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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迷于“城市规划”

1960 年 8 月，吴志强在上海出

生。

他的父亲 14 岁离开浙江金华兰

溪老家兰江街道南楼村（现七一村），

只身到上海打拼，拥有了自己的产

业，解放后全部捐给了国家，是一

位爱国的红色资本家。

吴志强童年时代住在南京西路一

带，小学的时候看着附近的车辆、马

路、房屋，就在心里想象怎样把它们

更好地安置、运行，可以更好地为大

家服务。“总是感觉哪里可以更好。”

这也为他日后选择报考同济大学的城

市规划专业埋下了伏笔。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从

广播站喇叭传到吴志强耳边时，当

时在上海松江“学农”的他正在厨

房当厨子做饭。

高考恢复后，很多大学去中学

做招生广告。当时的吴志强还在富

民路的培英中学（如今的华东模范

中学）读书。他对《新民周刊》回

忆说：“中学的走廊上贴了好多各

个大学的招生广告，有些就贴在玻

璃窗上。我就到处看看，就看到城

市规划这个专业，发现这个事情肯

定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在想

‘这里应该怎么做，那里应该怎么

做’，就这样报考了同济大学的城

市规划专业。”

真正开始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

吴志强才发现，原来城市规划没有

那么简单，“城市规划承载了人类

对下一代的居住形式的梦想。”需

要学习的太多了。经济学、社会学、

管理学、建筑学、道路工程学、植

物学、美学……即便如此，求知若

渴的吴志强在同济读完本科和研究

生并留校任教，直到被公派至德国

柏林工业大学。

1988 年初，包括吴志强在内的

70 位赴德国的中国年轻科学家均被

分到德国各大学的三年级。他还记

得，当时有一门旧城改建的课，为

巴黎、柏林等城市的贫民区设计改

建比较方案。交作业时，班级里的

20 多个同学一共拿出 40 多张图纸，

而他一下子拿出 48 张详尽、完整的

图纸，教授直接去把院长叫来看了

这场景，给院长介绍了吴志强整套

的规划设计，这件事促使院长直接

提议、柏林工大社会与区域教授委

员会一周内通过，批准吴志强直接

攻读博士学位，并配置了毗邻导师

办公室的工作研究室。

由于德国的城市规划教育需要

学习大量的城市社会学、国土管理

学、地理学数据库、节能城市知识，

吴志强每天学习到深夜，最早来，

最晚走，节假日也如此，成了办公

大楼门卫最熟悉的人。

克服语言等诸多障碍，吴志强

花了 6 年时间拿到了德国博士学位。

“我在德国学习时经历了东柏林和

西柏林合并的阶段。当时主要参与

东柏林的建筑改建项目，不是简单

恢复，而是必须满足明天的需求。”

吴志强说正是这段学习经历让他在

城市规划方面收获很大，不仅学到

了德国可持续城市规划及其管理体

系，还参与了旧城改造实践操作。

基于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双重

浸润”，吴志强明晰：城市规划，

是要用最少的资源，创造一个让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在全球化中保持

特色的城市。

从上海世博园到
汶川灾后安置规划

1996 年与国内硕士导师促膝长

谈后，吴志强决定回到同济大学。

这也让他在日新月异的上海有了大

展身手的舞台。

早在 1984 年，当时国内知道世

博会的人还很少，临近硕士毕业的

院士访谈

右图：吴志强出任上

海世博园区总规划

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