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发现城市之美”活
动借由媒体平台发现城市之
美，具有媒体积聚和文化传
播的重要作用。到底什么是
城市之美，城市美在何处？
从美的专业与系统来看，不
仅包含了形式上的美，还包
含真与善。作为城市之美，
就应该包括整体规划、政府
行为、人文支持，甚至细到城
市色彩、城市小品、城市公共
卫生系统、城市保障体系、生

活空间、民风淳朴、环境爱护
各个方面。桐庐在这些方面
都做了一些探索，具有样本
意义。

专家建议

打造最美县市的关键点在于“城要像城，村要像村”，桐庐
美丽乡村全覆盖，最早完成农村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发展美丽
经济，载体有民宿、基层养老、空心村二次创业等，“中国画城”
的概念需要持续。我个人认为打造美丽中国、美丽城镇（乡村）
首先需要继承历史，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弘扬传统，要有人文
美；其次，要尊重自然，关注生态，保护环境；另外像桐庐可以研
究旅游市场，转型“观光、会展、休闲、旅游”。最后就是要坚定
不移地研究如何建设“小县大城”。

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专家

“美”要因人而异，量体
裁衣，城市建设要美应该针
对全省各地不同情况、不同
经济、不同人文文化、自然基
础，要抓有形与无形两方面
的建设。桐庐的美丽建设要
适应当地历史、人文经济与
自然的特点，城市建设得有
其特点。

桐庐距离杭州地缘很
近，高铁、转塘地铁等不久将
建成，未来有很大的发展机
遇和空间。桐庐城市品牌的

价值，未来发展的基础，都使
得其很适合成为两美浙江的
榜样。其建设的经验、制度，
都对其他城市具有一定指导
意义，可以影响其他城市。

胡村霖 浙江省城市规划学会、浙江省城乡规划

协会秘书长

王玲玲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副书

记、休闲学专业博士、教授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 1111专版
2014年10月24日 星期五

版式：祝侃磊

2014年10月24日 星期五

版式：祝侃磊

世界规划大师刘易斯·芒福
德曾说，“要想更深刻地理解城市
的现状,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
际线去考察那些依稀可辨的踪
迹,去探求城市远古的结构和原
始的功能,这是我们城市研究的
首要责任。”我们不知道桐庐的城
市规划者是不是听说过这句话，

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尊重历史
的，也是尊重自然的。

桐庐像是一幅中国传统的文
人山水画，不仅体现自然的美，更
重视人文魅力的实现，从而达到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山水生态
和传统文化是桐庐的灵魂，也是

“美丽桐庐”打造的天赋底蕴。桐

庐的城市规划充分挖掘山水资
源，利用城在山水中、山水在城中
的独特优势，全面彰显山水品
质。同时突出历史文化传承，在
城市规划设计中融入桐庐独有的
人文特质，使得城市景观和人文
景观完美融合。同时，在整体规
划布局中讲究疏密有致，注重单

体建筑的个性化，避免千篇一律，
力求更多的地标性建筑。

既然是一幅中国山水画，“留
白”这个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自
然不可或缺。桐庐很注重规划的
延续性，历届县委、县政府一张蓝
图绘到底，自 1997 年县城跨江发
展以来，一直坚持主要发展框架，
不断强化“山水城”空间格局的
营造，与时俱进地完善和修编相
关规划。城市只有保持适当的
尺度，才能在永恒的变化汇总协
调保持自己的特色，也因此桐庐
非常注重可持续发展，甘于“留
白”、善于“留白”，给城市精品亮
点打造留足了空间。

“山水间的生态文明诗，现
代版的富春山居图”。这是 5 月
13 日“中国画城”桐庐荣获我国
环境保护领域的最高奖项——
中华环境奖时，评选委员会给出
的颁奖词。

