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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本 刊 ２０ １ ６ 年 第 １ ８ 期 曾 对北 京 智 慧 园 林高峰论坛进行 了 报道 （

见该 期 报道 《
智 慧 园 林

：
塑造

创 新 ２ ． ０ 时代 智 慧城 市 的人 文 生 态 内 涵
》 ） ，

引起较 大反响 。 应 广 大读 者要求 ，
本刊 特将该论坛 主 旨 报告

《
以 山 水城 市 营造推动 创 新 ２ ． ０ 时代 中 国特 色 的新 型 智慧城 市建译 》

在 本期分享
，

以 饲 读 者 。
十八 大 以 来

，

中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 家主 席 习近平 多 次 强调 坚持 中 国特 色 社会主 义道路 自 信

、

理论 自 信
、 制度 自 信

、
文化

自 信
，

强调要 为世界发展贡献 中 国 方案和 智 慧 。 也期待本文 引 发更 多 关 于钱 学森先生大 成智 慧 、 山 水城市

思 想的研 究
，

以 及 中 国 传统山 水 园林 文化价值的挖掘
，

并 进一 步激发关 于新型 智 慧城市 中 国 道路
、 中 国

案的 思 考和探讨
，

为 全球智 慧城 市 建设贡献更 多 中 国 智 慧 。

以山水城市营造推动创新 ２ ．０ 时代

中国特色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在 ２０ １ ６ 北京智 慧园 林高峰论坛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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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 对北京智 慧 园林高峰论

反 的 举 办 沒 小 热烈 况 贺 也 感 谢 Ｉ ：

？

７： 德Ｋ ｌ
ｉ ｆｌ ｌ Ｗ

ｊ 水 ｋ任 的邀 Ｗ ， 让 我Ｉ

从创新 ２ ． ０ 及智 慧城市 的 角 度与 园
＾＾一

．

；

Ｓ

林信息化 同 行进行交流 。彳

从 ２００４ 年 在伦敦 政治经 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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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科学 的关注
；
到 后来博士研究期

丨

间聚焦创新 ２ ． 〇 与智 慧城市 ， 参加 ■

北京大学复杂性科学研讨班对钱学森大成智慧 、 山 水城市２ ． 〇 时代 新
一

代信息技术与 创新 ２ ．０ 相互作用共同 演化推

的学习 和思考
；
再加上这 次智 慧 园 林高峰论 坛就创新 ２ ． ０

、
进经济社会发展新形 态 的 高度概括

，
也被认为是创新 ２ ． ０

智 慧城市 与 智 慧园 林进行交流的邀请 ， 促成 了这个初步想 时代智 慧城市 的 基本特征 ，
有利 于形成创新涌 现的智 慧城

法 ， 在智 慧园林论坛上给园林界 的朋友介绍
一下钱学森的 市生态 。 更多可参阅 《 中 国计算机学会通讯 》 ２０

１ ５ 年第 ６ 期

大成智慧及 山水城市思想 ， 并结合 当前新型智 慧城市发展 文章 《

“

互联网 ＋
”

＝ 新一代 ＩＣＴ＋ 创新 ２ ． ０》 。 创新 ２ ．０ 视野

分享
一

些粗浅 的学 习体会 ，
以期 引 发更多关于创新 ２ ． ０ 时 下 的智 慧城市正在成 为这个时代城市发展的主题 。

代智 慧城市 、 智 慧生态城 市 、 山水城市的 思考 。 如能对推动 二
、 理解智 慧 ： 钱 学森 大成 智 慧学 与 复 杂性科学

以 山水城市 营 造推动创新 ２ ． ０ 时代中 国特 色新型 智慧城市 中 国 学派 的发展

建设；略有裨益
，
那就更好 Ｔ 。智慧城市很火 ，

“

智慧
”

成了许多技术公司兜售 自 身产品

―

、创 新 ２ ． ０ 时代
“互联 网 ＋

”

背景下的智 慧城市和 ＩＴ解决方案 的万能包装 。 我们谈智慧城市 ， 谈 以人为本的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人应用与发展 ， 带来 了人 新型智 慧城市 ， 必须回 到 智慧 的本源 ，
回 到 钱学森先生 的大

们生活
、
工作方式 、 组织方式 、 社会形态与创新模式的 改 成智慧理论 。 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 ， 智 慧不仅仅是

“

智
”

能 ，还

变 ， 以用户 为 中 心 、 以社会实践 为舞 台 、 以用户 创新 、开放 有
“

慧
”

的灵性 。

“

集大成 ，
成智 慧

”

。 其 中 ，

“

智
”

是技术 ，是信

创新
、
大众创新 、 协同创新为特点的下

一

代创新形态也即 息技术与数据体系 ；

“

慧
”

