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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美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借用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说都市美学研究

的目的是为了把都市建设得更美,相信多数人会同意这个说法的。其实这并非都市美学研究中特有的观念。自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中把“美”是什么的问题放到美学思考的中心并试图通过一系列定义(如他关于美的四个契机)来解决

这个问题后,古典美学就一直围绕着“美”打转转,先验地设定了“美”的实体性,即客观性和统一性;把美学研究的最

终目的理解为发现和实现“美”的理想,似乎这是不言而喻的。都市美学也是如此:研究一种都市之美,其实就隐含了

一个自明的前提———都市的审美形象应当是整体的、统一的或者说是一元性的,这样才可以纳入“美”的标准进行

研究和建设。几年前有些媒体和文人搞了一阵为城市贴形象标签的活动,如“最浪漫的城市”、“最休闲的城市”、

“最伤感的城市”等等,这种贴标签的思路也是基于那种把城市视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想象,可以说是那种一元性都市美

学的娱乐化衍生物。 

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美学观念发生以来,康德式的古典美学遇到了重大的挑战。在理论美学研究中,

把美学研究视为对理想“美”的形态、性质的研究,这样一种研究思路越来越显出了局限性;美学研究早已超

出了对“美”的研究。但在中国的都市美学观念中情况则有所不同。都市美学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牢牢地和

都市之“美”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如同技术美学一样,似乎它的定位应当是为城市规划提供“美”的创意蓝

图。中国当代的都市发展曾几经反复: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60到70年代的萎缩萧条之

后,从80年代开始的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现代化乃至国际化的大都市,成了许多城市的梦想。这种梦想体现

为许许多多夸张的形象工程如巨型体量的建筑、宽阔的马路、草皮绿地和“亮化工程”等等。这些形象工程

的目标就是建设合乎某种想象的都市完美形象,这种想象的合理性依据正是由都市美学提供的。 

以服务于都市建设为目的的都市美学研究观念也许无可非议,但恐怕不是都市美学研究的全部意义所

在。学术研究的首要意义应当是认识,而后才是评价和功用。但关于建设一种“美”的都市的想象却在认识

都市之前已经预先设定了一种完美都市存在的可能和价值,因而使得对都市美学的研究变成了按照既定目的

进行的规划设计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认识活动。这样的研究结果也许很完美、很理想,但也可能遮蔽了都市

美学研究中应当关注的一些重要问题。对都市建设规划的研究和理论学术的研究之间如果没有任何张力,理
论研究的价值就很可疑了。 

某媒体曾经发表过一张照片,画面是在某个大都市的公园里,有几个乞丐模样的人躺在草地 上睡觉。这

张照片给人的直观印象当然就是有碍观瞻不够文明。这也是摄影者和媒体发表这张照片的意图:呼吁政府管

管这些乞丐,清理一下城市环境。除了关注城市市容问题外,更有同情心的人们和社会学家还会进一步探讨如

何救助这些没有住房的人们。无论是关注市容还是关注穷人,这些做法和想法的意图都是为了“让生活更美

好”,当然是正当的。但都市美学研究则不能停留建设一种完美都市的乌托邦式意图上,更重要的是必须提供

深度认识:完美的都市乌托邦想象对于都市文化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乞丐、流浪汉、小偷、娼妓等等亚文化

群落的存在对于都市形象建设而言的确是一种缺憾。但任何人都明白,没有哪个城市能够真正把这些社会边

缘人群完全改造和吸收。因此,除了有限的救助和管理外,人们为了整顿市容、创造一个美好的都市环境,所能

做的就是把这些人群迁移、阻拦到视线之外。如果不能把他们全部驱遣离开,至少让他们不要在高尚社区和

繁华地段骚扰市民,影响观瞻。都市乌托邦的想象就建立在这种鸵鸟式思维的基础上。 

从一名走在繁华街道上的路人来看,身边的乞丐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骚扰。对于他来说,没有乞丐并非不

可能的事。但对于都市文化研究来说,都市里没有边缘人群和亚文化群落其实是不可思议的事。刘易斯·芒福

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把大都市形容为巨型容器,就隐含了这样的意思:都市并非完全合乎某种意图的有机整

体,而是可能因塞入各种东西而变得杂乱无章的容器。越是繁荣发达的大都市,就越是可能包容着不同的甚至

是相互冲突的文化内涵。城市乌托邦的想象其实是一厢情愿地试图抹煞都市的杂多性及其内在的文化矛盾。

建立在这种乌托邦想象基础上的都市美学也很容易成为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失去了认识的意义。 

与芒福德所研究的大都市不同,中国当代的大都市具有更加复杂的文化特征。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程特

点之一是在极短时间内大量农村人口爆发式地涌入大都市,而与此同时大都市仍然以户籍等手段顽强地坚守

着原住居民与移民之间的身份壁垒。在这种特殊的都市社会形态中,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差异、矛盾和冲突

