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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一谈》
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笔记
漓江出版社

著名政治活动家、教
育家马相伯先生(1840 —
1939 )晚年将自己近百年
的亲历口述给采访者，可
谓局中人说幕后事，其中
不乏清末民国时期重大事
件的内幕和逸闻。

【历史】

《带着偏见上路》
金维一 著
中信出版社

作者着眼于社会主义
国家，用现代的脚步走过
历史中的曾经。这不只是
一段跨越国境的旅行，更
是一段跨越意识形态的政
治、历史、人文之旅。

《巴国侯氏》
小桥老树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本书系小桥老树最
新作品，延续了《侯卫东
官场笔记》与《侯海洋基
层风云》的故事：2003 年
非典暴发，侯卫东来到了
新的岗位，指挥抗击非典
却意外被隔离……

1937 年— 1949 年：

“西郊新市区”的历史遗产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
本人侵占北平，将其更名为

“北京”，于 1938 年成立建设总
署。1937 年秋天，日本特务机
构聘任土木专家佐藤俊久和
稍后的山崎桂一制定了北京
的都市规划：考虑到风向、水
源和通往天津的运河等因素，
在广渠门外二公里处规划了

“东郊工业区”；将通州计划发
展为重工业区；依地形等条
件，在复兴门外约四公里外规
划了“西郊新市区”，用以安置
政府机关和日益增加的日本
侨民。

北京“西郊新市区”经由
1937 年— 1943 年日本人的规
划、建设，以及 1946 年— 1948

年国民政府的接管和修订规
划，到了 1949 年，已初具一个
新城市的架构，更积累了很多
城市规划的构想。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宣
布和平解放。刚接管政权的北
平政府显然也极重视“西郊新
市区”的建设，并认为应与北
平未来的发展规划一起通盘
考虑。1949 年 5 月 8 日，刚由
国民政府北平工务局改组成
的北平建设局，邀请了城中一
批著名的建筑、工程、艺术专
家，包括华南圭、梁思成、刘致
平、朱兆雪等，参加“北平市都
市计划座谈会”，为城市建设
出谋划策。

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叶剑
英到场，再次强调“今天集中
讨论一下西郊建设问题，免得
老在北平城里挤”。同时到场
的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也希
望“各位把新北平计划一下，
以日本人的计划为示范，建设
东郊西郊新北平……近一两
年来，西郊新北平荒废，希能
提前一步建设起来”。

最后，建设局局长曹言行
听取专家们的建议，筹备成立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以
下简称“都委会”)，吸收学者、
专家参加都市计划的调查、研
究、设计，宣传并指导计划的
实施。梁思成被任命为北平都
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圭
任委员之一。在梁思成物色的
专家中，曾在英国随阿伯克隆
比研究都市计划学的陈占祥
于 1 9 4 9 年 1 0 月从上海到北
京，出任北京都委会企划处处
长，与梁思成合作北京“新市
区”规划。

1949 年底：

苏联专家翻盘

1949 年 9 月 16 日，北平市
人民政府邀请以莫斯科市苏
维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为首
的 17 人市政专家工作组到达
北平，帮助研究北平的城市规
划和建设。

12 月 19 日，苏联专家组到
北京三个月后，由聂荣臻市长主
持，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楼召开

了城市规划汇报会。北京市各
部门领导和都委会的梁思成、
陈占祥等专家出席了会议。

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
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
的问题”的报告，对北京的人
口和地区规模、功能分区、行
政中心区选址和行政与居住
房屋的设计等几方面提出建
议。在谈到人口规模时，巴兰
尼克夫强调北京作为首都，

“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
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
大工业的城市”。而目前北京
工人阶级仅占全市人口的百
分之四，是个消费城市，所以
北京必须进行工业建设。针对
行政中心区选址，巴兰尼克夫
认为应设在城内，“为了将来
城市外貌不受损坏，最好先改
建城市中的一条干线或一处
广场”。他认为“具有历史性的
市中区”天安门广场，由于近
来举行了阅兵式、新中国成立
典礼和人民游行，更增加了重
要性，因而成了首都的中心
区，因而与它相连的主要街道
也可断定。巴兰尼可夫建议：
第一批行政建筑应分布在长
安街南边，东单到公安街一
段；第二批建筑设在天安门广
场顺着公安街的外右边；第三
批建筑在天安门广场的外左
边，西皮市并经西长安街延长
到府右街。他还更具体地提议
第一批建筑为五层，第二、三
批为四层，“外表要整齐，房屋
正面可用有民族性的中国式
样的建筑”。

苏联专家组还集体提交
了《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
议》。该文件中更明确地驳斥
在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
区”建行政区的设想，指出那
种“认为政府的中心区建筑在
城外是不经济的”。按照苏联经
验，新的行政房屋建在现有的
城市内，在市中心尚没有建筑
房屋的地区开始，可以经济、快
速地解决配置政府机关和美化
市内的建筑。旧城内已有文化
和生活必需设施和基础设施，
而在“新市区”则需要从头开始
建设，因而是不经济的。另外，
正因为北京城市具有历史性
和高度的美学价值，在其内部
建设良好的行政房屋，可以

“装饰北京的广场和街道，增
加新中国首都的重要性”。

当天，建设局局长曹言行
和副局长赵鹏飞作总结：经综
合讨论，大家对巴兰尼克夫的
报告在很多方面都持一致意
见，根本性分歧集中在行政中
心是设于旧城内还是“西郊新
市区”。这时，曹，赵二位领导，
一改几个月前政府迫切要在

“西郊新市区”建行政中心区
的态度，转而“完全同意苏联
专家的意见”。

1950 年 2 月：

“梁陈方案”