是人
，
是专家体系 、 知识体系 。 理解

创新 ２ ． ０ 正在逐步显现 。 智慧城市是新
一代信息技术 支撑 、 中 国语境下 的智 慧城 市

，

需要从中 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传承

知识社会创 新 ２ ． ０ 环境下 的城市形态 。 智 慧城市不仅仅是 中
， 从复 杂性科学 中 国学派的发展 中去寻求

“

智慧
”

的 本源

物联 网 、云计 算 、 大数据等新
一

代信息技 术的应用 ， 更重要钱学森先生很早 就意识到 系统科学 、 信息技术发展对

的是通过面 向 知识社会的 、 以 人为本 的创新 ２ ． ０ 生态 构建 ， 经济社会复杂性带来的机遇 ， 在 １ ９ ９０ 年就提炼出 开放 的复

实现以 人为 本的城市可持续创新 。

“

互联 网 ＋

”

作 为对创新 杂巨 系统理论 ， 创立了复杂性科学的 中 国 学派 ， 并提 出 了

ＮｅｗＧｅｎｅｒ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ＩＣＴ＊前鮮舰 。 ±翻鮮胃骑思Ｈ群相狀

至联 网 ＋／Ｘ
展 的 新阶段

，
哲学与科学技术的统一结合是其核心 ， 现代

＼Ｉｎ ｎｏｖａｔ ｉｏｎ ２ ．０群财祕賊鮮細雜爾 Ｉ ｔｌｆ斗物辦Ｓ

其重要的发展源泉 。 大成智 慧学要求打通界限 、 总揽全局 、

ｊｉｔａ相互促进
，
要求理论联系 实际 ， 实事求是 。

ｋ大成智慧学 的 实践方法是大成智 慧工程 （ Ｍｅ ｔａｓ ｙ
ｎ

ｔｈ ｅ ｔｉ
ｃ

：

秦＇Ｅｎ
ｇ

ｉ＿
．

ｉｎ
ｇ

） ， 主要是针对开放复杂巨 系统的综合集成法应

１｜厂钱学森在综 合集成法 中前瞻性 的将数据体 系从计算机

？
￣

技术体系 中专 门 提 出 来 ，
并与专家体系 共同集成起来 ， 构

十

．

、

Ｊ成髙度 智 能化 的人机结合体系 。 面 向 创新 ２ ． ０ 的大成智 慧

Ｉ ｎ ｎｊ／ ｖａ ｔ ｉｏｎ２ ．０工程强调人机结合 、人 网结合 、 以人为 主 、 以人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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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先生把
“

大成智 慧学
”

英译为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ｏｆ ｗｉ ｓｄｏｍ性科学 中 国学派 团 队的 帮助下 ，

我们对基于时间 维 、 逻辑

ｉ ｎｃ
ｙ
ｂｅｒｓｐａｃｅ

”

，
把

“

大成 智 慧
”

英 译 为
“

Ｗ ｉｓｄｏｍｉｎｃ
ｙ
－维和知识维三个维度对城市管理复杂性进行了分析 。 从知

ｂｅｒｓ
ｐ
ａｃｅ

”

， 强调
“

大成智 慧
”

的特点是沉 浸在 广 阔 的信息空 识维看现代城市及其管理 ， 园林绿 化 、城市景观 、历史文脉

间 里所形成的 网络智 慧 。 首任国务院信息化联席会议办公 正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 以人为 本的智 慧城市建设 中不

室常务 副 主任 、 中 国互联 网的 筹建人陆首群先生也指 出 ，
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 钱学敏教授在 ２００７ 年的北京大学复杂

互联 网 和 信息技术的发展 ， 使我们可 以在现实世界物理空 性科 学研讨班就 《复杂性科学视野 下 的 城市管 理三维结

间 之外营造
一个影射

“

信息时代 ／ 知识社会
”

的虚拟现实 的 构 》
一文讨论 中特别强调 ， 城市生态 建设 、历史文脉传承是

“

世界 （场景 ）

”

，
即构建虚拟化网络 空 间 ， 并强调 ， 创新 ２ ．０城市管理知识维不可或缺的 重要方面 。 智慧城市的发展融

正是借虚空之力 以人为本重构实空业态 。 也正是基于这些 合线上线下两个空 间更是一类开放的复杂 巨系 统 。 而且作

认识 ， 清华大学孟庆 国教授强调 ，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创新 为创新 ２ ． ０ 时代城市发展 的 高级形态 ， 智慧城市更加 聚 焦

２ ．０ 是智慧城市 的两大基因 ， 缺一不可 。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创新 。 城市生态建设与历史文脉传承 自

