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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语教学法是指用官方用语、百姓话语和专业术语，从政、民、学的角度对城市地理与空间规划理论概

念和社会经济发展现象等进行诠释分析的教学方法，其实质是比较不同人群对相同空间问题的各自观点，

基于辩证思维来全面认识和分析解决问题。这既是城市地理学对正确认识人地关系的目标追求，也是空

间规划协调各方利益坚持以人为本进行合理空间布局的内在要求，在城市地理及空间规划的概念学习、

空间分析和规划实施评价等阶段均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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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ilingual teaching refers to a teaching method that uses official language, common people’s dis-
course and professional terminology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urban geography and spatia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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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phenomena from the governmental, 
folk, and academic perspectives. Its essence is to compare different people’s views on the same 
issue, which enables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based on dialec-
tically thinking. This is not only the goal of urban geograph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but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 of spatial planning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and adhere to people-oriented and rational spatial layout, and can be used in the stages of 
concept learning, space analysis and implementation evaluation in spatial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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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地理与空间规划都以空间为基本研究对象。城市地理重视空间组织发展变化的研究，追求和谐

的人地关系。空间规划虽工程技术性强，但也是一项政策工具，要以人为本，创造空间公平，营造良好

人居环境，促进城市效率与社会和谐。两者在城市这一层面有紧密联系。而准确认识城市本质、编制好

城市空间规划，需要集思广益，不仅要上接顶层设计，体现政策意图；而且要下接地气，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还需运用规划理论技能，塑造城市个性品质。这就关系到规划编制中相关利益主体，即政府、百

姓和规划师的意见协调。三者意见的表达和协调就构成空间研究和规划中的“三语”问题，在空间规划

与城市地理教学中都应给予足够重视和充分体现。 

2. “三语”的含义 

“三语”，本文是指“官方用语”、“百姓话语”和“专业术语”。官方用语，是政府文件所提出

和经常使用的语汇，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政府机关工作报告、政府公函、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央

会议决议文件等的常见语，往往体现党和国家政府意志，代表顶层设计，为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共同遵

循，语言浓缩、概括、准确，但风格可能会有变化。官方用语具有强势地位，常起引领作用，如公园城

市等，经政府倡导后很快在学界引发研究热潮。 
百姓话语，即老百姓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是对问题的直观表达，没有统一形式和规范，语言朴素、

生动、丰富、多样化。但由于百姓话语可能人人不同，所以，某种意义上，公众影响力更大的小说、散

文、民谣等，较接近或等同百姓话语，可为代表。 
专业术语，是指学界和业界通用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等，主要包括地理学理论概念、规划相关

基本术语、技术标准等等，语言概括、精炼、严谨，甚至还有公式等形式。专业术语，有些被作为政策

的理论依据或技术支撑，从而也转化为官方用语。如城市群概念，先由学界提出，后进入国民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等政府文件。 

3. “三语教学”的学理支撑 

“三语”实质上反映了政、民、学三种不同的认识问题和表达思想的方法途径。“三语”既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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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事物相互印证，也可以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在辨析概念、阐述观点时有明显作用。善

于使用“三语”，对于在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认识城乡本质、把准政策含义、切中人民需求、

融入规划辩证思维具有积极意义。“三语”的存在，是地理与空间规划学科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现实

需求，在不同学科亦有类似的认识研究方法，给予学理支撑。 

3.1. 城乡规划学学科发展的启示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秘书长石楠曾辨析了城乡规划学科、政策和社会需求各自的发展逻辑和彼此关系。

他认为：学科是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知识体系。现代城乡规划学发展基于实践积累与交叉融合。学科知识

体系既包含政府所关注的知识元素，也包含一些政府未必感兴趣，但对于行业而言至关重要的内容，甚

至还有一些对政府和行业都未必有用，但对于学科自身完善至关重要的成分。因此，学术研究和学科发

展常具有超前特征。而政策制定取决于执政者对于社会诉求的响应。只有那些成为“公共政策问题”的

问题，才可能引发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和行动。因此，政策制定相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常存在一定时滞。

