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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读者意识到生活中理所当然的日常空间，

其实隐藏着许多意义非凡的故事时，那么我写作

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成了。循着本书所示的方

法，大家应该能够很好地通过自己的眼睛，重新

审视自己日常生活的城市空间，进而发现日常的

意义。”

《日本都会叙事：一种阅读城市空间的方法》

（県都物語：47都心空間の近代をあるく）①出版

于 2018 年 3 月，是作者西村幸夫教授在东京大

学的“退官”②之作。初看此书，可能会将其视

作一册科普读物—面向一般读者讲授城市阅读

方法、传达城市空间趣味和意义的书籍。但是，

倘若了解日本城镇遗产保护思想的发展脉络，那

么此书的出版，还体现了从法制保护迈向“日

常”经验的范式转变。

一、写作的问题意识

书的题名（图 1）③，一目了然。书写的对

象是日本四十七都道府县的“县都”，可比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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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写作的问题意识、受众设定与目的、专业背景、文字结构与特点以及核心的学术贡献等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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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的心得体会，也是日本历史城镇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成果；不仅提供了切合日本城市的历史空

间结构研究方法（骨相），也归纳提炼出考察日本城市近代化问题的共通性要点。此外，作者讲述城市故事的

写作方式，意在潜移默化中将专业的城市认知方法传递给城市居民，这也体现出日本遗产保护以社区营造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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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省会城市来理解。书写的内容是城

市“物语”，即城市的故事。什么样的故

事呢？城市空间近代化的故事。如何品读

呢？得边走边读。

近来国内外关于城市阅读的书籍，并

不少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以城市风光

摄影为主穿插游记散文诗歌的图集，以及

故事性较强的城市历史写作。日本都会叙

事一书，既不是作者的游记、物语所指的

故事，也不是迎合大众口味的传记体故事。

相对于大家熟悉的，比如城市选址依

照地形便利、发展源于交通汇聚人流往来

等万金油一样的解释，作者更为关注城市

发展过程中空间建设主体的意图。所谓的

城市物语，也是在城市规划专业的视角解

读下，城市建设者如何应对城市问题作出

抉择的故事。选择 47 座城市展开，不仅

是为了囊括日本所有县都城市，主要还是

为了更为细致地比较和观察不同层面的差

异。而本书最为核心的观点，均体现于对

这些细微差异的捕捉和解读。如何从看似

千篇一律、毫无个性可言的日本现代城市

中，读出有趣的空间故事？需从比较的视

野入手。

对这一前置的条件，作者在序言开篇

作出了提示。

如果按照既有日本城市史的分类，县

都城市大多起源于城下町、宿场町或港

町，但是即便是同一缘起的城市，在城市

选址、用地布局、道路网架、街区形态与

模数、还是明治以后的近代化过程，都体

现出很大的差别。可以说，是相似的建筑

风貌，造成了日本城市千篇一律的表象，

一旦深入挖掘其空间结构—“骨相”，

城市丰富的个性便自然显现。

“骨相”这个比喻，十分生动，中文

也有“摸骨”一说。那么区别于一般的城

市阅读书籍，《日本都会叙事》实际上是

指向更为深层的阅读，目标是探究城市历

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持久且根本的空间

骨架，解读其生成的原因（故事）。

涉及的 47 座城市，基本没有起源和

发展路径一致的城市，再加上不同的地

形，实际上形成的现代城市结构是千差万

别。这些千差万别，主要来源于不同时

期、不同城市面对不同的问题，而即便面

对相似的问题，不同的建设者也会作出不

同的选择。这些不同的选择便是作者想要

讲述的空间故事，也正是这些空间故事造

就了不同城市的个性。

“如果能从这种乍看毫无个性的风景，

找到其背后蕴含的个性，那么反过来也能

成为改善表象、寻回个性的线索。”

