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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技术理性角度剖析了当代城市景观设计出现的“炫技”、无趣和过度设计等问题，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解决策

略。 

关键字：技术理性；城市景观；人文精神；日常生活 

  在现时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历史

命运。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城市景观在短时间内出现质与量的巨大变化，当下中国的各类新城市中心景观就“恰如

其分”地彰显出当代技术的“大手笔”。在郑州的郑东新区规划中，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了一个面积6．

08km2的龙湖，周边环绕着众多高层建筑共同演绎了“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的人造奇迹，被誉为“中原第一

高楼”的280m高郑州会展宾馆业已动工，被寄希望成为中原的新“名片”[1]；在中部小城宜阳县，占地29．

33hm2的新行政中心在一场狂飙式的“造城”与“造景”运动中也初具规模，实现了整体大挪移[2]。 

  人类城市景观的变迁史也反映出了人类技术的发展历程。刘易斯·芒福德认为，若没有新石器时代各种灌溉

沟渠、运河、水仓、壕堑、渡槽、供水排水管道等作为容器的“一整套发明创造领先，古代城市便根本无从形成

其最终形式……”[3]。技术是那些“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以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

识在内的操作体系”[4]，但技术天生具有的目的性、后果的难以预见性使得它在人类的世界中并非中立与中性，

社会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研究都表明技术本身是富含价值的，有其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丰富意含，它化身为

技术理性，像章鱼一般将触角伸向社会与人的心灵，成为引导当代城市景观走向的重要原因。  

  理性，在古希腊哲学中由两个概念“逻各斯” (Logos)和“努斯” (Nous)共同指称。Logos是赫拉克利特提

出的哲学概念，含有“尺度”、 “普遍规律” 之意，主要是指一种“客观必然性”，Nous是阿拉克萨戈拉提出

的哲学概念，含有“精神”、“动因”之意，主要指一种神秘的决定力量。但自近代哲学“笛卡尔转向”之后，

理性不断被主观化，在康德那里，理性被分裂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最终完全变成了主观理性。按霍克海默的

界定，主观理性是指以工具的、主观的意识来理解的理性，它关心的是手段的“适用性”，很少关心目的本身

“是否合理”，由于科学技术最能满足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当主观理性与技术结缘，就形成了主观理性最集中的

表现——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张扬与深化同工业文化的蓬勃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工业革命将培根拷问自然、

催逼自然的理念进行了彻底的实践，创造了以往人类历史无法比拟的技术成就，也使追求效率和实用、利益最大

化的技术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扩展到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

维方式和文化样式，也使现代社会成为以高科技为依托，以效率逻辑为准则，以工具有效性为尺度，以物化指标

来衡量的标准化的技术文化社会。  

  超越技术本身的技术理性如同术士自己呼唤出来却无法驾驭的魔力，成为“围绕着目的的—合理的行为即技

术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基本文化价值[5]，它带来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高速发展及与之相伴随的城市景观的巨变，

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使人类忽视了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本真关怀。  

  1 “炫技”的景观设计  

  弗洛姆认为，技术理性在现时代正如一个新的幽灵在我们中间徘徊，然而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清醒地意

识到它的存在。这个新的幽灵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

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6]。这个社会正如芒福德所言成为一个巨机器，它是一个整体组织和同质化的社会系

统，由命令、权力、预见以及所有控制的持续增加所促成的组织类型产生出了超级能量。在弗洛姆看来，这个过

程中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在起作用。  

  第一个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它由对最大量的追求以及最小的时间与金钱代价为保证。1990年代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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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地方政府习惯将经济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职能，并以此为目标构建起全社会的巨机器，城市景观作为最

易呈现的建设成果成为经济与地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踏脚石”。“小城市修建的马路超过lOOm宽；人口不足5万

的城镇，修建的广场却可以站6万人；越来越多过大、过豪华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会展中心在一些城市拔地而

