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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用“批判”的思想促进中国城市发展 

作者：李先军   发表：景观中国 评论(1) 打印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的更美好而聚留于城

市”。因此，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城市文化”已经成为今天全球学者不得不探讨的话题，因为在这个过程

中，出现了很多值得人们骄傲的城市，无论是英国学者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还是美国建筑师赖特先生提

出的“广亩城市”理论，亦或是法国建筑师柯布西耶主张的“把乡村搬进城市”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城市

的发展。当然，也有更多的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问题。  

  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而我们的传统城市布局也曾经在世界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经过近现代城市

理论的洗礼，我们却渐渐迷失了方向。  

  就像前几日舒乙先生在一次讲座中评价老北京城时所说：“北京曾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因为截止上

世纪50年代，北京城在800年的时间里逐步发展壮大，但却是一个布局合理、非常适宜人居的城市，因为当时从空

中看北京城，到处是一片绿意，根本看不到四合院住宅的影迹，“房在绿中，相映成趣”，非常和谐，但今天的

北京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已经'面目全非'”！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太“不在乎”自己，而渐渐失去了特

色。 

  究其深层原因，笔者认为有三：  

  一、对自然环境的不“友好”  

  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但谁又能说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呢？我们也应该清醒

的看到 “人定胜天”的理念可能对今天的我们影响更深远。在很多时候，大自然就像我们的“敌人”，而人类则

时时想着要征服它们。  

  古代的“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虽然在今天的教科书上一直在强调人类永不服输或永不气馁的精神，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就是一种要征服自然的野心在“怂恿”人类去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今天，我们仍然在重复着这样的举动——大肆的破坏自然环境、无所顾忌的毁坏着前人留给我们的文明，以

至于很多城市正在失去自己的风格。我们“剥夺”了乡土植物的生存权利，而让那几种没有内涵、没有根基的黄

杨和女贞“横扫”城市的大街小巷，而之所以这么做的理由是为了城市的整洁，为了城市尽快的现代化，孰不知

这是一种“反其道而行”的做法。  

  著名哲学家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里写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

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

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同样，爱因斯坦也告诫人类：“人所具

备的智力仅能够使自己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自己的智力是何等的欠缺。如果这种谦卑精神能为世人所共

有，那么人类活动的世界将会更加具有吸引力”。  

  二、对华夏文化的不“自信”  

  大家都在说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故尔我们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但什么又是“博大精深”呢？这同

样是一个宽泛而又令人无法感受的模糊词汇。  

  中国的宗教、医学、儒家思想都曾在世界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四大发明”更是让我们自豪。但经过

近现代的历史，却使得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感和认同感产生了怀疑。  

  中国之所以被尊称为“世界四大园林之母”，关键是我们丰富的植被资源首先被一位英国的植物学家所发现

而传向世界；同样，中国的古典园林巨著“园冶”也是首先被日本人发现其珍贵的价值，而最终传到世界的很多

国家，并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在华夏文化的史册上也留下了像“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辉煌时刻，也出现了国

力鼎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经济盛况。但我们在思想上却出现了骄傲自大的情绪，正如西洋使者首次将西方现代科

技如洋枪、洋炮和“西洋玩意”带到中国时，中国人却对这些高科技不屑一顾的扔到仓库中，以至后来西洋人攻

陷中国城池后，对在仓库里面发现他们的“科技”感到不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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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尔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同样适合于今天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城市的专家学者及决策者。  

  改革开放后，我们急于想摆脱旧有残破的城市面貌，于是我们向西方“取经”，可是，我们求取的是他们表

面的、失败的城市做法。大广场、大草坪及千城一面的“国际化”使得我们的市民逐渐分不清“回家的路”，因

为城市正在使他们失去一种安全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为什么？因为我们认同的是西方现代的帝国景观，如罗马王

朝恺撒大帝时期的帝国景观，却对自己“康乾盛世”的认同感却在逐渐消逝，这对于一个民族是非常可悲，也是

非常危险的。  

  改革开放大门的打开，使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于是我们去极力研究西方，而对自己的文化却越来

越少顾及，有时反不如外国学者对中国某些文化研究的透彻、深刻，虽然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国际化、现代化，殊

不知这是一种虚假的、没有地方文化的“现代化” 、“国际化”，我们也许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功利”的价值取向  

  在中国今天的城市化中，城市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每个领导都想在自己的任期内，

使得城市面貌越来越现代化，更何况评价一个政府官员是否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看其为城市做了怎样的改观，

尤其是表面视觉上的变化。于是，城市决策者极力去做“表面文章”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今天，评价一个人的政绩，不应只看其为城市做可什么，还要去看其为城市“保留”了什么，使得市民的

幸福指数是否有所提高？这才是最重要的！正如有专家分析前段时间为什么那么多城市遭受洪水“淹没”的原因

时指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基础设施尤其是地下管道基础设施陈旧、老化而跟不上城市发展需要造成的，每

年都有城市遭受这样的危害，但城市主观部门却很少思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为什么？因为拨到“地下的投

资”是无法改变城市的表象的，这样也就很难说自己做出什么卓越的成就，于是也就很少有决策者“舍得”往地

下投资了。  

  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改变政绩考核标准、改变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著名建筑大师沙里宁先生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报复”。那么我们能从我们的“城

市之书海”中看到什么呢？  

  记得20年前，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主席帕白森先生对我国的城市规划建筑界讲过这么一段话：“在全世界

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我们的城镇正趋向同一种模样，这是很遗憾的。我希望你们研究中国的文化、城市真正原有

的特色，并保护、改善和提高它们。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统太珍贵了！不能允许它们被西方来的这些虚假的、肤

浅的、标准化概念的洪水所淹没。我确信，你们遭到了这种威胁，你们要用全部的智慧、决心和洞察力去抵抗

它”，听完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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