二、受众设定与写作目的

本书写作从 2010 年 4 月开始，首先

是《书斋之窗》（書斎の窓）名为《都心

力：散步十线》的短篇连载。《书斋之窗》

是有斐阁出版社旗下，面向读书人出版的

杂志，类似国内《读书》杂志的定位。之

后能拓展成书，应是连载获得了较好的反

响。反过来说，在写作初始考虑的受众，

是有一定文化水平能够顺畅阅读城市地图

和史志的知识分子。但是，实际上书籍销

售的数据显示，本书销售业绩最佳的是东

京站内的书店，购书群体主要是频繁来往

东京与地方城市的出差一族。这些日常往

返于县都城市的人群有着不小的基数，为

此《日本都会叙事》销售良好，到 2021

年已经第三次增印。

无论是写作时设想的受众，抑或是书

籍出版后实际畅销的对象，都不是城市规

划或建筑等从事城市营造的专业读者，但

作者书写的故事，又是从专业视角出发，

观察和讲述历代城市建设者如何应对城市

问题的故事。叙述故事的专业视角与非专

业的受众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壁垒。

壁垒包括两个层面：问题意识的隔阂，以

及材料方法的掌握。

一般来说专业类的书籍，通常围绕需

要解决的问题或者目标展开。作者其他两

册与城市阅读相关的专业书籍，便是针对

社区营造的目标，展开各类基础方法④与

案例操作过程⑤的讲解。而《日本都会叙

事》却通篇不提目的何在，只是通过一连

串的设问，激发读者的好奇心。没有必须

解决的专业问题，首先是抛开自负，“在

自己居住的城市旅行”。这听起来没有门

槛，也十分浪漫。与一般旅行不同的是，

对行走过程中遇见的每一项事物，都想一

想：“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坐在开往

市中心的电车内眺望窗外风景，想象铁路

线铺设的理由？下车后，又可以问问自己

看到了什么？站前大道通向哪里？车站又

为何建在这里？等等。

行走中不断遇见事物，不断提出问

题，问题引出背后建设者的故事。这些故

事累积起来，指向的是一个触动：原来

自己理所当然生活其中的城市，是先人不

断创造留下的作品。这便触及了社区营造

的根本，居民是否能够热爱其所生活的

城市。

居民用自己的双眼去发现城市故事，

“发现日常”之意义，是增进地方认知和

培养地方情感的过程。了解城市不是理所

当然生成的，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遭

遇各种可能导致毁灭或者衰退的问题。当

图 1：书籍封面—日文原版（左）；中文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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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们所处的城市，正是历代从事城市管