响应社会需求的变化，是城乡规划学学科建设的根本动力源泉，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变化只是从另一个维

度对学科建设提出了新要求[1]。 
上述城乡规划学科发展、政策制定和社会需求三者的联系，正与“三语”相对应。专业术语构成了

学科知识体系，主要源自对社会需求变化的响应，需对百姓话语和官方用语加以回应。官方用语既有对

专业术语的借鉴吸收，也有超前于学术的对社会问题的创新认识。政策必须回应百姓关心的社会问题才

有效用，但通常不是只针对于某个人，而是具有公共性。百姓话语则是直接对社会问题或政策的回应，

是个人感受和认识的直截了当表达，多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见图 1)。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lingual and trilingual teaching 
图 1. 三语与三语教学关系图 

3.2. 历史学研究路径的启示 

在历史学中也存在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方法路径，倡导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曾

提出“历史三调”。他认为：事件、经历和神话是人们了解历史的意义、探寻并最终认识历史真相的不

同途径，是人们根据不同的原则塑造历史的不同途径。三种途径在其各自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

性和真实性，虽有明显差异甚或矛盾，但就广泛了解历史的角度而言大有益处[2]。 
另外，易中天先生也提出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三种形象及三种读法。他指出：许多历史事件和

历史人物都有三种面目，三种形象。一是正史上记载的面目，为“历史形象”，是史学家主张的样子。

二是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和戏剧中的面目，为“文学形象”，是文学家艺术家主张的样子。三是老百姓主

张的样子，是一般民众心中的面目，为“民间形象”，比如各种民间传说和民间习俗、民间信仰，也包

括我们每个人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历史也有三种读法。一种是站在古人的立场上看历史，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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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见”；一种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历史，是“时代意见”；还有一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历史，是

“个人意见”。任何人讲历史，都不可能不涉及这三种意见[3]。 
以上来自不同学科的观点，都说明同一件事物可能存在不同侧面，多个特征，不同人有不同认识。

因此，看待问题要全面，从不同主体、不同角度出发，多维思辨，才可能更接近事物或现象的本质。 

4. “三语教学”在城市地理与空间规划教学中的应用 

空间规划编制工作通常遵循“调查–分析–规划–评审–实施”程序，在不同阶段通过听证会、座

谈会、评审会、公示等方式方法，听取政府、专家和城乡居民等各方面意见，从而实现集思广益，便于

协调安排。因此，在讲解基本空间概念、分析规划区特征和规划实施效果评价等阶段，“三语教学”都

可以应用(见图 2)。下面结合不同的教学进程举例说明。 
 

 
Figure 2. Application of trilingual teaching in the prepa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patial planning 
图 2. 三语教学在空间规划编制与实施各阶段的应用示意 

4.1. 诠释基本概念 

4.1.1. 城市 
现以“城市”这个城市地理与空间规划中的核心概念为例，看“三语”是从怎样的角度进行阐释的。 
专业术语表达特点通常是简练、扼要。1999 年的《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对城市定义是：“城市

(城镇) city”是“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和镇”

[4]。吴志强在《城市规划原理(第四版)》中进一步阐释到：“镇和城市是城镇型居民点，统称城镇，居

民主要从事非农业活动。……具体地说：城镇是以从事非农业活动人口为主体的居民点，在产业构成上

不同于村庄，相对于村庄，城镇一般聚居更多的人口；城镇一般是工业、商业、交通和文教的集中地，

是一定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5]。概念界定从居民点开始，突出居民点的非农特征，重在对客

观事实的理性归纳和概括，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 
我国高度重视科学认识城市及其发展规律，城市常见于官方用语。政府从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出发，

强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城市性质涵盖的范围比较全面。如《2015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公报》指出：“城

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

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6]。 
百姓话语也常反映对城市性质的看法。但城市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百姓更多是从个人体验去认识