起……这些盲目建设正在中国约1／5的城市泛滥”[7]，城市景观成为邀约投资的诱饵，抬升地价的先遣，提升政

绩的捷径。不可否认的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确实解决了景观“饥渴”的问题，但效

率原则以及资金的捉襟见肘又使得这些景观营建往往是重量不重质。但当看到“'形象工程'变'撂荒广场”'这样

的新闻标题时[8]，弗洛姆所寓言的人的“被动性”及“异化的官僚主义”还是那么栩栩如生。  

  第二个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这一原则意味着否认人文主义传统所发展起来的一切价值。人

文主义传统认为事情只有在人出于他的成长、快乐与理性需要做它的时候，是在真善美的时候才去做。中国城市

的水幕电影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国际上仅在法国、日本等几个大城市拥有，是典型的“高技”景观，需要采用

功率为7000W的特殊播放机播放，并使用70mm宽的专用水幕电影带。由于放映成本高，大部分城市一年仅放映几

次，但还是引得许多城市在“设备最先进”、“水幕最宽”、“水柱最高”等技术指标上竞相比拼，这与饱受诟

病的建筑“比高”同出一辙。当一处新建景观被尊称为城市的“名片”时，其建设与存在的初衷就已背离了

“人”的需要，变成了某种炫耀。  

  2 无趣的景观设计  

  景观趣味是指景观场景中使人愉快、使人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它的产生与景观的艺术指向有着直

接的关系。诺曼·纽顿指出，“景观建筑学，一个仅仅诞生一个世纪的专业，却是一门和人类生存历史一样悠久

的艺术”[9]，奥林也曾经说过，“景观建筑学是一门艺术，它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含义”

[11]，这都清晰的阐明城市景观具有与艺术品相似的独创性与直指人的灵魂、引发共鸣的特征。但竞相攀比的同

质城市“伪趣味景观”暗示出了这个时代技术理性的又一大“杰出贡献”及其对景观趣味的威胁。  

  借着复制技术的强大力量，技术理性侵入文化领域催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和复制技术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

—“文化工业”。加之受商业价值的支配，文化的产生就变成了文化的生产，其目的是获得利润，文化艺术的创

造也被纳入按照固定框架生产的过程。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发表文章，认为复制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运用必

将带来两种后果，其一是艺术的“韵味”在大众艺术的“震惊”中消散了，其“膜拜价值”已经让位于“展示价

值”；二是这种大众艺术有利于艺术的民主化和大众的解放。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则反驳道：庞大的文化工业

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产品的批量化和标准化，这种艺术已经失去了批判社会的功能、拒绝商品化的能力和独一无二

的本真性。这两种观点反映出“文化丁业”的“功”与“过”。在当下中国城市，似乎警惕文化工业的威胁远比

赞颂它的优点更加迫在眉睫。今天在A市见到的大型铝合金雕塑，明天就可能在B市出现，后天也许就明码标价成

为四处贩卖的商品。在连贯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下，景观创作变成了从成熟的场景中汲取营养，使之程式化甚至

变为俗套。  

  当人们鼓吹文化事业的“产业化”时往往会使本属于公共资源的城市环境却在某些场景中变成了赢利的工

具。商业信息假借“景观”之名附着在各类户外家具、灯具、小品、候车亭等景观元素上，主宰了整体景观气氛

的营造。它们常营造出颠覆日常的场景，通过对日常生活环境的解构和再造生产出异国情调、卡通天地、历史追

溯、科幻世界等景观意向，这些不直接取材于地域文化和生活背景的“趣味”为人们带来了新奇感，实际上却是

受到了利益的驱使，营造出伪个性化的氛围。  

  “伪趣味”的欺骗性还使大众丧失了对现实景观的批判能力，马尔库赛预言：在工业社会里，单向度的人丧

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这一第二向度，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正世界”相对照，同时丧失

了理性、自由、美和快乐生活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乐于接受愈来愈绚丽的景观氛围。  

  3 设计过度  

  技术精神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浮士德精神，在它勇往直前的行进过程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也被极大地改变了。

现代技术限定自然，挑战自然，导致了各种各样新事物的非自然状态的展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城市景

