尔城的重建反映了建筑师创造某种建筑结合体的

理想'在保留了建筑物与街道的平衡关系的基础上'使新建建筑物融入本来的街道景观中%佩雷将重建项目

的本质定义为前卫地使用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结构设计%他采用模数化设计方法'把城市建筑的组成构件模

块化'从而使单个构件单元制作规模化%考虑到传统建筑材料的缺陷'且当时缺乏额外的建筑材料%佩雷引

入了现代建筑材料///钢筋混凝土%

&

!

城市遗产保护区

勒阿弗尔城能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不仅仅因为被毁后重建的建筑'还包括其完备的保护和发展

机制%政府为保护当地历史文化'将重建的市中心列为城市景观保护遗产区'并组织研究机构对城市的建筑

及规划进行学术性的文化研究%这类城市保护和研究方法为法国提供了一套新的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流

程%目前'法国已有
!C,

个城市景观保护遗产区和
.,,

多个相关研究项目%

勒阿弗尔城的)城市景观与遗产保护*计划的目标不仅包括逐渐恢复佩雷建筑原本的光辉'更重要的是为当

地新建建筑提供社区再造的机会'从而保持城市风貌的独特性和一致性%为了保护佩雷城市设计的特点'新建

建筑需考虑建设地点周围的城市环境(新建筑物的高度和体积'以保证城中心的景观和谐及居民生活质量%同

时'勒阿弗尔城政府为强调建筑遗产的文化特性'还颁布了一系列关于遗产文化的设计规范和法规%

#???

年'为了更好地开展和实施)城市景观与遗产保护*计划'政府聘请了文化遗产开发专家同建筑师一

起工作'专门处理重建建筑物的保护工作'并将其工作经验修订成法律法规'作为未来建筑物保护工作的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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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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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举不仅对当地的城市开发起到监管约束作用'从一定程度上也创造了当地建筑的附加价值%

'

!

价值类型分析

'"!

!

文化价值!重视人文价值%开创保护先例

勒阿弗尔城的重建为当地建立了独特的原生人文资源'同时'也为该城的保护提供了一套人文艺术资源

的维护和应用系统%在保持城市风貌的一致性的同时'提倡建造多元且开放的新建筑物%近几十年来'勒阿

弗尔重建之城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备受世人的关注%当地政府为此设立了)城市景观遗产保护区*'此

举不仅为法国的遗产保护开创了先例'而且为民众提供了地方文化和艺术教育的平台%

'"#

!

社会价值!获得公众认同%激发城市活力

勒阿弗尔城的重建持续了
+,

年之久'奥古斯特+佩雷前卫的设计被人们认可也花费了近两代人的时

间%因而'该城的规划及建筑设计经历了几个时代的考验%其包容性的开放式社会规划策略值得世界其他

城市借鉴%现在'勒阿弗尔城的居民以其城市被纳入世界遗产城市而骄傲'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地方认同感和

自豪感'为保持城市发展创造活力%

'"$

!

经济价值!技术观念创新%功能经济兼具

革命性的引入经济实用的钢筋混凝土和预制组件的建筑方法'不仅解决了当时经济紧张的难题'同时也

为未来型建筑提供了兼具功能性和经济性的新方向和新标准%其经济型的开发利用方式成为现代城市规划

发展的典范案例%

'"%

!

环境价值!成本科技优化%筑造和谐空间

以简洁且功能性极强的现代主义风格为基础'首次使用钢筋混凝土为建筑材料'以低成本(低科技的方

式创造较高的美学价值%在城市规划方面'最大化地尊重了非重建区风貌'将重建区完美地融入城市原貌'

降低城市重建对整体城市环境的影响,在建筑细节的设计上'奥古斯特+佩雷更注重对自然要素的运用'通

过改善建筑的功能'营造宜人城市空间%

(

!

规划要素

("!

!

文化基质!尊重历史%新旧共存活化遗产

结合城市历史和文化背景'在重建的市区中心设立城市景观遗产保护区!

\̂\H9\

"%同时'该遗产区被大

学作为案例'用以研究佩雷的城市和建筑设计的文化价值%这些举措转变了公众对保护遗产的消极态度'使建

筑遗产的文化价值更受关注%勒阿弗尔城的城市规划设计为现代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活态化的例证%

("#

!

空间形态!尺度适宜%空间引导社区发展

除了对建筑质量的要求'勒阿弗尔城的空间设计追求居住的舒适性%在城市空间设计上'采用适宜的尺

度'在材料上运用廉价且功能性强的建筑材料'同时'通过引入现代化设备'提高技术应用程度%设计师对空

间设计的舒适度追求'引导了战后社区的建设及未来建筑发展的趋势%

("$

!

交通体系!层次交通%营造城市公私空间

规划师在城市的交通主干道沿线设计的交通景观含蓄地表达了现代交通系统的美学价值%在此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新的交通系统'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模块%遵循现代街区规划的原则'这些道路模块的设置考虑

了光照(盛行风(社区结构和人居环境等众多因素'并沿袭了现代主义的风格'有效的区分了公共和私人的空

间'为城市营造了多层次的空间'同时也减少和抑制了区域犯罪率%

("%

!

发展机制!立法保障%依法设施社区再造

建立城市景观遗产保护区及其研究组后'遗产保护流程被广泛应用于法国的其他遗产保护区%勒阿弗

尔重建为再造社区提供设计规范和法规'为监管和约束城市的发展规模及遗产建筑的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

!

建筑体系!观念创新%标准化引领新设计

钢筋混凝土的引入解决了当时材料紧缺的难题'同时为现代建筑发展提供了新的工艺和经济价值%这

一革命性的创新为现代建筑发展提供了方向性的参考%奥古斯特+佩雷对勒阿弗尔城的建筑和规划的设计

特点代表了
+,

世纪广泛使用的主流学院派设计风格'区别于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标准化且多变的建筑

模式为现代主义建筑保留了和谐时尚的平衡美感%勒阿弗尔的城市重建持续了
+,

年'尽管其新旧建筑经历

了现代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考验'对今天的新城镇建设的规划设计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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