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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自觉》

内容概要

中国城市正处于大拆除的时代，成片的历史街区在“旧城改造”的大旗下被不断夷为平地。这场“休
克疗法式”的“改造”，对中华文脉的影响之深、之巨、之不可逆，堪称中国城市史上“三千年未有
之大变局”。
本书以情理交融的文字，辅之以古城珍贵的最后影像，如实记录了在北京梁思成故居和宣南、东四八
条、钟鼓楼等历史街区，南京颜料坊、南捕厅、门东、门西等历史街区的最后时刻，作者为阻挡推土
机而屡败屡战的历程。同时，本书又理性剖析了与存续城市记忆密切相关的文化自觉、物权保护、民
生改善、公众参与等议题，探索古城保护与复兴的建设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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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远，政治学博士，1981年出生于南京，1999年从金陵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负笈
燕园十二载，获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作为政治学研究者，他以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感，直面中国城市的大拆除时代。在关系古都北京
、南京等历史文化名城存废的历史关头，他锲而不舍地为抢救中华文明奔走呐喊。他的文字兼具城市
遗产保护的参与者、观察者和研究者等多个维度，以学者的理性审视大拆除时代的城市变迁。
2010年，他被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评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十大杰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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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姚远师兄这本书看了以后比较失望，原来只是报章文的结集而已，并非一部学养深厚的专著。不
知道是不是政府管理专业训练的缘故，叙述的姿态太靠近官方，且有自我包装之嫌，文章内容上也多
有重复。他在专业之外有这样的文保热情确实很难得，但我不太欣赏以媒体人的口吻和笔法撰文，也
对徘徊在政府门口搔首踟蹰的心态不以为然。
2、作者比较热血，干了不少实事。中国城市建设的坑太深了，一点点来解决吧⋯⋯
3、物权、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和积极性、步行社会的回归、对于人性和历史的尊重，构成了本书的
主旨。连续两日接触建筑社会学，但从经济学角度看，对于机制的探讨和问题解决方案的分析还需进
一步加强
4、被作者的热情和执着打动，他不仅有情怀有追求，也有行动。在保护古城方面，他做了很多。在
现在这样一个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我们尤其需要这样的人。文笔不错，我个人尤其喜欢第一部分
。

5、书中关于历史建筑产权、文化遗产真实性、文化权利、公众参与、原住民保护等的论述贯穿始终
，第一部分更有启示意义
6、被作者敢想、敢做、有担当的精神和行为所感动，面对一座座消失的古城，可能需要更多的普通
人站出来尽自己的一份力。
7、首先我佩服作者的知识，实在是有良知且热血的文化人。难得！
其次作为一个深圳人让我大开了眼界。身边只建了二十几年的楼为了扩容说炸就炸的例子数不胜数，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中国古城保护的问题。
再来作为一个不合格的建筑学生，感谢作者给了我一些对于城市、建筑、文化和社会的思考。
我挺喜欢南京的，希望南京等老城市的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好好被保护。
书中问题都阐明的很清楚，有理有据，可惜有些重复也有些理想化。
最后还是要感谢姚远先生为城市保护做过的一切，加油！
8、建筑专业角度给2颗星，姚老师每回发声，我总觉得他是在美帝国会众议院演讲，让大家投赞成票
。极具辩论技巧的逼逼～可能这跟他的政治学专业相关～开会是偶他坐在我对面，我特别担心被他喷
到～这本书类似于陈丹燕的书～勾起了大家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但是～对于城市更新的工作者来说～
哎～看看罢了～适合普通大众～了解城市～对城市新存善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愿景～我就不喜欢那
些只会逼逼的作家～乃们倒是想个方案啊～曾几何时专业评图～需要非专业的意见～让提意见的时候
，大多是说“这个我不专业啊”～不专业～你瞎逼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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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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