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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山水城市的探源和构建之路 

——评孙志亮的《亲历者说无锡山水城市建设》 

张颂炫 

无锡市江南文化研究会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段子来形容无锡。走遍世界看看，还是中国好；走遍中国看看，还是江苏好；走遍江苏看

看，还是无锡好。这话虽然说得有些夸张，但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尤其是认真读完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孙

志亮先生撰写的《亲历者说无锡山水城市建设》的这部专著后，相信人们对无锡这个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

文化底蕴，发达的经济状况，秀美的湖光山色和在世纪之交中通过转型发展，在承上启下的过程中逐步建设成为富

有特色、具有个性的山水城市的崭新风貌，一定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孙志亮先生作为高级规划师，在 36年的工作中，先后担任规划设计者、城乡建设项目实施协调员、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法人

的职责和职务。他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地干出来而成为一位副厅职的专家型的领导的。在《亲历者说无锡山水城市建设》的这部

专著中，孙志亮先生结合自己从事无锡山水城市规划建设的亲身经历，全面地、客观地、准确地讲述了无锡山水城市规划建设

的背景、理念、思路、工作实践和切身体会，不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还非常接地气，很有亲和力。从众多读者反馈的意见来

看，一致认为，该书厘清了无锡从世纪之交展开的山水城市建设的脉络和肌理，在区域文化的发扬光大，文化古迹的发掘和修

缮等方面的站位是高的，在切入点的选择上是正确的，在工作上是富有成效的，具有很好的资料和史料价值。不仅有阅读的价

值，还有收藏的价值。笔者阅读后，在以下三个方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写出了无锡由以往主要靠以自然取胜的“太湖明珠”城市向现代化的“山水城市”的

转型发展中的沿革和变迁的历史 

孙志亮先生的《亲历者说无锡山水城市建设》这部专著有四个板块组成。第一板块《无锡—宜居宜业的山水城市》，第二板

块《蠡湖篇》，第三板块《惠山、青龙山篇》，第四板块《惠山古镇篇》。孙志亮先生这部专著，采用这样的结构来论述，是颇具

匠心的。第一板块《无锡—宜居宜业的山水城市》是全书的总纲。它从宏观层面上来展开，写出了无锡由以往主要以自然取胜

的“太湖明珠”城市向现代化的“山水城市”转型发展中的沿革和变迁的历史，不仅具有认知价值，也是有学术价值的。第二

板块《蠡湖篇》，第三板块《惠山、青龙山篇》，第四板块《惠山古镇篇》，则从微观落实的层面上讲述了三个先行示范区各具特

点的建设过程。让人们感知到在具体落实中的种种不易和如何一一破解、如何攻坚克难的过程，从而让人们倍加珍惜这些来之

不易的成果。 

在第一板块《无锡—宜居宜业的山水城市》中，它从介绍无锡的地理位置、悠久历史、文化底蕴、山水园林和发达经济等

元素切入，将无锡这座名闻遐迩、被打上了“太湖明珠”烙印的城市梳理一遍后，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带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命题，

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到了世纪之交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处在了“转型期”之中，世界关注起中国

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和城市的发展模式来了。作为长三角经济圈中的经济强市，无锡也面临如何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进行转

型发展的问题。这时候，人们想到了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航天之父”和“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他在

中国城市发展的十字路口，提出了“山水城市”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来城市发展模式的新概念。这不是钱学森突发奇想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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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是他经过郑重研究和长久思考后形成的理念。钱学森的视野非常开阔，学识非常广博。早在 1958年 3月 1日，他就在《人

民日报》上发表了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遗产，从园林角度入手，把提升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建设放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高

度来进行探索和研究。如果说，在那个时期，钱学森已经有了建立山水城市的理念，到了 1990 年 7 月 31 日，钱学森给清华大

学吴良镛教授的信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何谓“山水城市”的概念。吴良镛教授是建筑规划界的泰斗，他的毕生追求，“就是

要让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吴良镛的这个理念，与无锡市几届市委、

市政府的领导关于城市如何转型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契合的。1994 年，吴良镛教授在指导无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提出了无锡

要建设山水城市的规划方向。在以后几十年的具体实施中，无锡在城市建设中，始终立足在这个定位上，以总体设计，突出重

点，分步实施，逐步到位的做法，大致完成了以往主要靠以自然取胜的“太湖明珠”城市向现代化的“山水城市”的转型发展。 

二、写出了制定发展规划的学术性、科学性和实施过程中的因地制宜的严谨性和坚定性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承上启下的过程，对于无锡的城市建设而言，遵循的也是这样的规律。 

上世纪 20年代，无锡的工商业的发展，在全国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巨子荣德生先生（前国家副主

席荣毅仁之父），以造福桑梓的情怀，写过一部专著《无锡之将来》。这位大实业家的胸襟、气派和眼光是非凡的，即使用当下

的眼光去审视他在该书中阐述的无锡城市建设的规划，其中的真知灼见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荣德生那一代民族实业家在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创建的一批园林，至今仍然是构成无锡山水城市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好这些遗产，科学

