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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类$灵妙化%进步历程中不断造就的文明结晶是最值得珍惜和传承的"在新的时代背

景下为后人创造传承具有$普世价值%的$遗产%成为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基本责任&作为$人类最杰

出的创造物%和$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世界遗产概念及其评价体系对新遗产研制具有特殊的启迪

价值&$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新城市(是可以有意识创造的%&革新性的创造是否有方法可依) 笔

者引入新艺术设计模式*全价值观念模式和跨专业规划模式等曼陀罗思维模式"探索从综合价值及

跨专业要素等多维度解读世界遗产"提出以新艺术设计模式等系统逻辑为基础"探索新遗产城市研

制的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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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与新遗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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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9@A(4B

"在
#?"+

年发起了世界遗产保护运动'颁布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和世界遗产评价标准%世界文化遗产标准选择了从)历史(艺术或科学*的多维角度评判和审视城市的

)普遍价值*'将)独特的艺术成就*)对人类文明或文化传统的特殊见证*)对城市(建筑设计带来的重要的影

响*)人类重要阶段的杰出范例*以及)与特殊人类观念的联系*等作为评价遗产城市的核心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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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遗产城市

世界遗产蕴含了丰富的知识(常识和智慧'城市作为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贮存(流传的主要载体'解读世

界遗产的精粹对新城市类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如何汲古润今'继往开来'摒弃传统城市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发展态势'从艺术(学术而非技术'系统而非细节'时间而非空间'价值而非价格等范畴审视其发展方

向和方法'建立以价值观和评价标准这两种典型文化要素为前提的创造性思考和系统'既是新城市研究的起

点'也是贯穿始终的重点和难点%

受世界遗产的启发'笔者对新城市类型的方向和方法进行了探索性思考'提出了)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

!新"城市是可以有意识创造的*的观念性结论和)新遗产城市*的概念性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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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陀罗思维模式

曼陀罗!

J21K2&2

"既是生物学术语'也是佛教用语%在生物学上'曼陀罗是一种被子植物门植物,在佛教

上')曼陀罗*是梵语音译'藏语称)吉廓*'即坛城'象征宇宙世界结构的本源'是变化多样的本尊神及众神集

居处模型缩影%它以一些朴素概念为要素'在新观念意境下构建的'具有曼陀罗形态逻辑和衍生特征的类型

化方法论模型'这些思维模式具有向心性(系统性(逻辑性和可变性特征'可用于城镇规划(建筑设计(景观营

造(艺术设计等不同专业范畴%

笔者理解的曼陀罗思维'是对事物进行图形化(类型化(系统化的一种设计思维%在实际应用中'曼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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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模式亦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客观条件下'它是可扩展(可衍生(可创建的逻辑思维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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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设计模式

)新艺术思维模式*是通过对)动机*)要素*)观念*等方法要素及其逻辑的重新思考'试图将)理性思维*

与)感性思维*融会贯通的创造性设计方法'如图
#

所示%设计思维以)动机设计*为起点'依次展开)观念设

计*)要素设计*)原则设计*)概念设计*)策略设计*和)标准设计*'而)变数设计*将可能涉及对未知情形的预

测和弹性机制的预置%设计创作过程将在可不断辨识和透视的)动机*驱使下展开其他设计要素的取舍(推

衍和酝酿'并使)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在此次序中有机融汇%其中')动机设计*和)变数设计*是制约其他

要素类型(定义及路径选择的关键要素%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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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设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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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价值观念模式

全价值观念模式如图
+

所示%城市价值指城市在

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范围内产生的各种产出效益的总

和'它由若干基本价值类型构成'其中'社会价值(经济

价值(环境价值(文化价值(科技价值是主要价值类型%

C

种基本价值类型构成)全价值模式*%在实现城镇系

统价值最大化为基本原则指导下')泛养生*)全产业*

)大生态*)新遗产*和)源动力*成为指导五大价值共生

和持续再生发展的观念要领体系%

以)-贮存文化(流传文化和创造文化.作为城市的

根本功能*的理论学说表明'文化价值应该成为城市价

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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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专业规划模式

#雅典宪章$以机械主义和物质空间决定论为理论

基础'按照功能属性将城市划分为若干空间体系,#马

丘比丘宪章$则认为人与人的多层次社会(经济和文化

交往'以及由此建立的人文秩序才是影响城市的根本

动因,#北京宪章$倡导 )广义建筑学*'推动在更广泛(系统范畴内建立新专业体系'符合东方人自古推崇的

)整体思维*智慧%

)跨专业规划模式*突破专业过度细分造成的思维禁锢'将以空间形态(交通体系(建筑设计(景观规划等

为代表的城市物质要素与文化基质(产业集成(社区模型(发展机制等非物质要素在规划模式中予以有机融

合'渗入生态要素(土地效能及能源供需等自然禀赋'构建多专业(跨系统视野下的城市规划方法模式'如图
!

