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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传播和交流是推动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学科

发展的重要动力。田园城市是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
思想之一①，也是对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影响最深的外来思想之

一。该思想产生于西方社会矛盾和城乡问题最严峻的时代，是

霍华德（E. Howard）针对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个个“梦魇之城”

提出的总体解决方案，其核心是社会改革，采取的主要手段是

城乡一体、土地公有、规模控制和自给自足 [1]。田园城市思想

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产生了一批思想追随者和实践推动者。

但在不同国家，由于思想文化背景和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

各国对田园城市思想的理解和实践各不相同。本文系统分析这

一思想进入中国的繁复历程及其产生的复杂影响，一方面为深

入理解外来规划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另一

方面为构建中国城市规划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启示。

1  分析思路：理论旅行

1982 年，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后殖民理论代表人萨义

德（E. W. Said）发表了《理论的旅行》（Traveling Theory）一

文，指出思想②在跨越族群、语境和时代传播时必然发生变化，

会失去原有的力量和批判性，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发挥新的

用途 [2]。1994 年，在《理论的旅行再思考》（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一文中，萨义德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

为思想有可能在新的政治和社会情境中被重新解释，产生新的

意义和更大的活力 [3]。这两篇文章不仅概括了萨义德的后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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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园城市也经常被视为一种城市规划理论。思想是一种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其作用在于指明前进的方向；理论是对现象进行演绎与推理得出的

合乎逻辑的总结，其作用在于解释现象和预测未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与思想的特征更加吻合，因此本文称其为思想。

② 在萨义德的《理论的旅行》和《理论的旅行再思考》两篇文章中，“理论”和“思想”两个词通常同时出现或相互替代。为使文章更加简洁，

本文统称其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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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也为思想传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方法，引起了各

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后殖民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通过经济手段继

续提升国家地位的同时，也通过思想输出影响发展中国家，

这实质上是一种新的殖民方式。由于它在表面上具有正义与

和平的假象，因此通常不被人们所警觉。萨义德以旅行为隐

喻，通过思想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来表达他对西方霸权

的批评，主张思想的多元化和平等地位，呼吁发展中国家对

西方思想进行批判，进而达到去殖民化的目的 [4]。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萨义德将思想传播比拟为旅行者的

旅行过程，认为思想旅行大体上包含相似的三个或四个阶段：

一是起点，即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初始内容；二是通道，即思

想从发源地传播至目的地的路径和过程；三是目的地的接受

或拒绝条件，即目的地对外来思想接受或抵制的情境；四是

改造，即被接受的思想在目的地发生改变。前三个阶段是思

想传播的必经阶段，第四个阶段则有可能发生 [2]。

笔者既参考萨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基本观点，也依托他提

出的分析方法，以“理论旅行”作为分析框架，研究田园城

市思想进入中国的历程及其被接纳、拒绝或改造的过程。需

要指出的是：（1）虽然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持批判态

度，但它基于西方主体和局外人的视角，仍是站在西方看待

东方，因此“只在墙上画了一扇门，而没有提供出去的路”。

针对这一局限，本文以中国为主体，以局中人的视角分析田

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强调中国对它的接受、拒绝和改造；

（2）萨义德虽提及时间维度，但他更关注空间维度，也就

是思想在不同国家间的共时性传播。由于在 20 世纪以来的
百余年里，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中西方思想交

流的时间差异远大于空间差异。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田园城

市思想进入中国的时间之旅，对其进入中国的过程和产生的

影响进行历时性分析。百余年来，田园城市思想在中国的旅

程可以被划分为具有明显差异的三个阶段，以下是它在各个

阶段的不同旅程。

2  20 世纪初—1940年代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

田园城市思想起始于 19 世纪末，霍华德在总结当时流

行的各种社会思想和乌托邦社区的经验教训后，提出通过社

会改革解决城乡社会问题的设想。1898 年，霍华德的《明

日——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Tomorrow: A Peaceful Path to 
Reform）出版，但当时并未受到太多关注。1902 年，他将书

名改为《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再
版后引起了广泛重视。霍华德还在伦敦成立了英国田园城