观过度设计的哲学根源——过度设计不正是粗暴地对待自然与事物的自然状态么?有学者将出现于居住区中的过度

设计现象总结如下：①赋予景观过多的功能，尤其是符合开发商追求排场的视觉功能；②过度强调景观主题的设

计和营建，造成造境元素混杂，也是对场所精神、地域精神的忽视；③水体的过度使用；④过度强调平面构图的

设计忽视立体空间的塑造，过分追求观赏性忽视功能要求，过度运用硬质景观忽视植物在造景中的功能；⑤过度

追求植物材料的珍稀与奇特，忽视本土植物的运用[11]。在众多境外公司的示范及投资商的高标准要求下，景观



越做越精致，越做越豪华，可谓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说过：“水静尤明，而况精神”，显

示出在除却商业景观之外的其他城市环境之中“静”的价值，从这个方面看，过度设计所导致的扭曲的自然、堆

砌的造景元素、奢华的用材、繁多的主题本质上更是对人的自然、放松的精神状态的威胁。而适度的景观设计或

许就应当是“创造一个在其中人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接受性的官能，与人的自由意识共同服务于人与自然和

解的环境”[12]。  

  4 找寻人文精神——城市景观设计的价值呼唤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这种拯救力量源自技术自身的发展创新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如信息

技术、生态技术在城市景观实践中的合理运用；其次来源于人文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两点正是城市

景观实践中缺失的方面。  

  人文主义，原指文艺复兴时期借助于古典知识——主要是希腊哲学与艺术来反驳经院哲学与神学，提倡人的

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的思潮，是一种与以神为本位的神本主义相对立的、反对野蛮的、愚昧与迷信的世界观。现

在，人文主义已经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作用与地位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景观作为“人类留下了文明足迹的地

区”[13]，其所具有的人文属性及意义毋庸置疑。J．O．西蒙兹认为： “我们可以说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和丁

作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同所生活的地球和谐相处”[14]，这指明了

景观关注生活与自然及它们之间和谐关系的人文主义价值指向。  

  在历史上，人文主义一直与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194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技术提出了激

烈的批评，并在1960-19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正是对人文主义的

宣扬和赞颂。在韦伯看来，它带来了世界魔咒的解除，但现在，随着魔咒解除呈现为一个因果机制后，生命的意

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也失去了终极的依据，这正是技术理性饱受诟病以及为城市景观造成困扰的本

质原因。  

  5 策略：回归生活世界的城市景观设计  

  “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它代替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

人类的目标。……随着这些活动的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它们距离合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

[15]，刘易斯·芒福德同样描述了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挑战，并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

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作为文化的容器， “城市，通过它自身复杂和

持久的结构，……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

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

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16]。这些都指明了技术的两

面及驾驭它们的信心，更指明了城市作为生活舞台的本质。那么，城市景观不仅是日常生活发生的场景还进行着

日常生活的建构，如果说技术理性将人文精神从生活世界剥离，使演出与场景脱节上演了一出滑稽剧，那么重归

生活世界或可以成为去除技术理性不当影响的途径?  

  5．1 公共艺术介入  

  在历史上，西方的景观园艺(1andscape gardening)本就享受着与绘画、雕塑、诗歌几近相同的艺术地位，共

同完成着对自然与生活的思考。然而，随着在现代社会中景观实践尺度的增大以及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人们越

来越依赖于将景观分解为各种元素，进而用数学计算、各种模型和系统方程对景观进行定量的分析、设计与评

价，这也正是技术的滥觞所致。同样在中国，学科设置的明确区分使得对城市景观进行塑造的往往是城市规划

师、建筑师及新近出现的景观建筑师，这种局限与分野造成了艺术在城市景观中的明显缺失。  

  公共艺术的前提与灵魂是“公共性”，这就注定了城市景观引入公共艺术的天然优势及它在宣扬人文精神中

的积极作用。对公共性的强调意味着公共艺术反映社会公众的诉求，吸引公众积极、直接地参与同城市景观的互

动，进而实现其批判的文化与社会功能。在一个开放的、崇尚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艺术的独创性与公共性结缘在

