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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城镇建设的规划蕴涵
———以卢作孚“北碚实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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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卢作孚“北碚实验”是中国近代现代化城镇建设的优秀案例之一,
 

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通过实地调研、
 

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历史空间格局的复原探析,
 

对1927-1949年北碚现代城镇化建设时期的城

乡建设思想、
 

城乡管理制度、
 

城乡空间结构以及公民培养等方面进行梳理与研究.
 

总结归纳出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

思想于规划、
 

建造和经营过程中具有以下3点内涵:
 

①
 

借鉴西方理论与实践,
 

因地制宜地实现自主城镇化;
 

②
 

确

立相应的制度、
 

物质以及人文环境,
 

构建现代化城镇功能体系;
 

③
 

培养公民空间权力意识与规范城市管理,
 

实践公

民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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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
 

Zuofus
 

“Beibei
 

experiment”
 

is
 

one
 

of
 

the
 

excellent
 

cases
 

of
 

modern
 

urbaniz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a
 

positiv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a
 

study
 

reported
 

in
 

this
 

arti-

cle,
 

a
 

field
 

research
 

is
 

conducted,
 

map
 

documents
 

are
 

collected
 

and
 

sorted
 

out,
 

and
 

the
 

historical
 

spatial
 

patterns
 

are
 

restored
 

so
 

as
 

to
 

investigate
 

and
 

make
 

clear
 

the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thoughts,
 

urban
 

and
 

rural
 

management
 

systems,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cultivation
 

of
 

people
 

during
 

the
 

pe-

riod
 

of
 

Beibeis
 

modern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1927
 

to
 

1949.
 

It
 

is
 

concluded
 

that
 

Lu
 

Zuofus
 

rural
 

modernization
 

thought
 

in
 

the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process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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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ations:
 

Lu
 

Zuofu
 

learned
 

from
 

Wester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and
 

realized
 

autonomous
 

urban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Lu
 

Zuofu
 

built
 

a
 

modern
 

urban
 

function
 

system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institutional,
 

material
 

and
 

humanistic
 

environments;
 

Lu
 

Zuofu
 

realized
 

the
 

civil
 

society
 

by
 

cultivating
 

civic
 

space
 

power
 

awareness
 

and
 

standardizing
 

urban
 

management.
 

Based
 

on
 

th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contained
 

therein
 

can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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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也出现部分地区盲目走上快速化道

路,
 

使城镇化与人口、
 

经济、
 

生态的关系失衡.
 

因此需要社会各界加大对城镇化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研

究[1-2].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出台,
 

城镇化领域的课题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重

视,
 

其中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近代中国城乡转型和早期乡村现代化与城镇化建设的事例.
 

由于复杂的时代

特殊性,
 

同一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呈现差异性和多样性.
 

对此,
 

社会学、
 

历史学以及经济学等领域的研

究成果丰富,
 

而规划学科层面的研究则相对薄弱[3-4].
中国城乡建设有多个发展阶段,

 

其中1904-1940年的乡村建设运动,
 

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重要的

乡村建设发展阶段[5-7].
 

自鸦片战争后,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凋敝衰败,
 

卢作孚、
 

梁漱溟和晏阳初等一批人,
 

发起一系列具有试验性的“乡村建设”运动,
 

旨在改变农村急速破产的状况.
 

卢作孚在1927-1949年进行的

北碚现代化城镇建设成果突出,
 

于1944年被美国《Asia
 

and
 

America’s》杂志评论为“迄今为止中国城市规

划最杰出的例子”[8].
 

因此,
 

其思想、
 

思路以及措施对于后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通过整理分析,

 

国内关于卢作孚“北碚实验”的研究已经开始呈现从人文社科向规划建设视角转移的态

势.
 