市协会。1904 年，伦敦郊区建成第一座田园城市莱奇沃思

（Letchworth），1920 年又建成了韦林（Welwyn）[1]。田园城

市思想诞生后，首先经日本和美国传入中国，开启了它的中

国之旅。

2.1  通道
田园城市思想很快从英国传入美国并受到欢迎，霍华德

也于 1906 年成立了美国田园城市协会。在美国，田园城市

思想推动了郊区住宅区的发展，成为 20 世纪上半叶“美国

梦”的重要内容，也催生了“邻里单位”“广亩城市”等城

市规划思想和区域规划运动 [5]。田园城市思想随后传入日本，

1907年日本内务省地方局翻译了《田园城市的理论与实践》

（Garden Ci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中的部分内容①，并

以“田园都市”为名出版，随后其他日本报刊也纷纷介绍田

园城市思想和实践。日本还于 1918 年成立了“田园都市会

社”（田園都市株式会社），1923 年在东京郊区建成了日本
第一个“田园都市”——田园调布（Den-en Chofu）。

日本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是田园城市思想进入

中国的第一个通道。1908 年，刘石荪在《时报》上发表《田

园都市制度》，这是中国第一篇关于田园城市思想的文章。根

据刘石荪的个人经历②和“田园都市”这一译名，可以推知

该文主要内容来自日本报刊。1909 年，《吉林官报》也刊载

了从日本翻译而来的《田园都市之理想》。1912 年，《申报》

的“译林”栏目刊登了译自日本的《贫民之住宅》，以日本的

视角介绍了欧美的田园城市实践。1913 年，《湖北省农会农

报》和《云南实业杂志》都刊登了翻译自《日本农业世界》

的《田园都市之元祖》，介绍了英国第一个田园城市莱奇沃

思的基本情况。此后，中国还有多个报刊或著作发表了来自

日本的与田园城市相关的文章。张维翰③是这个通道上对田

园城市介绍最为详尽者，他于 1927 年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弓
家七郎所著的《英国的田园市》，1930 年又翻译出版了日本
内务省地方局编写的《田园都市》，这两本书较为系统地介

绍了田园城市思想及其实践，此后被其他文献广泛引用 [6]。

① 该书全名为 Garden Cit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rinciples of a New Urban Planning，作者是英国工程师森尼特（A. R. Sennett），于 1905 年在伦
敦出版，是对霍华德田园城市主要思想的诠释和对英美相关实践的介绍。日本内务省地方局主编的《田园都市》节选了其中一些具象化的内容

和技术细节。

② 刘石荪，又名刘封建，辛亥革命后改名刘大同，是清末秀才，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曾跟随孙中山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③ 张维翰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市政专家，曾于 1918 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市政。1922 年回国后任昆明首任市政公所督办，提出将昆明建设成
为田园化的新都市。1922—1929 年，张维翰三度赴日本考察日本市政改良和东京的市政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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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这一阶段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另一个重要通

道。这个通道上的第一篇文章是 1913 年《进步》杂志①第 1
期刊登的、节译自美国一本刊物文章的《英国模范村市之大

概》一文；同年第 5 期刊登的《改良城市之理想》则介绍了

田园城市的布局示意图，并将其作为理想城市的空间模型。

孙科曾于 1912—1916 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哥伦
比亚大学研修市政制度，他于 1919 年在《建设》杂志上发

表了《都市规画论》，对田园城市有所涉及 [7]。1923 年《东

方杂志》刊登了当时在美国留学的陈萱撰写的《园城刍议》，

文章评价了田园城市的优点，并为中国建设田园城市提供了

一个较为系统的方案 [8]。董修甲曾于 1918—1921 年在美国
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学习市政学，1925 年他在《东方杂

志》发表了《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后收录于陆丹林编撰

的《市政全书》中。

日本和美国对田园城市思想的不同理解影响了中国对它

的认识。在日本，田园城市思想刚被引入时仍处于以农业为

主导的阶段，因此日本将该思想与乡村改良运动相结合，把

Garden City 中的 Garden 翻译成“田园”，强调乡村而弱化

了城市社会改革的内容；同时，因日本多发地震，日本人将

土地视为唯一可靠的私有财产，因此田园城市思想中的土地

公有未被强调 [9]。美国对田园城市的理解更侧重于花园式郊

区住宅区，因此将 Garden City 中的 Garden 理解为“花园”。

因此，孙科也将田园城市解释为：“其目的在于大都会之外，

建立新式村市，……村既建成，望之俨如一大公园，此‘花

园都市’名义之所由来也”[7]。同时由于美国奉行自由经济，

土地公有也未被重视。综合而言，日本和美国对田园城市思

想的认识均已与其原主旨相去甚远，思想的批判性隐退而建

设性凸显。中国这一阶段所接受的是日本化和美国化的田园

城市思想，而非霍华德的设想。

2.2  接受
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后，受到中国社会精英的普遍欢

迎，这一阶段中国对其接受的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从 19 世纪后期起，为挽救

国家和民族危机，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1915
年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进一步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启

