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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市规划史（第二版）》

内容概要

苏则民编著的《南京城市规划史(第2版)》记述了南京从远古时期一直到清末的漫长岁月里的成长、发
展演变过程。着重论述了六朝、南唐、明朝三个时期的都城规划史。南京是体现以《管子》为代表的
“天材地利”规划思想的典型。本书结合南京“龙盘虎踞”的山水形胜，着重分析了古代南京的都城
规划特色。
南京在我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本书记述了南京城市走向近代化和引进西方规划设计思
想、方法的过程。详细介绍了《首都计划》和《首都大计划》等总体规划，中山陵园等详细规划和建
筑设计，以及以吕彦直为代表的中国近代第一代规划师、建筑师们在规划、设计中体现中国传统所作
的卓有成效的探索。
本书按时序叙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南京城市规划历史的具体内容；对改革开放以后南
京的规划工作作了概括性的综合叙述，并对有特点的重要内容——城市空间发展规划理念、传承历史
文脉彰显城市特色、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和规划管理法制化等四个方面，分节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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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则民，1937年9月1日出生于浙江嵊州。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本科毕业，后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研究
生，师从吴良镛教授，1965年毕业。高级城市规划师，特许注册规划师。
现任南京城乡规划委员会委员，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技术审查委员会委员。
曾任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市规划局局长、南京市建设委员会主任，南京市第十一届人
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委员会主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
主要论文：《天安门广场规划和改建的经验探讨》，《分区规划和城市规划编制程序》，《南京城市
规划》(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把握特色，在现代化建设中保护历史
文化名城》，《城市规划的深化与规划管理的强化》，《大城市的发展与控制——南京城市总体规划
修订的思考》，《关于我国城市规划体系问题的思考》，《城市环境与城市现代化——以南京为例》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新框架研究》等；合作主编《中国城市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等。
组织并参与编制南京市主城分区规划，获建设部优秀设计项目二等奖；在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
～2010)的编制工作中任中心组组长；参与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调整工作；参与南京老城
保护与更新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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