早期,
 

以王安平和刘重来[9-11]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系统分析了北碚实验的思想来源、
 

思想内涵与具体实

践,
 

论证出卢作孚是乡村建设运动主要代表人物,
 

“乡村现代化”是其乡村建设思想的核心,
 

而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
 

以交通运输为龙头的理论与实践,
 

则是主要的成功因素.
 

苟翠屏、
 

张秉福和王金霞等[12-14]在此基

础上将“北碚实验”模式、
 

建设思想与同时期其他乡村建设运动进行比较,
 

前期研究多站在社会管理和社会

工作角度,
 

缺乏城乡规划专业视角分析,
 

2010年后的研究逐步导入了规划思维.
 

谢璇、
 

徐斌和毛华松

等[4,15-16]规划方面的学者,
 

利用空间图纸解读卢作孚时期北碚现代化城镇建设,
 

但缺乏时空过渡对比、
 

事件

与空间变化的联系分析.
本研究利用地图文献分析和空间复原等方法将城乡本身的物质形态变化与历史事件、

 

历史现象联系起

来,
 

从而投影城乡形态演变、
 

系统考察“北碚场”现代化城镇建设,
 

旨在助力中国乡村与城镇建设研究体系

的构建,
 

为加深认识当前我国乡村振兴以及城镇建设中的各种问题与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及时间选取

北碚位于重庆主城西北方向,
 

是重庆两江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区域主要为北碚市区.
 

北碚

市区原为北碚场,
 

市区范围逐年扩张,
 

确定以嘉陵江江岸线、
 

龙凤溪和如今西南大学边界围合的范围

为界(图1).
通过分析历史资料可以总结出“北碚实验”可分为3个时期,

 

于此之中稳步推进,
 

但由于3个时期所

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
 

各时期规划建设工作存在差异.
 

选取每个时期的起始时间即历史社会背景发生重

大转变的时刻作为关键时间节点:
 

①
 

1927-1935年峡防团务局时期,
 

乡村运动背景下,
 

卢作孚担任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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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图为《川东区北碚市区行政区划图》.

图1 北碚场区位示意

防团务局局长,
 

以北碚场为中心开始乡村现代化

建设.
 

②
 

1936-1941年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

验区署时期,
 

北碚所处峡防局改为嘉陵江三峡乡

村建设实验区,
 

随后在抗日战争背景下,
 

北碚被

划为重庆迁建区进行发展建设,
 

城市形态逐渐形

成.
 

③
 

1942-1949年北碚管理局时期,
 

北碚城

镇建设基本完成,
 

大量人口迁入,
 

改实验区为北

碚管理局,
 

市区稳步扩张.

1.2 总体思路与研究内容

以时间与历史事件为线索,
 

利用地图文献分

析与空间复原将历史追溯到1927-1949年,
 

通过

历史地图及其他相关文献对北碚实验的规划工作

进行整理,
 

从4个层面分析卢作孚现代化城镇建

设中的规划内涵.

1)
 

思想层面上关注“峡防局—管理局”时期建设思想、
 

建设理论的转变与完善;

2)
 

制度层面上关注管理机构的形成与变化、
 

城市管理等;

3)
 

物质层面上关注“峡防局—管理局”时期旧市街修整、
 

新市区建设和试验区空间拓展等工作;

4)
 

人际层面上关注城市管理者及最后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形成.

1.3 研究方法

基于纸质历史地图,
 

结合1927-1949年历史文献资料,
 

分析北碚市区的平面形态演变.
 

借助历史

文字资料以及北碚老照片,
 

绘制出北碚街道立面示意图,
 

用于街巷立面空间变化分析.
 

由于历史图纸的

限制,
 

提取1927,1937,1940,1943年4个最接近关键时间点的平面空间格局图,
 

来实现对北碚城乡空间

形态的演变分析.
 

从《卢作孚文集》
 

《北碚九志》
 

《重庆北碚区志》等关键历史资料,
 

梳理出历史时期的各

项建设工作与社会状态.