便成为都市文化和都市美学研究必须关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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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评论 

高小康:文化冲突时代的都市美学 



周而复写《上海的早晨》、老舍写《龙须沟》的时候,人们想象中未来的大都市将会是通过社会主义改

造而走向完美的新伊甸园。就事实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改造后的大都市并没有成为伊甸园,倒是因为

经济、政治等原因走向了衰落。但尽管处在衰落中,大都市却因为享有的优惠权利和市民身份管制而维护了

自身的整体优越地位。先是北京、上海,而后又有广州、深圳等城市,构造了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大都市想

象。对生活在中小城市和农村、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们来说,“到大都市去”是一种对幸福的憧憬。

这种大都市形象显然是通过想象而整合成了一种伊甸园图景。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对大都市的想象变成了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具有诱惑力的图像,吸引着无数农村

的、小城镇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寻梦者。然而他们来到大都市,并非仅仅是来朝觐和归顺都市文化的,还有

因为身份差异而造成的认同危机。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最吸引寻梦者的都市当属刚刚发展起来的广州、深

圳。对于外来者而言,这些大都市还只是声色和淘金之地;都市和自己的关系主要以是否能够成功地立足和发

展事业为标准。而90年代中期以后,上海的重新崛起引领了新的都市想象的发展。在王安忆的《长恨歌》中,

把刚刚发展起来的时髦而浮躁的上海与怀旧想象中的旧上海进行对比,从而为上海构造了另一种文化特色与

审美形象。随着张爱玲和怀旧热的兴起,上海的形象定位逐渐清晰,讲究品位和西方时尚的“小资”文化成为

上海文化的标志。李鸥梵在《都市漫游者》一书中还特意教导上海的“小资”们怎样做以使自己显得更有文

化品位:    

(一)你除了名牌衣服之外,还看过名牌教授的书吗?…… 

(二)你一定喜爱看最近出产的美国电影,但可否把新片子折合成旧片或经典片看?…… 

(三)你一定喜欢听西方音乐———如流行歌、新时代(New Age),或电子歌曲。那么,听完十首流行曲(一张

唱片的时间)之后,可否换听一曲古典音乐?…… 

(四)你一定喜欢到欧美各地旅行。每到大都市,是否参观美术馆?…… 

(五)你一定喜欢看时尚或消费杂志。那么,你每看完三本此类刊物后,可否买一份英文的《纽约客》? 
…… 

随着文化品位逐渐成为大都市形象的重要内涵,中国的都市文化和审美形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

而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身份冲突凸现了出来。一个来到上海寻梦的人,他遇到的认同障碍不再仅仅是户籍和方

言,还包括时尚和文化品位:是否能够区分真假LV挎包?是否了解各种名称的鸡尾酒?是否欣赏爵士乐和歌剧?

是否能够在交谈中不露痕迹地插入英文词语?如此等等。 

一个社会中有品位不同的各种文化群落,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当把某个文化圈的趣味标榜为一个都市的

文化标志时,不同文化群落的认同矛盾造成的文化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小资”这个在过去用来贬称知识分

子的名称在90年代末曾经成为品位的标志,而在2000年后又逐渐变成了贬义的讥讽。这种转变表明,一度被认

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观念正在受到不同文化群落的挑战。近年来,在各个城市的地方政府、商业和主

流文化圈都在争相宣传自己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形象时,在网上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城市之间相互攻击谩

骂的现象。这一现象所显示的地域认同心理是一种传统的社会心理现象,来源于过去乡土社会中地域之间的

隔离和疏远。但在今天地域认同表现为激烈的冲突,恰恰不是因为不同地域文化群落之间的疏远和隔离,而是

因为交流的密切,尤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有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的大都市为最。这显示出地域认同冲突与不

同文化群落之间的交往有关。在同一个都市中生活的不同文化群落,相互之间因文化认同的差异而形成的隔

阂乃至冲突,对于人们所想象的整合而统一的都市文化形象构成了潜在的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学研究者

所构造的乌托邦式的都市文化形象,实际上是对都市文化内在矛盾差异的遮蔽,因而也是对都市美学研究视野

的遮蔽。 

都市美学不是要制作美化的都市乌托邦,而是要正视和研究都市文化的内在矛盾和非整合性。这种想法

听上去似乎是在给都市建设理念出难题找别扭。其实这恰恰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通读芒福德·

刘易斯的《城市发展史》就会感受到,他对城市发展的历史、现实与规划的批评中,始终关注着城市发展中的

矛盾和杂多性,而从未把城市的发展前景理想化。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更现实、更人性的文化关怀。芒福德