理与建设的人，直面问题作出不同抉择积

累起来的产物。那么为了我们共同生活的

城市，即便是普通住民，是否也应该为自

己的社区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描绘自己

的城市故事呢？这才是作者潜移默化想要

传达的思想和意义所在。

本书的写作，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针

对具体社区营造项目来介绍城市认知方法

论的做法，而是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让读

者对城市建设产生兴趣，迈出走读城市的

第一步。这一步其实也就是作为城市居民

参与到社区营造中的第一步。

三、写作的专业背景

社区营造区别于我们常识中城市规划

或建筑等专业人员主导的空间规划和建设

行为，由社区居民为主体完成。在英美通

常以“community-based”为前缀，在日本

发展出“まちづくり（machi-tzukuri，字

面意思是‘町 -造’）”这一称谓，传入我

国台湾地区后首先翻译为“社区营造”。

对于日本来说，社区营造几乎可以视作城

镇遗产保护的伴生物。这一发展过程，集

中体现在本书作者学术思想形成与发展的

过程中。

奠定作者学术地位的是一册名为《都

市保全计画》（城镇保护规划）⑥的著作。

该书于 2004 年 9 月出版，涵盖日本城镇

遗产保护思想制度发展史、规划实践现状

以及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地区）和国际机

构保护制度和理论。该书不仅奠定了日本

城镇遗产保护的理论基础，也是日本城市

规划学界开创遗产保护研究领域的标志。

作者本身也是日本当代城镇遗产保护制度

与规划实践的推动者，直接参与了从地方

景观条例上升到国家级《景观法（2008）》

的制定过程⑦。

但是，倘若回顾日本城镇遗产保护的

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在不断发展完善

的制度背后，有地方保护运动这股关键的

推动力量。1945年到 1975年不断扩大的

地方保护运动，带来了日本以城市景观条

例为主的制度扩充。这种以民众运动为根

基推进保护的特征，又在 1995 年地方分

权以后通过市民为主体的社区营造反映出

来。目前日本城市规划的主流不再是“二

战”以后由专业主导的规划制定，而一转

成为市民为主体、专业协作的社区营造。

城镇遗产保护工作也不再完全依靠法定保

护规划，而是通过社区营造的活动或运动

予以推进。

这种民众运动催生国家制度的特征，

也反映在作者确立研究方向的过程中。虽

然遗产保护的意识早于 1868年到 1897年

间，便随着日本近代国家崛起捍卫国宝的

思潮而形成（古社寺、名所旧迹等保护），

直到作者就读东京大学的 1970 年代，日

本城市规划学界仍然普遍漠视历史城镇保

护，而当时的日本，已经度过了 1960 年

代这个政治思想震荡、城市建设突飞猛进

的黄金时期，为石油危机的阴影笼罩，城

市问题频发。学校教授的仍是以城市开发

为主要目的的现代主义设计，无法解决城

市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干脆离校

投身参与到奈良県今井町（近世寺内町）

保护活动⑧。也正是这种当时教授们看来

不务正业的举动，使作者迎来了开辟历史

城镇保护研究新领域的契机。随后，作者

在东京大学城市设计研究室的教学，也是

采用了学生自主立项、开展社区营造和研

究的方式。作者在东京大学“退官”演讲

的题目就是《城市教会我的事情》（都市

から私が学んだこと）⑨。

日本历史城镇保护浓重的民众运动底

色，当代城市规划倚重市民为主体的社区

营造，都是本书写作的专业背景，也是联

系本书叙述故事的专业视角与非专业受众

的社会土壤。

四、写作的结构与特点

书籍正文由序论与 47 个章节组成。

序论体量较大，更接近于总论。除了一般

书籍序言包含的关于写作缘由和过程等介

绍性的信息，该书序论包含了方法论的提

炼，也是全书最为体现核心观点的部分。

由于写作语言风格接近随笔的设定，标题

起得相对口语化，小节之间的组织也较为

散漫，可见循循善诱的意图。稍作梳理便

可看出其中关系。

作者首先在讲述“阅读与走访的方

法”的小节，采用了层层剖解的笔法。从

邀请读者“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旅行”开

始，讲解旅行前需要了解城市形成的过

程，如何了解呢？需要“研读地图与老照

片”，而研读往往是从“地名入手”。为免

读者大海捞针，作者在书末按城市提供了

精炼的参考文献清单。其次进入更为核心

的观点与思考的部分。作者先是提纲挈领

指出本书核心的目的，在于“解读城市的

骨相”。随后分三个小节介绍了塑造当代

日本城市骨相的三个主要原因：建城初

始的整体规划构想、近代化转型面临的主

要问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重

建。之后再具体讲述解读城市骨相的方

法，主要通过考察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在

包括主要道路的规划构思、多座城市比

较、具体的物质线索、历次县域调整、地

名读音与写法等方面。

从笔者阅读与翻译的体会来看，序论

的凝练度很高，通读一遍掌握全部内容的

可能性很小。需要配合之后 47 个章节的

案例，反复阅读领会。

序论之后的 47 个章节，采用了地理

上由北往南的顺序，逐个讲述日本县都城

市的故事。章节的命名，有固定的格式：

“城市名—凝练城市骨相的一句话”。凝

练城市骨相特征的一句话，应是反复斟酌

的结果，往往概括且有趣味性（图 2）。

比如东京，作者将其归纳为“铁路网

塑造的首都面貌”。到访过东京的人，一

定会为之莞尔，哪有去了东京不乘坐山手

线的呢？但大家了解过这些铁道是如何形

成，进而成为东京城市的重要特征的吗？

或者奈良，作者将其归纳为“三条通主导

的公园城市”。即便去过奈良的人，估计

一下子也想不起三条通是哪一条路。但说

起公园城市，奈良公园的鹿可是一路尾随

讨食令人又爱又恨的对象啊！只有真正的

公园城市，才能容纳这样的鹿群居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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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公园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呢？这可能是

本地人也一下子答不上来的问题。还有

京都，作者将其归纳为“网格惯性城市”。

稍微了解点日本史的人，都会知道京都建

城之初是模仿中国唐代长安的城市规划。

但恐怕没什么人意识到这个“日本长安”