2 卢作孚时期北碚形态演变分析

2.1 建设思想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

1927年,
 

卢作孚始任峡防局局长,
 

借此机会开始实施心中构想的一种全新的乡村建设模式,
 

其中的建

设思想与建设理论因为各种时代机遇深化完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现代西方的政治学说以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被引入国内.
 

《早年的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中曾提到,
 

卢作孚17岁时开始接触到卢梭的《民约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
 

赫胥黎的

《天演论》以及孙中山的民主学说,
 

他十分推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7].
 

其中《民约论》论述了社会结构和社会

契约,
 

人的主权及其权利,
 

政府及其运作形式,
 

它宣扬自由、
 

平等、
 

博爱以及社会契约精神.
 

孙中山的民主

理论,
 

在民族、
 

政治、
 

经济、
 

文化和外交等诸方面均提出了系统、
 

具体的理论体系和实施方针.
这些思想不难在“北碚实验”中找到影子,

 

卢作孚所有建设都建立在人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
 

利用政府

的职能辅助管理乡村,
 

大力建设发展经济文化,
 

鼓励村民参与建设管理,
 

强调社会责任感,
 

提出人需“皆有

职业,
 

皆受教育,
 

皆能为公众服务,
 

皆无(不良)嗜好,
 

皆无不良习惯”,
 

地需“皆清洁,
 

皆美丽,
 

皆有秩序,
 

皆可居住,
 

(皆可)游览”[18].
与此同时,

 

西方工业化与城市规划思想传入国内,
 

上海、
 

广州和大连等地首先进行了实践.
 

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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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碚实验区分区计划示意图

卢作孚开始选择实业兴国的道路,
 

1930年组织

团队到华东、
 

华北和东北等建设突出的地区考

察.
 

1937年,
 

全面抗战开始后,
 

大量沿海市政专

家和技术人员“内迁”重庆,
 

引入西方分区思想、
 

有机疏散、
 

卫星城市等相关理论.
 

依据卢作孚

《东北游记》,
 

北碚现代化模式的源头糅合有各地

城市建设经验,
 

如:
 

德国建设青岛的城市经验,
 

日本建设大连的经验,
 

以及张謇在南通的现代化

建设经验等.
 

而战后卢作孚聘请拥有西方规划设

计背景的丹麦专家守尔慈参与北碚城区的设计规

划,
 

守尔慈所在的乡村建设设计委员会依据峡区

实际情况拟定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划分市区

计划纲要》[19].
在近代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下,

 

中国城

市建设经验完善了卢作孚现代化建设思想体系,
 

最终形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交通运输为先

行,
 

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
 

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

乡村现代化思想[10].
 

围绕这一思想,
 

自嘉陵江三

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时期开始,
 

实验区在已有的城市基础上进行功能分区,
 

沿嘉陵江沿岸,
 

将全区划分为住

宅区、
 

工商区及公共及半公共建筑区,
 

其中北碚市区囊括住宅区、
 

商业区以及公共及半公共建筑区,
 

并作

为行政中心重点发展(图2,
 

依据《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全图》绘制).

2.2 管理制度完善与体系构建

思想理论完善的同时是制度层面的组织化、
 

现代化,
 

本研究依据《峡区事业纪要》和《重庆市北碚区志》

整理总结出“峡防局—管理局”时期的北碚管理体系(表1).
表1 1927-1943年北碚管理体系

时期 管理架构 相关管理机构

峡防团务局时期(无地方政权性

质)

管理划分模糊,
 

主要分为文化、
 

治安与经济三大类.

①
 

政治股与公益组负责市政和公园;
 

②
 

工务股

负责筑路;
 

③
 

公安特务中队负责治安秩序、
 

清洁

卫生、
 

地方建设和民众教育等.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

时期(无完整的县级行政权).

