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少时好学不止
遇到名师受益匪浅
卢济威出生于1936年，那是一个

战乱的年代。他读小学时常常转校，

直至抗战胜利及全国解放，才在台州

中学稳定求学。年少时，卢济威喜欢

画上几笔素描，高中毕业时成绩优异，

被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录取。

卢济威来到学校后得知，南京工

学院前身是中央大学建筑系。上世纪

50年代，中国学院建筑学有三位学部

委员（现在的院士）梁思成、杨廷宝、刘

敦桢，而杨廷宝和刘敦桢就在学校任

教，卢济威在思想和专业上都得到他

们极大的帮助，从此，他走上建筑师及

建筑设计教育之路。

读书的时候，卢济威对建筑设计

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的景观层面。

1960年，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同济大学

工作。工作伊始，他参加的是大学一

年级的教学工作，对其他年级的课程

也很感兴趣，就主动地去听课。听了

很多课，都感觉非常新鲜。

初到同济大学，给卢济威留下深

刻印象的是冯纪忠教授。上世纪60

年代初，冯先生在同济大学带领师生

进行了教育改革，“以空间为纲”组织

教学，编写空间原理。当时，世界上很

多国家都采用了这个体系，但在中国，

同济大学是率先进行这项改革实践

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冯先生就已

经意识到，建筑设计应追求功能优先，

并与技术、造型等高度统一的现代主

义思想。

卢济威回忆，被称为“飞机楼”的

武汉同济医院是一个典型案例。冯先

生从功能出发，设计出四翼飞机形体

的住院部。每翼均为病房，共计16个

病区。“机身”的中央部分安排为临床

服务的诊断、治疗科室，便于与病区之

间联系，便于接送病人。整个建筑形

成6个尽端，以减少不必要的穿插带

来的交叉感染。上世纪80年代，人们

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起来。冯先生站

在时代浪潮前，把建筑设计、风景园林

与城市环境结合起来，松江方塔园和

何陋轩是他的代表作。

卢济威说，自己进入同济之后接

触到冯纪忠先生的教学，一直都对他

非常敬佩。直到现在，还受益于冯先

生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并将之延续

下来。

在前人的基础上
完成建筑教学改革
1986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揭牌成立，这在全国都是第一