不同于西方油画的“焦点透
视”，中国传统山水画讲究“开
合”，这种观察方法是多视角、全方
位和开放性的，它行进式地“饱游”
连绵不断的山川景色，故而可做长
卷。桐庐就像是这样一幅山水长
卷。桐庐精细打磨的不仅是“生态
美”，更有“城乡美”。它用“全域景
区”的理念规划自己，也以“景点”

的要求滋养每座老桥、每朵莲花。
围绕“美丽乡村”和“美丽县城”两
大主体，突出城乡统筹和区域协
调，强化城乡在布局、功能、景观上
的差异和特色，注重整体风貌控制
和空间塑造，让桐庐尽显美丽。同
时，规划编制中结合桐庐实际，大
胆创新探索，首创“风景桐庐”规
划，编制完成了“风景桐庐”建设总
体规划及城市色彩规划、水系景观
控制规划、绿道系统规划等近20项

“风景桐庐”。
一座有年轮的城市，会有一

个安静的倒影：一座新城，一座老
城。在桐庐，新区丰满和老城更
新交相呼应。在新老城区建设中
秉承特色发展、差异发展、分步发
展战略，通过打造高速入城口、富
春江水利风景区、滨江商住综合
体等精品区块，以及建设现代化
基础设施和新型居住社区，形成
新城区现代大气、开放活力的整
体面貌；以基础设施改善和历史
文化传承为重点，结合“三改一
拆”等工作，实施浮桥埠、开元街
等重大区块改造提升，积极推动
老旧小区、物管提升、里弄小巷、
老旧住宅等“四改联动”，逐步形
成尺度亲切宜人、街巷肌理和美
的传统格局，努力彰显老城区风
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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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庐：精读一个城市的美学和哲学桐庐：精读一个城市的美学和哲学
文 朱凤娟 陆端平

一个值得精读的
美丽城市

桐庐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值得

浏览，更值得用心精读。

对桐庐的向往，缘于那句“一折青

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

有声画，须在桐庐江山寻。”翻开历史，

李白、白居易、苏轼、王阳明、张大千等

历代先贤名士、文豪画匠慕名而来，在

富春江畔流连忘返，留下了 2000余篇

诗词华章和众多山水名画。宋代文学

家范仲淹在这里一气呵成《潇洒桐庐郡

十绝》，成为千古佳话；元朝大画家黄公

望在这里泼墨挥毫，绘就了充满传奇色

彩的《富春山居图》，让桐庐成为永恒的

风景。

虽然有人说，看景不如听景，可是

古往今来竟有那么多的文人墨客在此

地诗情大发，我也固执地相信，桐庐之

美，非亲临不可体悟。

高速路旁，红白相间的夹竹桃开得

正艳，远远望去宛如满天星，一簇簇相

拥着奔扑而来，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愉悦

感受。封面打开，桐庐的美从这里就开

始了。

小城依山傍水，美丽的富春江把桐

庐一分为二。新城区，高楼林立，大方

气派；老城区，老屋铺陈，古朴雅致。芦

茨村里，晚唐诗人方干的故里和东汉古

迹严子陵钓台隔江相望。小小的村庄

整洁、安静，在这里小住几日，喝一杯清

茶，翻一本薄书，远离城市的喧嚣，感悟

山水、自然、文化。华灯初上，若乘船夜

游富春江，可见两岸璀璨霓虹辉映，一

水相连，万般妩媚，不知不觉就会沉浸

在古人“春江花月夜”的浪漫情致之

中。桐庐的美在这里别有洞天。

桐庐是一本城市美学的精装画

册。她的美不是一页，而是一页页，每

一页都有独特的自然之美和人文之

美。宜居宜游的风景桐庐、富民强县

的低碳桐庐、崇文尚德的人文桐庐、和

美和谐的幸福桐庐、兼容并蓄的开放

桐庐——以建设“中国最美山水型现

代化中等城市”为目标，“潇洒桐庐”的

内涵正在不断地饱满和丰富。以景区

的理念规划全县，以景点的要求建设

城乡，打造县域大景区，实现全域景区

化，精美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

——中国最美县城一步步从蓝图走进

现实，从笔墨走进生活。桐庐的美在

这里沁入心脾。

“桐庐的最大优势是生态，宁
可速度慢一点，也要保护好山水；
桐庐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宁可各
线荣誉少一点，也要合力抓经济；
桐庐最高的标准是惠民，宁可政府
支出紧一点，也要挤钱惠民生。”