管理划分专业化,
 

分为建设、
 

教

育、
 

安保及普通民政

①
 

财务股;
 

②
 

建设股;
 

③
 

教育股;
 

④
 

内务股;
 

⑤
 

军法室;
 

⑥
 

单独设立乡村设计委员会,
 

专门

负责乡村建设设计与规划.

北碚管理局时期(有独立县级行

政权)

架构完善,
 

分为行政机构、
 

地方

事业机构、
 

乡镇保甲组织和民意

机关.

专门设立建设科,
 

负责城乡建设管理,
 

下设①
 

合

作指导室;
 

②
 

市政建设室;
 

③
 

农业推广所;
 

④
 

自来水厂等地方建设事业单位.

  1927年至1935年峡防团务局时期,
 

整个机构无地方政权性质,
 

清剿峡区匪患是主要任务,
 

局中虽设

有军事股、
 

政治股等部门负责峡区不同事宜,
 

但除军事股专门负责军事相关事宜外,
 

其他机构分工定义模

糊.
 

《乡村建设》与《峡区事业纪要》中对建设制度的划分也只分为文化、
 

治安与经济事业,
 

各项市政规划建

设工作被划分到文化与经济事业中.
 

由此可见,
 

峡防团务局时期的机构划分与管理制度构建初见雏形,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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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管理模式较为薄弱.

1936年,
 

辖区治安已基本稳定,
 

乡中基础事业略有成效,
 

改制为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
 

机构设

置更为专业,
 

下设秘书室、
 

军法室、
 

乡村设计委员会及内务、
 

教育、
 

建设、
 

财务四股和军法室.
 

其中乡村设

计委员会专门负责乡村建设设计与规划,
 

建设股专门负责乡村具体建设与管理工作.
 

1941年三峡实验区署

出台建筑法规:
 

《三峡实验区北碚市区建筑规则》,
 

该规则规范指导北碚建筑业发展,
 

同时也将部分城市规

划考虑到建筑建设中[20].
 

此时的管理模式已经逐渐专业化,
 

但行政权力不完整,
 

没有司法权与财政权.

1942年北碚管理局时期,
 

辖区才拥有独立县级行政权,
 

此时北碚建设已初具规模,
 

管理架构已较科学

完善,
 

分别设有行政机构、
 

地方事业机构、
 

乡镇保甲组织和民意机关,
 

实现“管、
 

教、
 

养、
 

卫”.
 

其中行政机

构中设置有建设科,
 

专门负责乡村建设设计规划与管理.

2.3 旧市街修整、
 

新市区建设与空间拓展

凭借建设思想与管理机构的完善,
 

北碚将政治空间权力集中,
 

一切空间的设计与改造都服从文化与制

度影响下的空间权力.
 

依据《北碚聚落志》与相关老照片整理出北碚市区1927-1943年平面与立面格局(图

3和图4),
 

其中1937年北碚被划为战时首都重庆的迁建区,
 

导致1937-1940年三峡试验区时期建设突飞

猛进,
 

市容改变最快[21].

1927年乡村建设前,
 

北碚场镇沿江岸发展,
 

“市街原极狭窄,
 

房屋亦甚低矮,
 

且两旁有长檐伸出……阴

湿湫隘,
 

如置身地下室中,
 

地面崎岖不平……”,
 

“没有公路,
 

陆路上的交通只有用几条石板修筑的大路通

向邻近各县,
 

路面宽度仅在0.66米-1米不到.
 

”[22]峡防局建立后,
 

因建设经费限制,
 

街道总体格局和形

式没有进行较大改动,
 

只开展局部增建与卫生环境整治.
 

依据芦原义信的外部空间理论,
 

此时街道立面空

间D/H 远小于1,
 

建筑间互相干涉较强,
 

给人近迫感(图4a).
 