从来没有真正建成过，现在的京都既不是

居中对称，城市轴线也不止一条。但是为

什么又觉得像长安呢？实际上还是当时条

坊制带来的网格化街区，成为这个城市不

断扩张发展的基本主题。

也有一些读者可能没怎么听说过的城

市，乍看之下，标题不太好懂。比如“松

江—水之变奏城市”，城市发展如何因

水而不断变换节奏呢？或者“长崎—

岬尖长出一座年轮城市”，城市如何像树

木生长一样，看得到年轮呢？或者“福

冈—边缘咬合的复眼城市”，拥有像苍

蝇眼睛一样复眼构造的城市，会是个什么

样子呢？

本书正是通过这些饶有趣味的章节

标题，吸引读者展开阅读，进而走访城

市。往来东京与地方中心城市（县都城市

往往就是地方中心城市）的公司职员，在

候车间隙翻开此书，总能找到自己熟悉的

城市，读起来会很有共鸣。尤其是书中提

及，自己却没有注意过的地方。回过头

来，对于没有走过的城市，也会想用作者

提示的方法，走走看看。看是否自己也能

发现这些不为一般人注意、却对了解城市

极其重要的地方。

当然，作者也指出了本书的局限。本

书所选的县都城市，都是同一性质的城

市，势必有雷同的发展过程；另外日本设

“县”始于明治，县都城市又必定带有强

烈的明治近代化色彩。罗列相似城市，比

较发现其中不同之处，十分有利于读者掌

握阅读城市骨相的方法，但是也有局限，

即未能充分体现日本城市的多样性。

五、核心的学术贡献

倘若揭开本书追求“日常”的写作笔

法，可以从日本城市形态研究与日本城市

空间近代化研究的两个维度总结其学术

贡献。

1. 揭露城市空间“骨相”的分析法

虽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基于历史发展

过程研究的城市形态学已经不是陌生的名

词，但在日本关于城市形态的研究，主要

还是以数据解析为主、解决交通等实际规

划问题的“空间解析”。究其原因，除了

本书作者提到的乍看之下“千篇一律”的

城市表象，还有日本传统城镇类型较少、

城市化程度不高、空间结构单一的基本问

题。如果简单套用城市形态学的方法，很

难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发现。这也是作者力

图与之区别，回避使用“城市形态”术语

的原因。

对此部分的方法与内容，书中通过

“都心模式图”的绘制进行了展示。每座

城市，都绘制了“都心模式图”，图示地

形构造、路网结构、关键的历史空间节点

等。虽然图面所占篇幅不大，但抓住了这

个要点，可降低文稿的阅读难度，快速建

立空间方位感，把握核心内容。

以宇都宫为例。在日本，提到宇都宫

这个城市，大家首先想起的是饺子，根本

不会觉得这个城市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

方。所以，章节名称所写的“双轴并立的

紧凑城市”，即便对于日本人也是十分新

鲜的。双轴并立的空间特征，翻到相应的

都心模式图插图（图 3），便可一目了然。

地形上来看，北端有二荒山余脉，东

面有南北向贯通而过的田川。城市位于两

条古道（“日光例币使街道”与“奥州街

道”）的交汇处。道路在城市西面交汇后，

接入东西向主干道“大通”，并设“道路

元标”。大通继而向东延伸，直抵区域铁

路的中心车站（宇都宫站）。对于城市空

间秩序的构成来说，两条南北向的主轴线

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条是以二荒山神社

与城址公园为两端的古代城市轴线，一条

是以县厅舍与市厅舍为两端的近代城市轴

线。读完此图，便掌握了该城市章节拟具

图 2：中文版书籍目录⑩ 图 3：宇都宫的都心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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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展开的 “骨相”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与