然成为 以人为本智 慧城市建设的 两大主题 。

：

＾四
、 山 水城市 ： 科学与艺 术 、传统与 未来的 结合寻

＾
ＵＪＩｋ，找 中 国城市治理 出 路

神雖駐 ＋Ａ轉醜 ｆ专神錢骑細《
°

钱学森先生大成智 慧学理论 的研究发展中 ，
也一直贯穿 了

鮮綱娜科学錢舰考麵究 。 测 年 ， 钱学森先

生提 出 山水城市 的设想 ： 从 中 国传统的 山 水 自 然观 、 天人

合
一

诉学观基 础 上建设未来 城市 ：

ｒ．自 远古时期 ， 人类即逐 水 而迁 、傍 水而居 ， 依 山傍 水成

就 了
－

座座生机勃勃的 城市 。 孔子 曰
：

“

智者乐水 ，
仁者乐

紛 ■ 山
’

’

（ 《论语 ． 雍也》 ） 。 孔子
“

君子 比德
”
—说以热爱与 向 往 自

三
、 智 慧城市 的 两大主题 ： 城 市生态建设与 历 史 然为 出发点 ， 从 自 然山 水那 里领悟 到 与

“

智 者
”

、

‘ ‘

仁 者
”

相

￥ ０永传承似 的品性与 性情 ，
从而生发美感 。

“

智 者乐 水 ， 仁者乐 山
”

成

钱学森先生指 出 ：

“

大成智 慧学
”

将是科技 － 经济 － 社 为影响后世 自 然美学思想的 重要观念 ， 它集 中体现了古代

会 － 环境 日 益协调发展的科学技术 。 衡量
一个国家现代化 中 国天人合

一的哲学观 ， 高度概括了古代 中 国审美文化的

水准 ，
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科技发展 的水平上 ， 而且还体现 主要精 神 ， 也深深 的影响 了 中 国 园林及城市的发展 。

在社会 、环境 、教育 、文化 的协调发展上 。 人 们将把更多 的钱学森先生在给吴 良 镛教授的
一封信 中写到 ： 能不能

注意力 放在生态平衡 、 环境保 护 、社会公平 、
教育文化医 疗 把中 国 的山 水诗词 、 中国古典园 林建筑和 中 国 的 山水画 溶

共享 ， 以及消除 由 于科学技术的 发展带来的对社会 和心理 合在一起 ， 创立
“

山 水城市
”

的概念 ？ 而这个
“

山水
”

不 是真

的危害上 。 人们将会努力 使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 正 的 山与水 ， 而是强调具有 中 国传统文化和 传统思想之魂

得到平行发展 。 大成智 慧强调针对城市这类复杂系 统综合 的 一个 城市 ， 是
“

天 人合
一

”

以人为 本 的生 活 环境 ，
它要求

集成中人 的作用 ， 强调虚拟 、 现实两个城市空 间 的融合 ， 这 自 然环境与人工环境 的 和谐 ，
强调科技 、经济 、社会 、环境

对当前智 慧城市 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 义 。 而随着 的协调发展 。

创新 ２ ．０ 时代的到 来 ，
再重新审视大成智 慧学理论 ， 更能充钱学森还强调 山水 城市 的 人民性 ，

指 出 山水城市
“

是把

分理解其对认识和 解决城市这类开放复杂 巨 系统 问题 ， 推 古代帝王所享受 的建筑 、 园林 ， 让现代 中 国 的居 民百姓也

动创新 ２ ． ０ 时代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 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享受到 。 １
８ 世纪封建统治 阶级能够 建造并享 受的生 活环

现代城 市及其管理是一类典 型的 开放复杂 巨 系统 。 随 境 ， ２ １
世纪 的社会主义中 国理应能够实现 ，

广大市民 应能

着设施和环境的传统狭义的 城市管理与面向社会和 人的社 生活 、
工作

、学习 和娱乐其 中 。

”

正如 创新 ２ ． ０ 视野下 的 智

会服务管理越来越呈现 出融合的 趋势 ， 在钱学森及其复 杂 慧城市强调整个城市是
一

个开放的创新空 间 ， 是
一

个城域

Ｈ
？

办公 脅 动化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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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众创空间 ，

一个创新生态系统 。 钱学森提 出 的山 水城当代城市发展问题的应对 ， 是一个全面 的系 统工程 ， 需

市也强调不是城市间 的园林 ，
而是城市 即园林 、 即 山水 。 要探索重塑城市公共价值的 中 国道路 ， 考虑城市里 的天人

信息通信技术 （ ＩＣＴ ）的 融合和 发展 ， 催生 了移动 技术为 合一 的历史文脉传承和生态 营造 ， 倡导未来创新性思维 。

代表的普适计算 、
泛在网 络 。 物联网 、 云 计算 、 大数据等新 在 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中 ， 中 国 城市园林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