的观点在当代文化观念中并非罕见。对不同文化群体的宽容是一种时代精神。有一年我在日本开会时,去大

阪城公园散步。在公园里看到不少人就在公园的草地和长椅上睡觉。陪同的日本学生告诉我,因为经济不景

气,有些人找不到工作交不起房租,就在公园里过夜。从她的口气可知,她觉得流浪汉租不起房子就到公园里过

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对边缘人物生活方式的宽容,其实也是对社会存在状况所持的

一种现实态度。城市建设中追求的整合、有序、健康而赏心悦目的美化效果,这是每个生活在都市中的市民

都希望的。但如果这种追求是以排斥、遮蔽某些文化群落的需要为代价,不仅会损害公平和人道等道义原则,
而且这种美学观念最终也会被证明是一种虚假的乌托邦。 

承认文化的多元性乃至杂多性,这是当代美学与古典美学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体现在启蒙时代以来人们

的观念和艺术表现中。比如近年来在中国许多大都市受到热捧的音乐剧《猫》就是一个例子。 

百老汇音乐剧《猫》2003年在上海演出数十场,今年又到中国许多大都市巡演,获得了文化精英们的一片

喝彩。一个真正的“小资”,当然应当如数家珍般地道出《猫》的种种精彩之处——《Memory》的诗意和旋

律,从芭芭拉·史翠珊到莎拉·布来曼、伊莲·佩姬等著名歌手的演绎特色,剧场效果的精彩等等。但极少有人注

意到这个剧的场景所包含的深刻文化隐喻。剧中的猫们的世界其实就是现代都市中普遍存在的亚文化社会的

一个象征。故事的中心场景是一个夜总会外面的垃圾场,舞台美工以精致的手法和独到的眼光发现并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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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的审美效果。在这里活动的猫群中,许多猫的身份是歌女、小偷、强盗、流浪汉等社会下层,他们的生活

方式包括偷窃、打架等等,充满叛逆色彩,总之是属于被视为社会垃圾的边缘人物类型。剧情的视角深入到这

个垃圾场的生活内部,描写了不同猫的性格、身世、经历和命运,描写了猫的哲学和生命追求,直到猫们所追求

的最高境界。而在剧的最后,以猫的方式向处于高高在上地位的“人”发出呼吁,希望得到理解和交流。这个

结局的主旨可以看作是对另类文化的同情理解,也可以被当作一种非主流都市美学来解读。 

《猫》的这种多元文化立场在西方文化发展中有其渊源。这个故事所铺陈的垃圾场社会生活,多多少少

有点像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对乞丐社会的生动描写,甚至可以隐隐约约找到和伯吉斯的《发条桔子》描

写的不良少年世界相似的影子。在这些故事中都可以发现,作者是以一种平等的视野、同情的态度接近和观

察亚文化社会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欧洲自启蒙运动发展起来的人道主义精神使他们的都市美学脱离了

主流文化乌托邦的偏见,开拓了一种更为开阔、宽容和具有交往理性色彩的多元文化视野。这对我们的都市

美学研究应当说是有积极的借鉴价值的。 

在中国当代的都市文化建设中,有一个特殊的非乌托邦美学个案,就是广州。这个城市自80年代开始的大

规模建设中,形成了多种文化杂陈的形态。赞赏者誉之为“平民化都市”,反对者则贬之为杂乱无章。其中又

以“城中村”最为典型地表现出文化的杂多性:这里是本地乡民、外来移民乃至小偷、妓女、“飞车党”等

形形色色人等杂处的地方,而又往往与大学、商业区、高级写字楼毗邻。但随着都市的发展,都市中不同文化

群落之间的杂处关系似乎正在面临挑战。2007年,离广州未来的城市中心珠江新城最近也最富民俗文化特色

的城中村———猎德村被拆除了。这虽然是政府行为,但也表明,我们的都市美学还没有真正达到理解和认识

当代文化的深度。都市美学不去寻求美的理想却要破坏这种理想,这对于熟悉古典美学观念的人们来说很难

理解。但这的确是都市美学面对文化冲突时代的现实所需要做出的抉择。对于美学、文化和历史研究者来

说,都市不是一种恒定的实体对象,而是一定时空文化的汇聚和结晶点。都市美学需要关注的不仅是都市的实

体之美,更重要的是都市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和杂多而旺盛的活力。总之一句话,都市美学研究的应当是活

的都市文化而不是死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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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前:音乐审美四题 (6月17日) 
 于淳: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现代化与多元化 (6月17日) 
 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上）... (6月17日) 
 于润洋:关于音乐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思考（下）... (6月17日) 
 刘法民著《魅惑之源：艺术吸引力分析》一书... (6月17日) 
 冷昊:浅论当代中国审美观的形成 (6月13日) 
 余祖信:中华品美史概观（中） (6月8日) 
 张再林:释“文” (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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