地制定发展规划，将学术性、科学性与实施过程中因地制宜的严谨性和坚定性结合，就构成了孙志亮先生的《亲历者说无锡山

水城市建设》这部专著的核心内容。书中介绍道，1993 年无锡就启动了由清华大学与无锡市规划设计院合作编制的无锡城市总

体规划修订工作。1994 年吴良镛教授在指导无锡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明确提出了无锡要建设山水城市的规划方向。他在《无

锡市规划建设面临的重大决策》的专题学术报告中指出：“无锡‘山水城’的建设重点应放在对山、水的自然空间及其绵延地

区保护，而不是开发，更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建设性破坏。”孙志亮先生对吴良镛教授在这个学术报告中讲到的“无锡山水条件

优越，旅游资源丰富，要搞山水城市”这一点印象特别深刻，认为这是为无锡山水城市的建设指明了方向，有了一个正确的定

位。1995 年，孙志亮在市规划局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时，无锡市总体规划修订工作办公室明确让他根据清华大学和无

锡规划设计院合作编制的总体规划成果执笔撰写《无锡市总体规划文本（1995-2010）》。规划文本和清华大学、无锡市规划设计

院编制的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文本为无锡市规划史上第一部总体规划文本。该文本中的指导思想中就有“制订山水

城市的建设模式、建设具有良好城市生态环境、融自然环境与人工环境于一体化的现代城市”的精神。1995年 9月 27日无锡市

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无锡市总体规划（1995-2010）》。2001年 10月 29日，市委、市政府以锡

委发[2001]70 号文件印发了《“爱我无锡美化家园”行动纲要》（2002 年-2004 年无锡市城市建设实施计划），该纲要是无锡市

建设史上第一个三年行动纲要，以后每三年都编制一个行动纲要，并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印发。作为实施这些规划的第一步，

无锡从落实打太湖牌、唱运河歌、建山水城、显山露水起，把自然风光引入城市，构筑艺术骨架和城市景观，丰富城市文化内

涵，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打造城市品牌，塑造城市特色作为行动的先行目标。蠡湖综合治理，惠山古镇和惠山、青龙山保护建

设作为无锡山水城市构筑的先行区陆续启动。 

时至今日，在无锡市委、市政府连续几届领导班子的努力推动和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正如孙志亮先生在《亲历者说无

锡山水城市建设》的专著中所说的那样，“在天时地利人和皆备的今天，由钱学森首先提出的，吴良镛亲自指导完成的 21世纪

社会主义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式——山水城市已在无锡初见端倪”。 

三、写出了作为决策者、参与者、建设者中的一员的担当性、责任性和投入性 

孙志亮先生是一个以事业为重，非常谦虚的人，他把自己说成只是无锡山水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亲历者、实践者。但是，如

果翻开他的履历，就能清楚地看到，他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担当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从 2002年开始陆续启动的三个先行区，

在为无锡市进行山水城市建设探索路子，摸索经验的过程中，他被组织上任命为蠡湖办主任，惠山、青龙山保护办主任，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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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保护开发工作小组组长，具体负责三大工程的实施工作。孙志亮先生在《亲历者说无锡山水城市建设》的专著中对这三大

工程的实施工作有着非常详尽的叙说和非常到位的综述与分析，是了解这个过程的信史，具有资料性的价值。但是，他在这个

过程中倾注的心血、碰到的困难、付出的艰辛，却没有道及。作一些这方面的介绍，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来阅读理解孙志亮先

生的这部专著《亲历者说无锡山水城市建设》。限于篇幅，只能举书中的《蠡湖篇》来简要地说一说。蠡湖的治理，新城的建立，

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上面，其中就有全面实施生态清淤、污水截流、退渔还湖、动力换水、生态修复、湖岸整治和环湖林带建设

六大工程。这六大工程，头绪繁多，每一个环节中都会出现意想得到和意想不到的困难。在整个进程中，孙志亮先生以专业的

水平，负责的态度和高度投入的精神，一丝不苟地开展工作。他常常在凌晨时分就来到施工现场，检查工作进度和质量情况，

一旦发现问题，或者看到不足的地方，上班后立即把大家召集到现场，现场办公，解决问题。2006 年 9 月，蠡湖新城建设项目

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水环境治理优秀范例奖）。在该时段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蠡湖展示馆举办了亚太地区未来领导人培

训班，把蠡湖作为联合国生态示范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教育基地。而今，蠡湖新城已经成了无锡向外展示山水城市形象的一

张靓丽的名片。 

在《亲历者说无锡山水城市建设》这部专著的《编后记》中，孙志亮先生并不讳言自己的付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把

一辈子中包括青壮年在内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无锡山水城市的建设。但是，当他抚今追昔时，更多地是以一种感激之情和感

恩之心来对待的。“世上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很多，但真正有机会集中数年，连续做几件有意义事的人并不多。”他认为“山

水城市是一首写不完的诗，现在我们才刚刚起步，更多的篇章还有待后人去思索和不断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