蒙运动，大量西方思想纷纷进入中国，这为田园城市的中国

之旅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背景。

二是田园城市的字面意义与中国理想人居环境的相通

性。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深厚的山水田园情结，讴歌自然、

赞美田园一直是各种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主题。时至近代，

这种情结依然显明。1933 年元旦，《东方杂志》开设了“新

年的梦想”栏目，刊登了 142 位民国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
的 244个“梦想”，“田园生活”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10]。

“田园都市”和“花园城市”都符合中国文人对理想人居

环境的想象，他们也通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对其进行阐释。

刘石荪就是一个典型，他在《田园都市制度》中就将田园

城市类比中国先秦的井田制：“殊不知此制度已见于我国上

古时代，即中央为公田，八家皆司百亩同养公田，意义有

无相同，存止相守，出入相司，疾病相救，无不视为同等

此制度之起原”[11]。

三是田园城市思想与中国时代需求的同构性。20世纪初
期，美国市政改革和日本城市发展所取得的成效受到世人青

睐。面对当时城乡社会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中国的有识之

士认识到城市对于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重要性，提出“建

国必先建市”“打倒旧城郭，建设新都市”等主张，在引入

田园城市的同时也普遍希望在中国推行这一思想，如董修甲

在《田园新市与我国市政》中指出“田园新市之制度，实亦

我国当今之急务”[12]。在这一时期全国主要城市的市政计划

中，田园城市都是一个重要的理想模型。如：孙中山在《建

国方略》中提出将广州建设成为花园城市；1928 年的《广

州市施政计划书》、1929 年的《首都计划》、1930 的《大上

海计划》以及武汉、杭州、汕头、西安等城市计划都以田园

城市为建设目标 [13]。但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些规划并未真正

实现，田园城市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和规划师的憧憬中。

2.3  改造
1931 年日本入侵中国后，救亡取代启蒙成为中国思想

文化的主流，防空和疏散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的

新需求。田园城市思想也顺应这些需求而被改造——1934年，

步陶在《拓荒》杂志上发表了《田园都市为今日救国之一方

案》，从经济和战争两方面论证了建设田园城市的必要性 [14]；

1937 年，董修甲在《市政月刊》发表了《今后我国都市之

建设与防空》，论述了田园城市的防空优势 [15]。这一阶段最

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张国瑞，他于 1939 年在《闽政月刊》上

发表了《战时田园城市》一文，于 1940 年出版了《战时田

园市计划》一书，提出将桂林、南宁、重庆、西安、贵阳、

昆明、成都等城市按照田园城市进行建设 [16]。1942 年的《桂

林市新市区建设计划》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张国瑞的设想，但

因 1944 年日军进犯桂林而未能付诸实施。

① 《进步》杂志由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出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发行，于 1911 年 11 月在上海创刊，创办目的是“以进步思想鼓动吾国人”，主
要翻译欧美报刊的相关知识，1917 年 3 月与《青年》杂志合并为《青年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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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结
1908 年，田园城市思想开始进入中国。截至 1948 年，

各类报刊和著作共发表与田园城市相关的文章近百篇，田园

城市思想成为这一时期被介绍和讨论最多的外来城市规划思

想。由于这些引介绝大多数转自日本和美国，缺少对霍华德

原著的完整翻译，因此都存在断章取义的现象。换言之，这

一时期对田园城市思想的解读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

“误读”还伴随着想象，民国知识分子将中国城市当作病症，

将想象的田园城市当作药方。田园城市思想在多个城市的市

政计划中被采纳，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因防空的需求而被改造。

这些规划几乎都未实施，对中国城市发展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但对中国城市规划的思想启蒙意义较为突出。1948 年是霍
华德提出田园城市思想的 50 周年，在这年 6 月 6 日的“中

国工程师节”庆祝活动中，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赵祖康

认为，霍华德的思想“不啻也是一种大禹精神”[17]。

3  1950 年代—1970 年代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

3.1  通道
苏联是 1950 年代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主要学习对

象，也是田园城市思想进入中国的一个重要通道。

1911 年，《明日的田园城市》被翻译成俄文。俄国十月

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土地公有制，这与霍

华德思想中的社会改革和土地公有相契合，因此俄国被认为

是最应推行田园城市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国家。俄国也涌现了

一批田园城市支持者，组建了田园城市协会，并曾针对莫斯

科等城市制定过田园城市计划。但在 1918—1922 年的俄国
国内战争中，规划专业机构和人才遭受严重损失，田园城市

协会也被解散。尽管如此，田园城市依然是苏联早期城市规

划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撑和探讨的热点话题 [18]。

1929—1931 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展开

了城市规划大讨论，讨论的焦点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城市

空间组织方式。在 1931 年 6 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代表大会上，莫斯科市委员会第一书记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作了题为“莫斯科和苏联其他城市的社会主义