在这个阶段,
 

整个场镇只取得了初步的城镇

化发展.
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
 

“北碚场”在轰炸中被毁1/4,
 

同时北碚成为重庆市

大后方重点建设城市,
 

这给当地建设创造了新契机,
 

人口与资源尤其是规划专业人才不断流入,
 

在乡村设

计委员会的指导下,
 

北碚根据《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划分市区计划纲要》有计划地按功能分区建设.
 

拆除危

旧房屋,
 

基于现有地形地貌有序展开建设:
 

“整修市街……锯短屋檐……街面增宽至1.6-2丈……改旧式

房屋为一楼一底无檐牌面的新式楼房”[20];
 

为应对战时防火防空要求,
 

街道作方格形布置,
 

直线相交排

列[21].
 

以往进深过深的街巷空间被调整为“小街区、
 

密路网”格局(图3c),
 

用以增加空间舒适性,
 

此时街道

立面空间D/H 约为1,
 

空间匀称平衡(图4b);
 

平坦区域被设置为商业区和市中心,
 

较低地带设置为学校

机关区,
 

地势较高地带设为公园,
 

各项公共建筑如图书馆、
 

博物馆、
 

医院等也规划配置在新市区中,
 

整体包

围商业区,
 

两区来往便利.
 

整个北碚市区已初具规模,
 

逐步成为整个峡区商业的中心区[23].

1942-1949年管理局时期,
 

主要开展北碚市内整理与扩建工作,
 

对建筑层数、
 

密度,
 

道路密度进一步

调整,
 

新街市形成放射式与方格式道路结合的格局(图3d).
 

市区内主要道路交叉路口设有各种形式的广

场,
 

广场内布置花园,
 

街面铺以三合土,
 

街旁植以法国梧桐,
 

商业区楼房统一为两层,
 

新村区楼房高低不

一,
 

掩于梧桐中(图4c)[22].
 

基于市政建设的日益完善,
 

日常空间品质得以提升,
 

优化了城市的功能与景观

搭配,
 

从而使北碚完成了生活、
 

文化和游览区域的打造(图5,
 

依据《北碚乡建记忆》整理).
结合试验区时期的功能分区与1927-1943年间市区的平面变化(图2和图3),

 

可以看出,
 

市镇的平面

拓展是以江边设立的行政区与商业区为中心,
 

逐步向内腹地延伸,
 

而非无序蔓延.
 

功能分区指导下的北碚

建设,
 

一方面考虑到了嘉陵江边视界开阔、
 

码头航运发达、
 

商业兴盛的优势,
 

为后期建设提供了经济与交

通便利;
 

另一方面,
 

也依托后期迁入的大量机关、
 

单位和学术机构的选点对道路网格与配套基础设施进行

布置,
 

确保了市内平面与立面空间紧凑合理的扩展.

751第9期     刘 玥,
 

等:
 

现代化城镇建设的规划蕴涵———以卢作孚“北碚实验”为例



图3 1927-1943年北碚市区建设

图4 北碚市区立面空间演变

2.4 规划者的引导与公众参与

于思想、
 

制度以及物质之外,
 

卢作孚也注重对人的引导,
 

在解决人们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基础上,
 

重

点追求社会关系与人文精神建设.
旧时北碚与旧中国乡村大环境一样,

 

乡村民众思想大多“愚昧”
  

“落后”,
 

对政府缺乏信任,
 

对各项建设

事业漠不关心,
 

卢作孚认为在这种大环境下“人们‘只知有家庭,
 

不知有社会’,
 

没有超出这两重生活以外更

广义的道德和责任,
 

‘不肯为社会———一桩事业或一个地方———找出路’,
 

结果民族是散漫的民族,
 

社会是

散漫的社会,
 

农民更是散漫的农民”[18].

图5 20世纪40年代北碚街景

为打破这种传统只以家庭为中心的宗族社会形式,
 

从峡防团务局时期开始,
 

卢作孚便提倡集团式的社

会生活方式,
 

着力培养民众的公共意识与公共责任感.
 