城市，表达可能不够全面，却往往入木三分。如作家池莉小说中描写：“吉庆街实际上已经不仅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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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吃饭的大排档了。……吉庆街是……一个大家心照不宣表演的生活秀”[7]。“卖唱的和买唱的都无所

谓，都乐意扮演自己的角色，因为但凡动脑筋一想，马上就明白：人人都是在这生活的链条当中，同时

都在卖唱和买唱，只是卖唱和买唱的对象不同而已，老虎怕大象，大象却还怕老鼠呢。表演者与观看者

互动起来，都在演戏，也都不在演戏；谁都真实，谁都不真实”[8]。相比著名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提

出的“剧场”理论[9]，我们看到，通过对城市街头生活的深入观察和生动描述，百姓话语更形象的回答

了哪是一个秀场，是一个怎样的秀场，是谁在秀。秀场即剧场，这与专业术语对城市性质的抽象概括实

是殊途同归，表里互文。 

4.1.2. 乡村 
同样，对“乡村”这一空间规划的核心概念，“三语”也体现了视角的差异和变化。 
我国地理学界和城乡规划学界长期研究乡村，对乡村的定义不断演变，但总体上围绕聚落、农业、

田园等要素特征。金其铭等认为，乡村既可以用来指位于乡间的具体聚落，也可以指一个非城市的广大

区域[10]。王声跃等认为：“科学的乡村概念就是，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由散布的多层次乡村居民点景

观及其周围的田园景观组合而成的非城市化区域”[11]。宁志中等指出：“乡村(Rural)是以农业经济为主，

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稳定，以人口密度低的集镇、村庄为聚落形态的地域总称”[12]。全国科学技术名词

审定委员会 2021 年新公布的《城乡规划学名词》对“乡村(countryside)”的解释是：“具有大面积农业

或林业土地使用或有大量的各种未开垦土地的地区。其中包含着以农业生产为主，人口规模较小、密度

低的人类聚落”[13]。此概念对乡村的土地类型有了进一步界定，更便于指导规划实践。 
在新时代，政府对乡村性质及其发展规律认识更加深入，官方用语中便包含了新内容。2021 年颁布

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乡村，是指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

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14]。这

一最新法律强调了乡村是一个别于城市建成区的多功能地域综合体。不过，该定义认为乡村从类型上包

括了镇。这是一个新的认识。因为如前所述，在以往官方用语和专业术语中，镇常被视为城市型居民点。 
上述专业术语和官方用语都比较简明概括，而百姓话语中，乡村呈现的往往更为细致全面，各类要

素更丰富具体。如作家蒋亚林的散文所描绘：“转头四望，除了远处那撮灰蒙蒙的烟树村落，四面八方

都是一片连一片的天、黄土岗子、杂树林、野草地、或宽或窄或大或小不成规则在蓝天下清澈闪光的河。

过了河有一大片桑树林。到五月，桑树林绿汪汪一片海，树叶间结满桑枣……每年桑树枣熟的季节，村

里一帮破衣烂裳的孩子都喜欢往桑树林里钻，……桑树林过去，就是那漫无边际的大草滩了。远远望去，

草滩上有蚂蚁般微微移动的一小块一小块或灰或白的斑点。大一点的是牛，小一点的是羊。一灰一白，

都在啃草。走近了，可听到咕吱咕吱的声音，那是乡村的音乐”[15]。目光所及，以村落为中心，美好和

谐的田园景观，活灵活现的人和动物，一幅画卷徐徐展开。这段描写，勾勒出一个具象、生动、完整、

典型的乡村环境。 

4.2. 分析城市特征 

准确分析城市特征，是确定城市性质、保护和营造城市特色风貌的重要前提。历次城市总体规划文

本、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年鉴、历史地理书籍、文学作品等，都是可以用于分

析城市性质的资料。但由于视角不同，表达方式存在差异，各有特点。 
用专业术语分析城市特征，紧扣关键，不蔓不枝，理性冷静。试以《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为例，文本第七条点明城市性质：“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