家，原来都是叫建筑系。当时担任副

院长的卢济威认为，学院名称的转变，

不是简单换几个字，背后是对世界建

筑思潮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认知。

现代主义建筑把空间观作为基本思

想，讲求空间的物理形态。到了后现

代主义时期，很多新的理念被提了出

来，逐渐从空间观转向环境观，更加强

调人在空间里面怎么进行行为活动。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称的改变，顺

应并体现了这个趋势。

1989—1994年，卢济威担任建筑

系主任期间，完成了一项重大教学改

革——建筑教学内容和体系改革。在

同济长期重视以“空间”体系组织教学

内容的基础上，为了适应20世纪后半

叶国际建筑、城市规划学界逐渐形成

的由空间观向环境观发展的趋势，90

年代初，卢济威带领教改团队研究并

实践教学内容及体系的调整和改革，

完成了教改成果——以“环境观”建立

建筑设计教学新体系，并获得1993年

上海市教育成果一等奖、教育部教学

成果二等奖。

卢济威站在冯纪忠等前辈的基础

上，将建筑教育推进了一步。

大赛中屡次获奖
受启发转向城市设计
卢济威是建筑教育师，更是一位

建筑设计的实践者。改革开放之初，

他便如饥似渴般地投身于各项建筑的

设计中，并在国内外大赛中多次获奖。

上世纪80年代，他参加了两大工

程：无锡新疆石油职工太湖疗养院项

目、山东胜利油田孤岛新镇规划与设

计项目。卢济威承认，过去建筑和规

划是分得比较开的，但在参与这两个

项目的过程中，他见证了从“一块平

地”到“一整块城市区域”的转变，得到

了很大启发。他感觉到，做建筑不能

局限在几平方米的空间里，而要有更

加开阔的思维。

后来的浦东开发和陆家嘴地区国

际咨询项目中，当时有5家单位参与

国际咨询，让卢济威印象最深刻的是

英国人罗杰斯的方案。其他的方案更

多强调陆家嘴地区的建筑形态，罗杰

斯方案在重视与上海老城厢、上海历

史文化关系的同时，更强调人的行为

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在罗杰斯方案

中，有3个令人很有兴趣的内容：第一

个是一个大型的圆形绿地，与陆家嘴

地区的地形很契合；第二个是绿地周

边包围着的高层带；第三是用公共交

通将高层带连接成若干个社区，每隔

600米设置一个站点，并在600米的范

围内组成步行区。

卢济威认识到：罗杰斯的方案让

人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的行为对城市

形态会产生很大影响。城市规划研究

的不只是好看、难看等问题，背后还有

更深的门道。

从此，卢济威开始从一名建筑设

计师到城市设计师的转变。卢济威认

为，任何的城市建筑项目必须与城市

的规划、发展融合，不能局限于景观、

环境。而现代城市设计应融汇建筑、

规划、景观等多学科。城市设计的基

本理念是，为人们提供更宜居、更便捷

的生产与生活空间。

后来，卢济威参观了伦敦的金丝

雀码头项目，得到了更多的启发：那

里，金融、商业设施林立。地面一层步

行与老码头的亲水水面相接，两层行

车，构成了立体式的城市空间，既繁荣

了人们的生活娱乐，又保持了老码头

的历史传统，地铁、轻轨则在地下空间

设站，形成立体城市。这，不正是完美

的城市设计吗？

跨越，从建筑设计到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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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阅国内外城市设计案例是卢济威热衷的乐趣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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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航者的上海故事
静安寺地区堪称海派文化的经典代表：繁华的静安区南京西路上，有尘世

喧嚣的商业宝地，也有青灯古佛的宁静寺院。这里可见诸多高大上的写字楼，

亦有静谧的静安公园。轨道交通在此设站，还有一座巨大的下沉式广场。小小

几平方公里，集商业、娱乐、宗教、文化、交通功能于一体。它的设计者就是我国

著名建筑师、同济大学教授卢济威，有人称他为“中国现代城市设计的创始者”，

他则谦逊地说：“只能算是其中之一。”

9月的一个早上，记者在曲阳路上的一间公寓里见到87岁的卢济威先生。

他腰板笔直、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开口便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从一个建筑设计

师转变为一个城市设计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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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岁的卢济威教授仍很忙碌，走遍国内城市不停探索设计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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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于南京工学院（今

东南大学），分配到同济

大学建筑系任教

1960年

开始历任同济大学

建筑系副主任、主

任、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副院长

1986年 1995年

被授予“全国优秀

教师”荣誉称号

被中国建筑学会授予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

教育奖”

2008年

1936年11月 出生于浙江省临海市卢济威

● 同济大学城市设计学科创立者，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长，现任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顾问，上海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设计专业委员会首席顾问，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委员会城市设计学部名誉主任等职。

● 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创作，曾获省部级优秀设计二等奖以上  项。

直到80岁，卢济威依

然忙碌，常常挂着相机走

遍国内城市，探索城市设

计的新方式。他的另一项

功劳在于教书育人。从上

世纪60年代至今，卢济威

教授共培养了近100名研

究生，其中包括博士生35

名，博士后6名，为中国培

养了一批建筑设计和城市

设计精英。

卢济威有一名得意弟

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建筑

师王澍。王澍于2012年

摘得素有建筑学界“诺贝

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

是迄今唯一获得此奖的中

国人。

王澍是怪才，不拘一

格，这个“叛逆”学生到同

济攻读博士时，导师卢济

威对他异常宽容。“我只记

得我导师跟我说过一句

话：别人的论文怎么写，我

都要管管；你的论文想怎

么写就怎么写吧。”王澍认

为，卢济威对他的“放养”，

实为一种鞭策。“老师不管

我了，我的压力就大了。”

王澍的博士论文以

“虚构城市”为题，凝聚着

这位研读建筑学的年轻人

对未来城市发展趋势的思

考。送到卢济威手上时，卢济威和

身边一位同事说：“王澍的博士论文

是篇好论文，很多内容涉及哲学和

历史学，有些我也读不懂，你是历史

系教授，帮我一起指导。”王澍说，在

和卢济威交流之后，立马作了一个

决定：5万字全部重写。时至今日，

王澍在同济的师兄师弟和老师，仍

记得那篇手写的博士论文。有人至

今珍藏，仍说看不懂。而卢济威则

说：“扩大视野是我研究生教学的重

要目标。”王澍获得大奖后返校时，

和老师卢济威深情地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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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卢济威主持的静安寺地