梁思成与陈占祥没有屈
服。会后，二人意识到必须尽
快提一个完整的抗衡方案，1950

年 2 月，梁、陈二人完成了《关于
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
的建议》，即“梁陈方案”。

梁、陈二人逐步反驳苏联
专家关于在旧城建行政中心
区经济合理的观点。首先，他
们认为这是极困难的：庞大的
中央行政区，很难安插在非常
完整、系统化的旧城布局中，
更难为将来发展留有余地。而
且，这样做还有诸多缺点，包
括增加旧城人口密度、引发大
量拆迁、破坏古都风貌、增加
交通流量、加大机关办公和住
宅通勤距离等。

梁、陈还认为，回避集中
布置行政中心区，而在旧城中
分片建造，不但不解决问题，
反而增加全市性的问题。若按
欧洲传统的沿街建高楼做法，
会破坏北京的民族形式及和
谐市容，并使办公楼面向交通
噪音和尘土；如将建筑压低到
二、三层，用中国院落部署原
则，占地面积太大，其住宅也
得另划地区。最后经过繁杂的
拆迁，换来的“行政中心仍然
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
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
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
余地”。

经过以上分析，梁、陈推
出他们的建议：在西郊月坛与
公主坟之间的地区，即在旧城
与日本人留下的“西郊新市
区”之间设中央行政区。这样
既可以与旧城紧密联系，又利
用已有一定基础的“新市区”
建设配套住宅区。

1950 年— 1954 年：

“梁陈方案”之后

“梁陈方案”报上去后，各
级领导不置可否。自 1950 年秋
季至 1952 春天，梁思成被各种
运动席卷，频繁在清华建筑系
和报刊上作各种思想检查，反
省和清除自己的“资产阶级思
想”。到了 1952 年，在专业上绝
对服从苏联专家也已经成为
硬性政治任务，梁思成基本被
排挤出北京城市规划的制定
工作。

1952 年下半年，经济形势
有所好转，北京市政府要求都
委会尽快编制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都委会于 1953 年初提出
甲乙两个方案，两方案都将中
央行政中心区设在旧城中，区
别在于甲方案将行政区在城
中分散为多个片区，乙方案则
集中在天安门广场周围。都委
会将甲乙合并综合成一个丙
方案，提交给北京市委领导的

“畅观楼规划小组”参考。该小
组由市委秘书长郑天翔主持，
抽调了储传享、李准、陈干等
一批中青年技术人员，并聘请
苏联专家指导，提出了《改建
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
点》，于 1953 年 11 月 26 日上
报中央。1954 年市委再根据国
家纪委的意见对规划草案进
行了局部修改，提出 1954 年修
正稿，基本确定了北京城市总
体规划的原则。

1950 年“梁陈方案”之始末

【书摘】

1950 年 2 月，梁
思成和陈占祥共同
提出《关于中央人民
政府行政中心区位
置的建议》，史称“梁
陈方案”。该建议呼
吁新中国的中央行
政中心区离开北京
旧 城 ，在 其 西 郊 建
设，以求达到完整保
护旧城和建设新城
的 双 赢 局 面 。近 年
来，从建筑界到大众
媒 体 ，很 多 人 都 对

“梁陈方案”关注有
加。但大多数叙述都
缺乏历史分析，仅仅
重复一个简化印象：
建国之初，似乎只有
梁思成和陈占祥二
人在孤军奋战，提出
这样特立独行的方
案，最终悲剧性地未
被采纳。很多人甚至
据此印象，得出一个
更宏观的结论：北京
正因为上世纪 50 年
代未采纳梁、陈的建
议，将中央行政区设
在旧城中，过度依赖
中心式发展，才导致
今天内城拥塞、秩序
紊乱的局面。最近出
版的《梁思成与他的
时代》一书，通过对
众多史料的研究与
分析，发现历史要复
杂得多。

《京西胭脂铺》
黄晓阳 冷海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清末年间，晁信义的
京西胭脂铺与王记胭脂坊
竞争皇室专供权。正当两
家店铺斗得难分难解之
时，西洋资本和东洋资本
悄然崛起。面对内忧外患，
晁王两家决定摒弃前嫌，
联手御敌。

《怪诞心理学》
[英]理查德·怀斯曼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怪诞心理学是以
科学的方法研究日常
生活中稀奇古怪的各
个方面，但这种方法却
一直未被认定为一门
严肃的社会科学。怀斯
曼另辟蹊径，完成了很
多不可思议的实验。

《谁家的可可》
胡一毕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旅居英国的父亲
画 出 对 女 儿 满 满 的
爱，并准确传达孩子
长大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问题，这是一本家
长和小孩还有普通人
都能够喜欢的温馨、
搞笑的绘本。

【心理】

《梁思成与他的时代》
朱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1 月出版

□朱涛

【绘本】

《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
[加拿大]梁鹤年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西方人对天地、对自
己、对别人的看法决定了
西方文明，他们“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看法？这些

“为什么”，就是支配西方
文明的文化基因，也就是
本书讨论的主题。

【经济】

《人民币国际化之路》
成思危 著
中信出版社

经济学家成思危在书
中系统阐述了人民币国际
化的内涵，论述了人民币
汇率制度的演化过程，对
每个时期汇率制度变化的
背景、措施和效果进行了
分析和评论。

【文化】

【小说】

《大唐李白》
张大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唐李白》系列是张
大春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
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拟
以百万字篇幅再现诗仙李
白的一生、大唐盛世的兴
衰。首部曲《少年游》通过梳
理李白早年的萍踪游历，为
读者解开诗人的身世、师从
之谜，勾勒出盛唐时代的斑
斓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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