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交通通信枢纽”[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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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用语也非常注重准确性和科学性，客观陈述。如武汉市政府官方网站上对城市特点的介绍：武

汉，简称“汉”，俗称“江城”，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东部、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是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中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是湖北省省会。……

武汉市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常年雨量丰沛、热量充足、雨热同季、光热同季、冬冷夏热、

四季分明等特点。……武汉市土壤种类繁多，共有 8 个土类、17 个亚类、56 个土属、323 个土种。……

武汉市植物区系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向北亚热带落叶阔叶林过渡的地带。据不完全统计，全市的蕨类

和种子植物有 106 科、607 属、1066 种，兼具南方和北方植物区系成分。常绿阔叶林和落叶阔叶林组成

的混交林是全市典型的植被类型。……武汉市江河纵横，河港沟渠交织，湖泊库塘星布，滠水、府河、

倒水、举水、金水、东荆河等河流从市区两侧汇入长江，形成以长江为干流的庞大水网。现有水面总面

积 2117.6 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国土面积 1/4 [17]。这段话除了简明扼要介绍武汉的城市性质，还分别提到

了武汉的气候、土壤、植被、水文等特征，语言平实、冷静。 
但百姓话语则来得非常直接热烈。“天啦，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武汉对于我，是多么合适。这个

从古云梦泽发育起来的城市，江河湖塘，星罗棋布；浩瀚长江与汉水，竟然慷慨地流经中心城区；这两

支源远流长的地球上最可宝贵的淡水资源，如此丰沛地哺育着我。正因为远离海水盐分的侵蚀、远离沙

漠枯燥的吞噬，武汉的土壤才如此肥沃，武汉的植物才如此丰茂。特别是植物的气息，经过我多年的留

心比较，我敢说，相比其他许多城市，武汉的香樟树，樟木香就是格外的浓郁。我还敢说，武汉秋季的

桂花、冬季的腊梅、夏天的荷花与栀子花以及白兰花，就是更香且更艳，洁白的花色自有洁白的一种傲

艳。何况除了植物还有气候，气候四季分明，绝不一味地热或者一味地冷或者一味地干燥。大江大湖的

纯粹淡水，一年四季都蒸发着水分子，这是一部巨大的天然加湿器，对肌肤的无形滋养，怎么夸张都不

过分”[18]。作家池莉完全凭自己的嗅觉、触觉、视觉等个人感受，将武汉独特的气候、土壤、植物、水

文等特征描述出来，毫不掩饰，直抒胸臆，热切地把武汉家乡特点告诉每一个人，简直所有方面比较都

是武汉最好，字里行间可见对武汉的热爱。 
比较上述可见，专业术语和官方用语较客观理性，而百姓话语则主观感性。同是分析城市性质，专

业术语注重把握关键，官方用语讲究准确全面，百姓话语偏好个人感受，“三语”或许从政治、经济、

生活等角度侧重有所不同，却恰能互相补充印证。 

4.3. 评价实施效果 

规划实施效果怎样，事关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定期评价。生态文明时代，自然

资源有无保护、人居环境是否优美，影响到人们对整个空间规划的印象。因此，各地都非常重视。试以

武汉城市总体规划为例。 
先看专业术语如何评价规划文本。2009 年，《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 年)》获得国际城市

与区域规划师学会颁布的“全球杰出贡献奖”，是我国城市总体规划在国际上首次获得的最高奖项。该

规划强化了对武汉山水十字轴线等的生态保护和自然功用。国际城市与区域规划师学会评语是：“武汉

市通过规划一个可持续的空间发展框架，在协调生态保护与发展方面进行了宝贵探索，在实现特大城市

依靠自然循环促进生态保护方面具有全球示范效应。同时，武汉城市总体规划采取了尊重生态的规划技

术方法，构建贯通城市内外城市风道和冷桥，建立高效低耗的城市快速交通网络，形成‘轴向拓展’、

‘轴楔相间’的生态型、集约化发展的城镇空间格局，符合人类聚居形态发展的先进理念”[19]。这段评

价中，显然运用了较多的专业术语，是来自国际规划学界和业界的评价。 
在该规划里，长江是城市的重要生态轴线，是贯通城市内外的风道和绿楔。那么，规划实施的效果

如何呢？请看官方用语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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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汇集官方用语，既有回顾总结，也有任务部署。回顾总结即代表了对规划实施的官方