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 ， 推动 了创新形态 的演化和知识社会 中 ， 信息技术将为 山水城市的 营造提供基础支撑作用 。 而

的形成 ， 进一步催生 了面 向 知识社会的 下
一代创新 ， 即 创 山水城市 的 营造也将更好 体现创新 ２ ． ０ 的经济社会 、 人文

新 ２ ． ０ 。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与创新 ２ ． ０ 模式正在给 山水 与生态 内 涵 ，
赋予智 慧 城市更丰 富 的人文和生态 内涵 。 山

城市 的 营造带来 新的 机遇 ，
助 力 融合 城市现实和 虚 拟空 水城市建设将为创新 ２ ． ０ 时代 中 国特色 的新型 智慧城市提

间 ， 对接历史文脉和现实生态 ， 推进社会各方参与 城市生 供新视野 ， 为 中 国 园林文化的复兴和实现
“

人民城市为人

态环境 、 园林景观建设 ， 重新绘 制 山 水城市 的人文与 天际 。 民
”

提供新路径 ， 为全球智 慧城市发展贡献中 国 智 慧 。

创新 ２ ． ０ 时代的 山水城市营造将进 一步丰 富创新 ２ ． ０ 以 人中 国的飞速城市化进程缔造了一系列发展奇迹 ，
也充满

为本的生态经济社会人文 内涵 ， 走 出 中 国特色 的新型 智 慧了不确 定性和系统性问题 ，
并前所未有地面临新一代信息技

城市之路 。术与创新 ２ ． ０ 对城市地理 、人居 环境 、公共服务进行重写 的

五
、 以 人 为 本推进新型智 慧城市 建设 ，

为 全球智 时代机遇与挑战 。 在以 山水城市营造推动创新 ２ ．０ 时代中 国

慧城市建设贡献中 国智 慧特色的智 慧城市建设的征程中 ， 中 国传统文化和园林艺术将

以人 为本的智 慧城市必然是智 慧生态城市 ’
山水城市 在其 中焕发耀 眼的光彩 ， 中 国 的 园林工作者将在创新 ２ ． ０ 时

是智 慧生态城市的 中 国路径 。 习 近平 总书记强调坚持中 国 代的 中 国特色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

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 信 、理论 自 信 、 制 度 自 信 、文化 自 信 ，
英特尔 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在题为

“

创新 ２ ． ０
， 与我

强调推进马 克思主义 中 国化 。 从 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以及复 理想有关的一切
”

的演讲 中说 ，
我理想 中 的智慧城市就是技

杂性科学 中 国学派及其大成智 慧 、 山水城市 、 智 慧城市研 术 、 自 然 、人和社会和谐共生 。 今天 ，我也同样借用德 国诗人

究中汲取智 慧养分对于 重新认识和 推进创新 ２ ． ０ 时代 中 国 荷尔德林的诗来描述创新 ２ ．０ 时代的 山 水城市 、中 国特色 的

特色新型智 慧城市建设至关重要 ，
也将有助于对 当前智 慧 智 慧生态城市 ： 充满劳绩 ， 然而人诗意的栖息在这大地上 。

城市建设舍本求末诸多乱象的 正本清源 。

钱学森对城市建设如何建立在 中 国历史悠久的 文脉传 报告人简介 ： 宋 刚 ， 北京大学遥感与 地理信息研究所理学

承基础之上又开拓创造 出 ２ １ 世纪 的 中 国 城市建设文化忧 博士 、 移动政务实验室主任 ， 中 国 智慧城市发展研究 中心

心忡忡又充满期待 ， 并前瞻性的 预言 ，

“

中 国建筑文化新 的 特邀研究员 ，

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 现任北京市城市管理

辉煌时代恐怕 要等到 ２ １ 世纪 ２０ 年代 才会到 来 。

”

山 水城 综合行政执法局科技信息 中心主任 、 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协

市 、 人 民城市 ，
正是钱学森对充满生态人文 内 涵 的 中 国城 会副 理事长 、北京物联 网研究会副 理事长 。 ｙ

市发展 的美好愿景 。 十八大 以来 ，
对中华 民族伟 大复兴中（ 根据宋 刚博士在 ２０ １ ６ 北京智 慧 园林高峰论坛上的

国梦的一系列 战 略部署 ， 特别是生态文 明建设以及文化 自 发言整理 ， 更 多关于大成 智慧 与智 慧城市 的研究可参考本

信 的提 出
， 以及建设新型 智慧城市 的部署 ，

正 在迎接这个 刊 ２０
１４ 年第 １ ７ 期文章 《 钱学森大成智 慧理论视角下的创

美好时代的 到来 。新 ２ ． ０ 和智 慧城市 》 ）

办公 ｔ 动 化杂 志
’

３２
‘

http://www.mgov.cn/complexity/complexity2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