区城市设计，可以说为此后的上海城

市设计树立了一个标杆。

静安寺项目的起因是要造一个地

铁站。原先上海的地铁站都由申通公

司投资建设，但在造地铁二号线的时

候，市里决定由申通公司负责线路，由

各个区为本区内站点提供资金，减轻

申通公司的负担。每个区投入了大量

资金，自然也想趁这个机会把地铁站

周边的城市建设和开发一起考虑。

卢济威回忆：“说来也是缘分和机

遇。”地铁站的建造不再仅仅是一个单

一的项目，而是与整个城市功能融合，

这与城市设计不谋而合。他说，这个

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围绕地铁站进行

城市建设，而不单单是建造一个地铁

站。如何整合城市的多种要素与功

能，包括地铁交通、商业、文化、绿化和

市民活动等，是非常关键的。

城市空间只有做到便民、实用，才

能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当时，卢济威

提出了三个关键词：生态、文化和商业。

他和团队成员还有一个创新的想

法，就是做了一个下沉式广场，能够把

地铁站、公园以及南京西路等周边环

境有机结合起来。卢济威介绍，静安

寺广场不对称布局、多功能整合并下

沉的方案，与当时按照功能划分用地

的常规做法很不一样。“我们实际上做

的是地形重塑，提高土地利用率，让各

种要素和空间相互渗透、互相裨益。

把商业下压，并与下沉式广场相连，上

面又做公园，形成了土地的复合利

用。”下沉式广场的屋顶作为静安公园

绿地的延续，使公园面积扩大了2000

多平方米。作为“生态、高效、立体的

公共空间”，广场建成之后受到市民好

评。作为卢济威的早期城市设计作

品，这个项目将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历

史古刹、自然生态和交通枢纽有机地

整合成园寺一体的独特城市环境，同

时实践了TOD理念，在国内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本报记者 张炯强

参与改造项目 打造亲近自然的生态绿洲卢济威还参与了福建漳州的“五

湖四海”城市改造项目，让一座脏、乱、

差的城市变成了生态绿洲。

漳州市“五湖四海”项目包括由南

湖、碧湖、西湖、西院湖、九十九湾湖构

成的“五湖”；“四海”则由荔枝海、香蕉

海、水仙花海、四季花海组成。这个以

水为脉、以绿为媒的系统性生态建设工

程，不仅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城市“边

角地”脏乱差的局面，也为城市的“生态

修复”和“功能修补”提供了空间。

卢济威认为，“五湖四海”建设的

最大特点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以

建设带动保护，用修补取代翻新，尽量

保留一些“没有用的地方”和“可以发

呆的地方”，用“留白”的方式让城市有

田园味道，让市民有亲近自然的空间。

卢济威的城市设计创作有个显著

特征：力求设计的创新性和特色，例如

上海北外滩地区城市设计——探索城

市活力区建设的城市形态组织条件；

江苏连云港海州古城城市设计——探

索古城复兴，既恢复历史意象，又复兴

城市活力，满足现代生活的发展；福建

漳州市西湖片区城市设计——探索高

达6米的堤坝与区域中心结合，形成

立体基面的城市形态结构，等等。

2020年，俄罗斯艺术科学院公布

新晋外籍荣誉院士名单，卢济威获“俄

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称号。

这个称号是俄罗斯艺术领域的权威

荣誉，奖励在艺术领域有突出成就和

卓越贡献的艺术家和以其他方式为

艺术作出贡献的人士。

重视江滨亲水 建成城市活动和休闲场所卢济威介绍，我国的城市设计发

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基本是在

进行新城建设；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1

世纪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城市面临

的主要课题是城市更新，这就需要更

加贴近人们生活的城市设计理念的介

入。这个时候，城市滨水空间日益成

为城市发展的新亮点。

卢济威有一个观点：滨水区是城

市得天独厚的财富，应当成为重要的

城市活动和休闲场所。

2014年，卢济威做上海北外滩城

市设计，也涉及滨水空间和城市的关

系。他说，过去，很多人考虑的都是天

际线，强调让人们从黄浦江往这里看

过来的时候觉得很美、很震撼。但他

更看重的是利用好黄浦江这个资源，

促进整个北外滩地区发展，提升北外

滩的城市活力。其中的关键，就是要

让人们能够方便地走近江滨，走到坝

顶使用滨水空间。

2002年，卢济威主持了杭州滨江

区江滨地区城市设计项目，获得教育

部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这个项目就

在钱塘江旁边，钱塘江大潮潮水汹涌，

浪拍上来很高，所以堤坝也造得很高。

按照规定，堤坝属于水务部门管

理，蓝线在那里，一般是动不了的。卢

济威接到这个项目之后，感觉钱塘江

是个很好的资源，岸边的堤坝蓝线应

该进行柔化，使其成为城市的活动空

间，满足人的亲水需求。

他的方案提出，在堤坝及扩大范

围造建筑、建小品、种树，把城市空间

引到江边。可问题来了，堤坝上不能

随意种树，该如何解决？卢济威想到

的办法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形成树

池，然后把树种下去，再覆盖泥土。这

样，树根的生长就不会对堤坝直接产

生影响。

以前，杭州市提出“跨江发展”，已

建成的滨江区政府大楼位于钱塘江南

侧，坐北朝南。按传统观念，必然会背

离钱塘江往南边发展。卢济威在做城

市设计的时候就提出，滨江区的发展

重点要放在钱塘江边上。卢济威说：

“当时没有想得很远，只是想让滨水区

域更好地为城市、为人民服务，让江水

变得可亲近。”

后来，杭州变“跨江发展”为“拥江

发展”，强调在江的两面发展。卢济威

当时的城市设计就起到了一个先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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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济威在大量城市设计创作的基础上重视设计理论

的研究，主要在四个方面有所建树：

■ 城市设计整合理论，提出城市设计机制是城市要
素三维形态整合。

■ 城市形态组织理论，提出了城市要素整合、城市
空间景观组织、城市基面建构和城市形态结构塑造等形
态组织方法概念的理论体系。

■ 城市地面立体化概念，提出人类城市发展四个发
展期：平面形态发展期、空间景观形态发展期、竖向形态
发展期和地面立体化形态发展期。

■ 城市地下公共空间概念，提出人类向地下索取空
间是城市发展的必然，城市地下公共空间是城市地下活
动空间发展的骨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