评价。《2018 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对一年的工作回顾是：“我们高点推进长江空间主轴，依托沿线

自然生态禀赋、城市历史文化积淀，打造历史之城、当代之城、未来之城……发布长江主轴概念规划，

交通轴、经济轴、生态轴、景观轴、文化轴‘五轴一体’规划研究深入展开。左右岸大道示范段和沿江

景观阳台开工建设。……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落实推进共抓长江大保护实施意见，长江汉江岸线资

源环境整治成效明显”[20]。显然，城市规划文本中所提的长江生态轴线的规划正在实施且取得很多进展。

但由于文体篇幅和体例所限，长江岸线生态保护建设的成效就一笔带过，评价点到即止，甚至只能隐含

在长江主轴等抽象概念之中。 
作家的话，也可以化为百姓话语。在文学中，长江岸线资源环境整治成效的方方面面都具体可感，

得到详细展示。作家池莉的新著《从容穿过喧嚣》便描述了她自己走在武汉江滩的独特体验。“在城市

中心徒步，主要是有安全感和省心。渴了饿了，城市商业网点随时补充。累了乏了，随时随地休息。不

慌不忙步行。全心全意步行。一侧有长江相伴，一侧有林带相随。江上有缓缓行进的轮船。江边有闲散

沉静的钓鱼人。你还可以暗暗期盼江面忽然冒出欢快的江豚，它们从前曾经调皮地追逐过你乘坐的渡轮。

你看花草树木千姿百态各有各的美，它们根本不鸟人工修剪，该是怎样的个性还是怎样的个性，全然没

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枝叶。你听各种鸟儿啾啾啼鸣、嬉闹追逐，野猫却在草丛中悄然匍匐潜行，一副猎手

架势，你替猎物担心，也替猎手担心。黄昏了，忽然有一只黄鼠狼蹿过。野兔总是冒冒失失，突如其来，

与你差点撞面，它立刻据地作势，两只细长大耳朵竖起来，一耸一耸，少顷转身飞奔。这些野生动物的

出现就是会让你觉得这个世界与你亲。就这么步行。就这么交流。什么都不用说。大自然总在你耳边浅

唱低吟。太阳把植物的气息晒得愈发浓郁了，真香。你呼吸渐渐加深。你不断吐故纳新。你浑身上下是

如此通透舒坦，没有再美妙的了”[21]。在以往问卷调查中，江滩曾获评最受武汉市民喜爱的公园。而作

家细致的观察，对长江江滩的位置、景观、便利性、生物多样性的最真实写照，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产生同感。这不正代表了百姓话语说出了武汉市民喜爱江滩的理由吗？ 

5. 结语 

人是城市空间的主人，空间规划为了人民。营造良好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是城市地理研究和空间规划的重要目标。以人为本的空间规划需要政府、百姓和规划师的

共同参与，彼此悉心倾听官方用语、百姓话语和专业术语不同的声音。三语教学的意义，就是要求关注

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尤其是百姓需求，从不同视角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三语教学，既是

一种认识方法，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三语之间，有对立也有统一，但综合各方观点，认识和分析就更为

全面。城市和乡村都是非常复杂的生态社会空间系统。社会构成有多复杂，语言表达就有多复杂。也许

每一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空间需求和话语表达。正因如此，为了更好的空间研究与规划，“三语教

学”的内涵及其应用还需继续探索。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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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自然学校共建共享与地理学科教学专业硕士创新人才联合培养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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