所示%

$

!

新遗产城市研制路径

遗产/遗传/新遗产既是)新遗产*研制的技术路径'也是遗产文化核心价值留存(活化(再生的逻辑轨

迹%通过对遗产中价值要素和策略因子的提取和分析'将其衍化成可)遗传*基因要素'在某个事件性系统中

将这些基因进行策略型重组'则这些人类文明结晶的遗传基因得以在新容器(新载体中活化(再生'也使得

)新遗产城市*的创制成为可能%

将)遗产/遗传/新遗产*进行本质化的抽象'其根本逻辑路径即)方向/方法/方案*%不同层级系统

之间的交互(叠合(渗透(连接'使)新遗产城市*研制成为相对独立却整体集成(整体抽象又个体具象(学术制

高而技术为基的策略系统与方法系统的聚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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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与方向研判

系统思维应为新遗产城市研制应秉持的核心与关键'是重点'也是难点%系统先行'以整体性全局为基

础和起点'对新城市未来发展进行战略性方向研判是新遗产城市研制的逻辑起点'立体性拓展新城市发展的

高度(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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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价值观念模式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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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专业规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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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导引与方法集成

以世界文化遗产评价标准为标杆'整体性(系统性考量新城市价值评估体系%综合利用曼陀罗思维模式

下衍生的方法与工具体系'构建以特定战略发展方向为目标的新城市综合要素评估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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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形制与方案创新

在新城市战略发展目标的擎领下'在构建的新城市综合要素评估系统的引导下'通过系统性方法与工具

的交互组合利用'从顶层设计开始'点(线(面(体全方位创制新城市发展与传承策略系统与创新要件'并将策

略与创新通过体制管理(空间转译(资源整合等方式'演化成有据可依(有法可循(上下兼顾的新城市发展

实践%

$"%

!

方略集成

尝试以第
+'#

节所述新艺术设计模式为新遗产城市研制的路径体系'衍生出以下系统集成'作为新遗产

城市研制路径进一步探索的基础与框架%

#

"动机&世界遗产为原型'依据其城市类型标准'创造具有未来性的)新遗产城市*模型%

+

"观念&符合世界遗产标准的新遗产城市能够通过提取遗产文化遗传基因并进行策略性重组而有意识

研制并创造的%

!

"原则&最大化提升以文化价值为核心'以经济价值(环境价值(社会价值和科技价值为基础的城市综合

价值'并实现文化新遗产(经济全产业(环境大生态(社会泛养生以及科技源动力的城市综合价值可持续性及

链条化%

-

"概念&文化
L

自然
M

未来'特殊文化基质和自然要素'因地制宜地塑造出类型多样的)新遗产城市*概

念型态%

C

"要素&文化(经济(环境(社会和科技五大价值类型及其关联性要素成为新遗产城市创新要件系统构架

的主要元素%

.

"策略&文化基质(产业集成(发展机制(空间形态等多要素集合的跨专业规划模式'构建 )新遗产城市*

系统性(创新性的多维度(全方位规划体系%以)城市原型遴选/城市类型定义/城市模型建构/城市造型

设计*为逻辑索引'构成新遗产城市总体发展策略体系%

"

"标准&对世界遗产评价标准进行系统性解析和方法性转译'建立以未来)遗产城市*为目标的要素系统

和评价机制'建立用于引导)新遗产城市*规划(设计的具有个体识别性及整体适应性的新标准系统%世界遗

产评价标准体系可拆解为)文化遗产*标准')自然遗产*标准')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标准')文化景观*标

准')农业遗产*标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准%

D

"变数&城市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其自身产生的(外力附加的(复合衍生的各种显性和隐性(可预见和

不可预见的变数'如人口(产业(气候(外来文化等'这些变数相互作用'孕育了城市独特的文化'也逐渐塑造

了城市的未来%对系统性变数的结构性考量'在新城市发展策略系统中为应对变数预留系统弹性'是新遗产

城市的类型研究与实践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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