改造”的专题报告，阐述了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的基本原

则，号召摒弃外国的规划思想 [19]。在苏联城市规划行业及从

业者看来，田园城市是典型的外国思想，被认为是服务于资

产阶级的，是缺乏效率的，也未考虑到技术进步等因素，因

此遭到批判和否定 [20]。

3.2  接受和拒绝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选

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

主义阵营一边。1950 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

中国掀起了“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运动。与之相对的是，

1949 年 8 月 5 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

使得中美关系势同水火。朝鲜战争更使“反帝反美”成为中

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来自欧美的思想因此受到批判和

否定。

在此背景下，中国接受了苏联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批判

观点，摒弃了从欧美和日本引入的田园城市思想。例如：梁

思成在这一时期对田园城市思想态度的转变极具代表性——

他于 1949 年 6 月在《新华月报》发表的《城市的体形及其

计划》一文中对田园城市思想持肯定态度，“有限度的市

区是不许蔓延过大的市区。最理想的以五六万人为最大限

度。超过此数就应在至少三四公里距离之外，另建一区。两

区之间必须绝对禁止建造工商住宅建筑，保留着农田或林

地。这种疏散的分布，可使每区居民，不必长途跋涉，即可

与大自然接触”[21] ；但在他和林徽因 1951 年为《城市计划

大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则表现出对田园城市的批判态度，

“英美等国所沾沾自喜的一些‘新市镇’如伦敦的 Wellwyn，

Letchworth……，都只是些不太成功的逃避主题的支节尝试，

只能满足比较少数财力宽裕的人的需要”[22]。

1950 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城市规划行业

也开始反思和修正苏联模式，随后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事件

使得城市规划学科和行业发展受到严重挫折。此后 20 年，

中国大陆再未出现专门讨论田园城市思想的文章。书籍和报

刊中凡是提及“田园城市”之处，普遍都持批判和否定态度。

例如：在 1961 年出版的教科书《城乡规划》中，田园城市

思想被作为分散主义的代表而遭到批判。“绿化祖国”和“大

地园林化”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城市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不

仅承担起满足国人田园情结的作用，也是共产主义蓝图的重

要组成部分 [23]。只有我国台湾地区还延续了 1950 年代前对
于田园城市思想的热情，并将其作为“台湾省政府驻地”中

兴新村规划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田园城市思想在其他国家也同样遭受批评和冷

落。在英国，莱奇沃思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被收归国有，受

田园城市思想影响推动的新城运动在 1970 年代进入尾声，

城市建设重心向旧城改造转移，田园城市思想的影响力下降；

在美国，霍华德及其田园城市思想受到雅各布斯等人的猛烈

批评，他们认为霍华德是“反城市主义”“个人视角而不是

城市视角”“家长作风”等，田园城市思想还被认为“助长

了美国郊区蔓延而使得美国人深受其害”[24]；在欧洲大陆，“现

代建筑运动的旗手”柯布西耶认为田园城市是前工业时代的

幻想，是历史的倒退。在早期积极推行田园城市的日本、印

度、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家，田园城市思想也因各种原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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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被抛弃或被边缘化 [25]。此后，虽然仍有一些学者试图将

田园城市思想与新城市主义、精明增长、生态城市、宜居城

市等城市规划思想相关联，但其声音和影响力日渐式微。

4  1980 年代以来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

4.1  通道
改革开放以后，在其他国家已经式微的田园城市思想再

次进入中国。从 1980 年代初开始，一些学术刊物陆续刊登

关于田园城市的文章。1998 年是霍华德首次提出田园城市
思想的 100 周年，国内城市规划领域的主要刊物都组织专栏

介绍了田园城市思想及其实践，再度兴起了田园城市研究热

潮。各类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文章超过 200 篇，博硕士学位

论文 50 多篇，著作 10 余部。其中包括对霍华德思想及其原

著的深入研究，以及对田园城市思想在各国实践和存在问题

的分析。参与学者的类型和数量也更多，既有一批改革开放

后赴欧美留学的归国学者，也有大量本土学者。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200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经元翻译的《明日的

田园城市》，这是我国第一本对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原文的

翻译，对中国学者和规划师系统完整地了解田园城市思想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教科书为这一阶段田园城市思想优势地位的确立提供了

保证。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古典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各种城