拒斥技术理性的片面与偏颇的同时可以为城市景观带来多样化的特征。麦克哈格认为创造就是把物质提高到更高

级的有序水平，它是和“复杂性、多样化、稳定性、大量的物种、共生、低熵联系起来的”[17]，而参差多态恰

是生活的本源。其次，就景观艺术自身而言，它可以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述和再现社会生活的主题和意趣，以浪

漫主义方式写意生活表达社会理想，以抽象、诙谐的语言去拓展空间的想象力，而这一切皆可能为城市景观增添

“佐料”，通过各种趣味唤醒景观的活力。另外，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同时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



享有、 “共同协作”和民主参与的语意。美国于1982年通过“百分比艺术法令”，规定市政府各项公共工程计划

案必须有相当于百分之一经费预算的费用作。为艺术设计的资金。在工程选定负责的建筑及景观事务所后，公共

艺术计划将提供相关信息，以便使建筑师在初步规划阶段即将公共艺术设置计划纳入整体考虑，而计划已于此时

展开“艺术家遴选流程”通过评审委员会选择艺术家并进行专项的委托创作。这是典型的由公共资金资助、公众

决定、公众受益的公共艺术计划，其存在与执行流程已经从源头将“技术理性”拒之门外，或可以成为借鉴。  

  5．2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  

  技术理性借助各种外衣掩盖了其赤裸裸的目的性，造成了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裂，芒福德据此提出了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他从人类学的角度将历史上的技术分为两类：单一技术和多元技术。单一技术或权力

主义的技术是基于科学智力和大量生产，目的主要在于经济扩张、物质丰盈和军事优势。相反，多元技术或生物

技术是技术制造活动的原始形式。 从起源上看，技术是与人性整个的联系在一起的，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是

一种与生活的多种需要和愿望一致的技术，而且它以一种民主方式为了实现人的多种多样的潜能而起作用。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正是提倡高度注意有机体的、生物学的和美学的需要及欲求的技术，它支持一种以

生活需要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发展和一种尊重而不是否定官能需要的技术发展。换言之，人类潜能的表达与

满足有多种方式，而不是局限于一种控制自然力和通过扩大这种控制来改变人性的方式。这对城市景观同样适

用。人类的官能需要同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同出一辙。美国风景园林协会就曾发起“为了健康的设计''这一议题，

试图通过建筑及景观设计师的共同努力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场所、促进积极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健康和身体活动水

平[18]。目标是通过诸如测算公共设施的选址与步行的关系、改善步行通道的质量、提高交叉口的步行安全、增

加行道树等技术措施实现的，但从生活世界寻找设计的终极价值无疑使技术最终指向了本质的生活。同样，“以

健康促进学校计划”[19]的研究也将景观设计的目标确定为营造“舒服的、开阔的，绿色的、亲和的物质环境，

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心旷神怡，在其中是可以自由吐纳与放松的”，以便可以对孩童的身体健康形成积极的影

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人是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无论他有多么高超的技术。这个地面就是

日常生活，毕竟大部分景观营造不是也不能够使人们“狂喜”或“悲痛”，而仅是构成最正常却不失智慧与趣味

的生活。  

  6 结语  

  “如果把生活比做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

形式”，而这些高级意识形态的产生终究还是要回归到日常生活，是“为了更丰富、更深入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具

体问题”。公共艺术与  

  “走向生活的技术”作为实践策略探讨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拯救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外力，更应源于

自身，因为技术理性的终极恶果正是导致人的异化。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告诉人们，技术理性是伴随着现代性

过程同时进行的，时而“帮携”，时而“阻隔”，不离不弃，亦同如影随形般的城市景观，对技术理性不当影响

视而不见与对失范的城市景观熟视无睹同样是令人担忧的。传媒的不当宣传、政府的错误引导、设计师文化责任

与意识的不足、公共参与及景观批判的缺失都会使刚刚欣喜于获得“景观''的人们忘却了美好景观的真面目，那

绝不是''气派''所能够指称的。或许，拷问慵懒的思维状态才是理论探索的真正目标，因为，城市景观其实本可

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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