标志性公共建筑之间的关系。

这套沿着山水地形、古街道、铁路

（车站）、城市干道、里程元标与道路元

标、标志性公共建筑的“摸骨”术，通过

作者在 47个县都城市的摸索，实证有效。

不同城市体现出极为不同的“骨相”，而

且往往还是城市发展中最为稳固的结构性

要素，因此可作为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和再

生的重点。

也就是说，本书根据日本城市历史发

展形成的特征，选取了适合研究把握城市

历史空间结构的要素与研究路径，为遗产

和保护再生提供了直接的空间指向。

当然，由于本书覆盖了所有县都城

市，也为不太熟悉日本城市的读者，提供

了一些通用知识。比如县都城市的标志

性公共建筑，往往是政府办公大楼（县

厅舍）、司法（家裁、地裁、地检）、警察

（县警）、文化（图书馆、文书馆、美术

馆、文化中心、会馆）、消防、邮局、学

校、日银支店等。

2. 提炼日本城市空间近代化问题的共通

性要点

之所以能够挖掘出上述摸索城市骨相

的方法，主要还是作者把握了日本城市近

代化转型的历史过程及其关键点。他在序

言中将其明确为三点：建城初始的整体规

划构想、近代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以

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战后重建。

建城初始的整体规划构想，往往是决

定城市基本形态的关键。对此展开研究，

有利于把握近代化以前的城市结构。与县

都城市相关的主要有三类。其中建设初始

目的是规划建设“城下町”的占了大多

数；其他还有“港町”与完全是近代以后

规划建设的城市。

传统的城下町与港町城市，面临近代

化转型的问题。由于初始形态以及所在城

市定位的不同，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不

尽相同，但归纳起来仍有普遍性的认知贡

献—研究日本城市空间的近代化，普遍

可从以下几点切入：河流改道、确保公共

设施用地、铁路布线、由线到面的市区拓

展、军用设施选址及其发展、多中心的处

理、战后复兴、道路拓宽等。目前在日本

的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就其中某一点问

题切入展开研究的著作并不少见，但本书

亦有原创性的贡献，通过多个城市比对、

将问题系统化抽出、进而上升到普遍性的

认知论层面予以提出。

选取“多中心的处理”展开。作者通

过 47 个县都的研究，归纳出日本城市多

中心的形成原因。分为四种不同的情况：

①两个历史城市中心组成一个城市；②拆

毁中世城下町（或寺内町）重新建造近世

城下町；③城市扩张过程中形成了上市与

下市两个中心；④内陆城市与外港融合。

其中第一种情况最典型的是福冈市，由福

冈与博多两个中心构成。类似还有甲府

（古府中与甲斐府中）、岐阜（岐阜与加

纳）、岐阜（岐阜与膳所）、神户（神户与

兵库津）、山口（中世山口与近世山口）、

松山（松山与道后）等。如何平衡两个中

心、如何在区分的同时加以连接等，都是

处理这些城市空间建设时不可避免的问

题。另外，由于不同城市两个中心的权力

关系也不尽相同，因而发展形成的城市空

间也多种多样。

此外，构成本书原创性贡献的还有对

于具体空间线索的提炼。对于海外读者来

说，也是可以认知日本城市特性的线索。

比如历史上标示城市中心的线索，江户时

代的“高札场”与称为“札之辻（高札场

的十字路口）”地名、明治时期的里程元

标，以及大正时期的道路元标。从这些空

间线索入手，可以很好把握每个城市历史

中心的变迁。在 47 个县都中只有奈良一

处是三个时期中心没有发生位移，该场所

曾是兴福寺领地与门前乡的交界处，是

“圣”与“俗”的分界点，但在大正以后，

奈良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地

方也不再是奈良的城市中心了（图 4）。

还有构成日本商业街意象特征的“拱

廊街”（图 5）。漫步日本城市会发现城市

中心常常有全盖型拱廊街，这些拱廊街往

往就是传统商业中心的位置。意象形成并

不久远，大多是在 1962 年颁布的《商业

街振兴组合法》后，通过国家补助架设的

近代化设施。补助制度的本意是为了保护

传统商业，这种做法某种程度也显示出日

本的独特性。实际行走于各地的拱廊街，

会被其丰富的特征吸引。仅从形态来看，

在常见的一字形单条商业街（以大阪心斋

桥筋为代表）以外，还有 L字形（津、冈

山、松山）、Y字形（德岛）、面状扩散的

（岐阜柳濑、高松丸龟町周边）、蜿蜒蛇行

的（前桥弁天通、神户元町与三宫周边、

山口上市及下市、鹿儿岛天文馆通）等。

深入探索这些形态的成因，便能发现不少

城市故事，比如蜿蜒的拱廊街几乎都是在

古街道基础上建成，不是突然出现，而是

古街道经历了“二战”后“街道室内化”

改造而来的。

其他还有重要的事件发生地（祭典、

天皇行幸、博览会、奥运会等）、县域变

更（县都确定的理由）、地名的读法与写

法等有利于切入思考和观察的共通点。以

上这些共通性要点，显然也是日本城市历

史遗产和保护再生的关键对象。

图 4：照片左侧可见奈良复原的三代路标 图 5：奈良“拱廊街”东向商业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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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中国城镇遗产保护的启示