一边保护环境，一边思考如
何发展。这个“慢悠悠”的县城新
一套的发展哲学是“环境先行、
GDP跟上”。“环境好了，不是让老
百姓守着山水没饭吃，而是让青
山绿水的成果惠及老百姓，真的
变成‘金山银山’。”这不仅仅是一
个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更意味着
提升一个城市生态文明和市民生
活美学，从市民的思想认识、精神
状态、城市文化，带来划时代的全
面影响和革新。

慢城并非意味着不发展，而
是搭上了“绿色美丽经济”的快
车。 在这样的培育模式下，这里
生长出“以休闲为美，以慢为美”
的特殊“产业美”。不仅县城游越
发红火，美丽乡村也成了农民致
富的源泉。

尤 其 是 近 年 来 ，桐 庐 注 重
品质业态，建成了特色高效的
产业发展平台：建立迎春商务
区、富春江科技城、富春山健康
城、富春江（芦茨）乡村慢生活
体验区等城市经济新平台。立
足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建成现
代大气的迎春商务区，26 幢高

层商务楼宇全部竣工，总建筑
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吸引了大
批商贸金融、企业总部、科技研
发等企业入驻，楼宇经济成效
显著，已经成为全省现代服务
业集聚示范区；立足产城融合，
加快城市东扩，谋划建设富春
江科技城，通信设备产业园、智
慧快递产业园、花园式总部园
等 8 个园中园全面启动；着眼建
设城市后花园，抢占健康产业
发展先机，积极打造富春山健
康城，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立足创新乡村旅游
发展模式，培育旅游新业态，全
面建设富春江（芦茨）乡村慢生
活体验区，成为乡村旅游的新
典范。

“绿色美丽经济”下，人文美、
生活美不断酿造。一座慢下来的
城市，更关心城市里的人，人们的
表情，表情里的幸福指数。桐庐
不仅仅是将快速城市的步调放慢
而已，而是创造一个环境，诠释新
的生活状态，让人们真正回归到
生活本质，重启对生活和自我的
重视。

所以，桐庐因地制宜，建成了
星罗棋布的城市生态公园。迎春
生态公园、富春江水利风景区、中
心广场、天目溪公园、梅林溪公园
及多个山体公园等近 30 个园林
景观精品，丰富了人们的休闲时

光。至 2012 年底，县城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达 43.02%，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达11.2平方米。其中滨江
区块通过城中村、棚户区及旧厂
房拆迁改造，建成了集运动休闲、
亲水娱乐、旅游观光、城市防洪、
商业居住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
滨水城市综合体，于 2012 年荣获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另一方面，注重民生优先，建
成功能齐全的公共服务设施。新
建了博物馆、叶浅予艺术馆、图书
馆、体育馆、县第一人民医院、县
中医院等大型公共服务设施，大
大地促进了社会事业的发展。目
前，杭州商学院已开工建设，中国
美院桐庐校区、上海瑞金医院桐
庐分院正在落户⋯⋯

其实，慢城主义是一种品位
主义。没有品位便没有生活质
感。慢城主义是提升生活品质的
一种诉求。

如今，智慧城市又成了桐庐
城市发展的新目标和新模式，近
年来，通过“数字城管”的高效运
作、“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的
启动建设、“智慧旅游”的创新发
展、物联网和电子商务的蓬勃发
展、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陆续
入驻、绿色建筑和节能科技的广
泛应用、高层次人才的全面引进，
使这座城市正渐渐成为一座“智
慧城市”。

“慢悠悠县城”的发展哲学:不以规模拼大小，而以精致论高低

浙江省美丽城市最佳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