首先,
 

大力建设公共空间,
 

为不同阶级人群就近活

动提供物质空间载体,
 

根据不同级别的场所、
 

不同节日组织不同的公共活动,
 

激发场所活力,
 

借此来提升

民众公共精神,
 

促进民众集体意识.
 

如公共体育场的电影放映,
 

嘉陵江畔的民教运动节,
 

植树节时公共体

育场的植树典礼等.
 

同时结合公共空间发展体育卫生事业,
 

开展体育、
 

读书和展览等多样带有教育意义的

活动,
 

结合知识分子、
 

思想先进人士的引导,
 

促进城乡空间精神生活提升,
 

让民众逐渐摆脱赌博、
 

求神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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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奢靡宴席等低俗的、
 

封建迷信的、
 

不健康的活动.
其次,

 

树立培育现代化人的目标,
 

利用人们工余与农隙时间,
 

开展各项社会工作,
 

让公众主持参与解决社

会工作,
 

如码头、
 

道路、
 

桥梁、
 

公共卫生、
 

公共集会或游览地方的问题,
 

以及公共预防水灾、
 

火灾等问题.
 

政府

以具体的活动引起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
 

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方式,
 

组织完成地方自治[18].
最后,

 

到管理局时期,
 

政府采取“城市—乡镇—村—户”分层级管理制度,
 

各层选举民意代表,
 

定期研

讨社会建设进展情况及民意收集,
 

上级政府定期指派人员至下级单位指导工作,
 

民意代表可到上级单位参

加会议,
 

以此保证及时掌握民众对全新生活方式的反馈[24].
在卢作孚领导下,

 

通过改善环境的建设去触动公众行为,
 

逐一问题的解决使当时北碚乡村社会中的公

共事业由“帮助公众做”变为“公众自己做”,
 

推动了现代化建设,
 

地区从而成为公众参与的共享型宜居城市

典型,
 

获得社会认可.

3 “北碚场”现代化城镇建设内涵

通过归纳总结可知,
 

卢作孚选择自主的城镇化道路于“物质环境”
 

“人文环境”
 

“制度环境”三方面展开

现代化城镇建设工作,
 

从而实现功能体系的现代化、
 

公民社会的民主化(图6).

图6 卢作孚现代化城镇建设模式

3.1 自主的城镇化

首先,
 

不同于被迫的殖民地城市建设,
 

卢作孚的乡村实验是谋求中国现代化的自主建设.
 

北碚的现代

化城镇建设虽借鉴了西方理论与实践经验,
 

但其本身建设更注重结合中国社会自身特点,
 

以建设为手段,
 

关注经济、
 

文化、
 

生态以及人的持续发展,
 

实现传统旧中国向现代生产关系、
 

城乡关系和社会关系转型,
 

是

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城镇化的中国本土化实践成果.
其次,

 

早期“北碚场”虽不具有完整的地方政权,
 

但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对城镇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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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卢作孚大力发展经济、
 

交通,
 

以市场机制为主要动力,
 

产业的兴起、
 

聚集、
 

产业结构动态变化以及运输

状况改善推动北碚实现高效率的自主城镇化.
 

同时卢作孚作为峡区最高长官,
 

可凭借其权力实现北碚自身

规划建设,
 

如直接动用官府力量以“寓兵于工”的方式改造市容市貌,
 

整治社会治安等.
 