该书着重研究的城镇历史空间结构

（骨相），实际上可以对应中国城镇遗产保

护中的历史格局，但相较于一般名城保护

规划相对简单的物质形态要素归纳（山、

水、城墙、壕河、轴线等），更为细化且

注重生成原因和差异的比较。当然这种研

究的重心，与日本大城市的现状有关。这

些城市基本在二战结束因空袭而焚毁，少

有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规模的大面积历史街

区。因此，需要从这些更为细致的角度去

辨析和认知城市的个性。但反过来，这也

提示出中国城镇遗产保护过程中，对于历

史格局的认识和保护，尚且不够细致的问

题。再对比目前中国城市更新中不太注重

现状城市肌理的情况，其实通过加深城市

历史空间结构的研究，还有利于在一般城

市建设与更新过程中保留文脉。

由于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路径与日本非

常相似，因此本书从近代化问题的提炼出

发观察当代城市空间形成的特征，也为研

究中国城市的近代化过程，提供了可借鉴

的方法。从城市近代化面临的问题出发，

考察不同城市采用的方法，不仅有利于解

释当代城市空间格局形成的原因，也有利

于进一步挖掘因近代城市规划形成的空间

遗产。

六、结语

《日本都会叙事：一种阅读城市空间

的方法》一书，不仅是西村幸夫教授总结

职业生涯的心得体会，也是日本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学术成果。不

仅提供了切合日本城市的历史空间结构研

究方法（骨相），也归纳提炼出考察日本

城市近代化问题的共通性要点。而且，作

者还面向日本当下以社区营造为主要实践

手段的特征，采用了讲述城市故事的写作

方式，潜移默化中将这些专业方法论教授

给城市居民。这种有意识的书写方式转

变，除了吸引一般读者的目的，还反映出

日本社区营造实践中注重构建人心的方法

特征。当专业的分析调查法，为一般城市

居民所吸收，转换为“日常”经验，那么

城镇遗产保护事业也就具备了扎根群众的

基础。

当然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一册书还

具有深度认知日本城市的价值。书末按城

市归类整理的参考文献，是作者精心遴选

的核心读物，包括城市史志、地图集与照

片集。在信息爆炸的当前，按图索骥可以

省去许多弯路。书中提炼出日本传统城市

的结构特征、近代化转型面临的关键问

题、具体的空间认知线索和切入点，都可

作为认知考察日本城市特征的重要抓手。

此外，书中展示的都心模式图，也是造访

相应城市时十分有用的工具图。笔者曾在

绘制此书的都心模式图后，走访了岛根县

的松江市。虽然此前没有到过这个城市，

但行走时仿佛胸有成竹，能够很好把握城

市的方位感和游玩的重点。可见此书还可

能兼具日本城市深度旅游读物的属性。

“通常的书，写作完成就不会改变。

但是城市这本书的内容是空间，写作完成

后还会持续发生变化。因此，都市物语不

只是讲述故事或城市批评，还包含主动干

预城市发展的意味。我们既是城市这本书

的读者，同时也是续写这本书的作者，甚

至可能是书中的角色。”⑪

注释

a 西村幸夫 . 県都物語 47 都心空間の近代をあるく

[M]. 东京：有斐阁，2018.

b “退官”是东京大学教授荣休的代称，通常举办隆

重的退官讲座。是日本学者总结学术生涯、学术界进

行代际交替的重要时间节点。

c 书名直译汉字为“县都物语”，考虑阅读习惯，中

文版书名调整为《日本都会叙事》。西村幸夫著，傅

舒兰译 .日本都会叙事—一种阅读城市空间的方法

[M].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23.

d 西村幸夫，野泽康 . 街区阅读—地方社区营造

的调查方法入门（まちの見方 ･調べ方 地域づくりのた

めの調査方入門）[M]. 东京：朝仓书店，2010.

e 西村幸夫，野泽康 . 读解街区—景观、历史、地

方的营造（まちを読み解く 景観·歴史·地域づくり）[M].

东京：朝仓书店，2017.

f 西村幸夫 . 城市保护规划（都市保全計画） [M]. 东

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

g 傅舒兰 .日本《景观法》制定过程的基础研究—

聚焦关键人物西村幸夫及其方法框架 [J]. 国际城市规

划，2018，33（05）：145-151.

h 1979 年 3月完成了题为《近世寺内町的规划—

以大和今井为例》（近世寺内町の展開―大和今井を

中心として）的硕士论文。

i 2019 年由学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城市学习的

十件心得》（都市から学ぶ十つのこと）。

j 为便于读者理解，中文版增加了“专用名词详解”

的内容。

k 《日本都会叙事》后记，P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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