市规划思想纷纷被引入中国，中国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也重新

受到重视，田园城市思想的中国之旅面临着与古今中外各种思

想的竞争。教科书既是学科经典知识的集成，又与考试制度相

关联。考试制度使得这些经典知识成为权威知识，最后内化为

行业的常识。田园城市思想作为中国城市规划以及相关学科教

科书的必备内容，在城市规划思想丛林和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

在“关公战秦琼式”的思想讨论中占据优势地位。

4.2  接受
这一阶段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接受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开放与包容的思想环境。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

开放的推进，中国思想领域掀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开放、

多元与包容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旋律，这为田园城市思想的再

次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文化环境。二是现实的城乡问题。

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致使中国各种城市病日益凸显，人

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公共服务短缺等

城市问题愈演愈烈。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业落后和乡村衰退，“三

农”问题成为新世纪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现实的

城乡问题与田园城市思想诞生时的背景具有较强的相似性。

三是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视。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之后，中国将可持续发展作为面向 21世纪的国家战略。

田园城市思想所强调的城乡一体、规模控制和自给自足

的要求，与可持续发展观和中国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具有较

强的一致性，因此在规划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受到广泛的接

受：在规划理论方面，国内学者高度认同和热情赞赏田园城

市思想，并将其与这一阶段广泛流行的“生态城市”“绿色

城市”“园林城市”“宜居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建立联系，

把田园城市作为它们的重要思想源头或理论支撑；在规划实

践方面，一些城市以田园城市作为发展目标，典型的如琼海、

成都等提出的“现代田园城市”愿景。在其他城市的总体规

划或新区规划中，田园城市也经常被引用并作为规划方案的

核心理念。

4.3  改造
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国家治理、

思想文化和城市发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后，

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发展和脱贫攻坚，在生

态环境建设和乡村振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党和国家新的奋斗目标与历史任务。城

乡二元结构和城市问题也得到显著改善，城市发展进入“以

生活品质比高低、以市民满意定成败”的新阶段，提升城市

品质成为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变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应“立

足中国性，彰显世界性”，讲好中国故事和构建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成为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

相比“田园”，“公园”更加强调公共性、人民性和人文

性，一批与公园相关的空间概念迅速兴起，成为新时代国家

空间治理的新载体。相比“田园城市”，“公园城市”更加彰

显了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以提升生活品质为核心

的城市发展目标。从 2015 年起，贵阳、江门、扬州等城市

相继提出“公园城市”的建设理念。2018 年 2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四川天府新区视察时，要求天府新区要突出公园城

市特点。此后，公园城市成为更多城市的发展目标，成都也

由“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转变为“公园城市示范区”。受此

影响，“公园城市”逐渐取代“田园城市”成为国内学术研

究的一个新热点。一些学者认为，公园城市延续了田园城市

亲近自然、城乡一体和社会进步等思想，同时将中国传统的

田园情结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共同富裕、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融为一体，是对

田园城市思想的再造 [26-27]。

4.4  小结
改革开放以后，田园城市思想再次进入中国并广受欢迎，

成为中国城市规划行业的一个研究热点，这与它在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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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冷落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中国对田园城市思想

的引介和理解比第一阶段更加系统和全面，该思想对中国城

市规划的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入。田园城市思想也契合了中

国 21 世纪初期的城市发展需求，一度成为众多城市的发展

目标或核心理念。进入新时代，随着城市发展条件和国家治

理理念的变化，中国对田园城市思想进行了再造，提出了公

园城市的新命题。

5  结语

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看待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关系，其结论

是不一样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以传教士的心态看待中国，他

们以思想布道为宗旨，以同化和皈依为目标。本文基于中国

的主体地位，从主体的视角分析了对田园城市思想的接受和

改造、拒绝、再接受和再造的过程（图 1）。从中可以看出，

田园城市思想虽对中国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是以“客随主

变”为主导的。中国具有经世致用的深厚传统，对待外来思

想的态度根本上取决于自身的需求。中国知识分子根据不同

时期的需要，对外来思想进行主动选择和改造，最终将其内

化为中国思想和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在当前构建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我们应继续立足于中国主体地位，以开

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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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田园城市思想中国之旅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1950 19801898

田园城市诞生于西方工业化背景下，是工业化时代最经

典、也最具影响力的城市规划思想。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在

于其融合了当时盛行的相关思想，回应了工业化时代城市面

临的关键问题，同时建构了一种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理想

社会秩序，使人们在不同语境下可以对其进行多维度的解读

和按需所取。公园城市理念若要成为其后继者，应当在立足

于中国式和人民性的基础之上，积极吸纳人类现代文明的优

秀成果，有效回应后工业化时期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和人类

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彰显其普遍性，

以期成为在不同文化和语境下可以进行解读的新经典，开启

其世界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