而晏阳初、
 

梁漱溟

等人没有过多的政治军事权利,
 

无法实现强有力的自主乡村建设,
 

他们的乡村建设事业主要依赖国民政

府、
 

地方军阀的政治力量、
 

经济补助以及外界募捐资助,
 

薄弱的权利、
 

动荡的政局与不稳定的资金来源导

致这些乡村实验最后惨淡收场.
3.2 现代化的城镇功能体系

卢作孚从城市经营者和建设者的双重身份角度出发,
 

以产业和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建设的支撑,
 

对既有

本地资源进行空间权力再分配,
 

逐步现代化城乡物质环境、
 

制度环境与人文环境,
 

实现了北碚乡村现代化

转型,
 

建立起具备居住、
 

工作、
 

游憩、
 

交通等城市主要功能的现代城镇功能体系.
北碚乡村现代化首先充分挖掘地域性资源,

 

通过经济、
 

道路建设为乡村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同时突破

传统乡村环境的地理限制,
 

将乡村与外界联系起来,
 

引入新兴资本、
 

现代化思想等空间势力;
 

其次借鉴西

方的城市规划思想与实践经验,
 

逐渐完备管理制度与管理体系,
 

在尊重原有文化历史与城镇肌理基础上,
 

对空间进行规划与设计,
 

构建出完善的城镇空间结构;
 

最后优化现代城镇空间品质,
 

结合功能分区布置建

设市政设施、
 

城市绿地与公共开放空间,
 

利用开放的公共空间引导民众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转变,
 

一方面

建设出山水交融的城市风景形态,
 

另一方面实现培养民众公共参与精神与契约精神的目的.
3.3 公民社会的建立

“北碚实验”的本质是对“公民社会”的探索,
 

即一个大众共享的城市,
 

其最大特点是对人的培养.
 

所有

建设都建立在自由、
 

平等、
 

博爱以及社会契约精神的基础上,
 

北碚所体现出的“产业—城市—人”的现代化

城市构架中民众是城乡建设的主人,
 

是空间权力的主体.
卢作孚虽以政府的职能领导管理乡村,

 

但他更鼓励公民参与建设管理,
 

强调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与契约

精神,
 

引导人民建设、
 

维护自己的家园,
 

以思想、
 

制度、
 

物质和人四方面入手,
 

利用法律、
 

制度、
 

演讲、
 

教育

等具体方式,
 

将传统乡村中迷信、
 

保守以及具有小农意识的乡民,
 

培养为有现代化意识、
 

公民意识、
 

契约精

神的现代化人,
 

让“人民要皆能为公众服务”,
 

以人为本,
 

民众成为乡村真正的主人.
 

正如卢作孚所说“但愿

人人都为园艺家,
 

把社会布置成花园一样美丽.
 

人人都为建筑家,
 

把社会一切事业都建筑完成”[18].
在公民社会的建立中,

 

卢作孚对公民空间权力意识的培养与对城市管理的规范,
 

对当今城镇建设及乡

村振兴有重要借鉴意义.

4 结 论

“北碚场”现代化城镇建设从西方理论与实践导入,
 

依据自身的社会环境,
 

自发建立、
 

完善建设思想与

理论、
 

大力发展经济;
 

以完善管理制度、
 

构建管理体系作为隐形手段,
 

保证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稳定有序

发展;
 

通过修整旧市街、
 

建设新市区、
 

拓展空间作为城镇现代化的物质支持;
 

通过规划者管控与空间品质

提升实现公共参与型社会的建立,
 

最终完成物质、
 

制度、
 

人文共同协调.
“城市文化”的建设,

 

复杂且影响深远,
 

其中包涵的物质环境、
 

制度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同等重要.
 

卢作

孚的现代化城镇建设正是从这三者入手,
 

为近代中国城乡转型和早期乡村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当前,
 

我国的城镇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发展,
 

但仍面临一些问题.
 

如过往的一段时期,
 

对于物质、
 

制度以及人文

环境的建设相对独立,
 

且过于侧重空间结构等物质层面.
 

而通过对卢作孚“北碚实验”的实践经验进行总

结,
 

可发现其中的规划蕴涵亦贴近当今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核心,
 

对新型城乡转型、
 

城镇建设与乡村振

兴依旧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因此,
 

在未来的城乡建设实践中更应该让制度环境、
 

物质环境以及人文环境

相辅相成、
 

相互制约、
 

并行不悖,
 

实现共同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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