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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文化实践的首要任务是改变现有的单向链条状宏观结构，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联系，形成城乡文

化一体化格局，并将其作为最基础的文化交流平台参与全球化文化互动。 

关键字：全球化；中国城市空间；空间文化 

Chinese Urban Spatial Culture and Its Practice in the Globalized Language Context

Zhao Wei 

[Abstract] The chief task in modern urban spatial cultural practice in China is to change the existing unilateral 

chain-type macrostructure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city and country,forming a unified cultural 

pattern for the city and country which will serve as the most basic support for the global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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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语境的文化维度诠释  

  全球化语境下的城市空间文化更深刻地表现了城市文化的内涵。当代城市在全球化进程的推动下，各系统要

素高度自由流动和紧密作用，城市空间文化生态系统的创造性、内部空间文化生态网络联结的微妙与复杂程度已

远非历史的城市所能比拟。城市的天性使得城市生态系统对城市社会生态位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再分配，随着创造

过程边际效益的降低，城市内部集聚、竞争与协同的各种要素自然向外寻求扩张。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为

城市空间文化生态系统的繁衍推波助澜。目前世界上几大跨地区、跨国界城市带的存在与发展即是重要的标志。  

2、当代中国城市空间文化的历史与时代背景  

2.1 历史背景：中国传统城市空间文化特征及其景观  

  区别于西方商业文化背景下的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更多的源于政治布点，军事防御或自然经济发展的需

要。城市的要素构成基本对应于这些需要，简单而自成体系。历史城市空间的中观层面上，各种空间要素的布局

通常依据自然风水定位，模拟“天人合一”的宇宙结构模式，围绕宫城、府衙等政治中心按一定的等级秩序展

开，并以厚重的城墙层层环绕，形成独特的城市风貌。  

2.2时代背景：全球化影响下的世界城市空间文化动态  

  概括全球化影响下的世界城市空间文化动态，可以总结为：城市社会文化联结性的空前复杂化导致了城市空

间景观的高度复合。全球化的潮流推动了世界城市社会文化网络联结的复杂化进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首先，

全球化进程引发的城市社会分化导致城市社会的异质性增加。其次，全球化也在努力实现城市空间文化的同质

化。  

  世界城市社会文化的同质化与异质化就是这样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又交织在一起共同增加城市文化联

结的复杂性。从现代建筑革命到其国际化潮流，直至世界城市空间文化的后现代、解构主义特征，以及近来的新

城市主义倾向，这一历史充分展现了全球化世界城市空间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及空间文化异质与同质变化的复杂

过程。当代高度复合的城市空间景观也反映了这一复杂进程，类似中国南京秦淮河边的传统城市空间与全球化空

间文化物种—五星级酒店并置的空间景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普遍存在的。  

3、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城市空间文化变迁及其空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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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城市文化宏观结构的变迁及其空间景观  

  回顾中国传统文化的网状空间结构，它是一个柔性体系。在与外围文化发生冲突的时候，顶多是网络的边缘

或某一节点的消解，整个庞大的体系仍然按惯性扩展，自我修复，直至形成中国文化大同的局面。位于网络节点

的城市文化与其腹地的乡村文化是双向互动的交流关系，这一链状结构的节点，依次为中国各个等级的城镇。上

海、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处于链条的顶端，中国诸多的小城镇则普遍位于链条的末端，整个链条与乡村完全脱

离。全球化的强势性决定了全球化文化强烈的主导性，这个链条因之有了明确的方向性，即文化要素从结构顶端

至末端的单向流动。  

  单向的链条状区域空间结构显然是一种不利于中国城市文化的长远发展的区域空间结构。乡村传统文化的萎

缩，直接导致小城镇传统文化的萎缩，自下而上的文化流被阻断。纽约、伦敦、巴黎的城市文化经过中国所谓的

国际大都市的吸取后，他们的实践经验渐次传及下级城镇，或是由东部传至西部城镇。中国城市的文化实践过程

在这样的潮流中要么被同化，要么被边缘化。空间景观的总体格局表现为，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体现出被同化的特

征，西部城镇的边缘化特征则较为明显。  

3.2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城市文化中、微观层面的变迁及其空间景观  

  具体到城市个体的中观层面，当代城市规划普遍以现代经济理论和原则为核心思想，与传统城市的建设理念

彻底决裂。新城建设或新区开发大多直接效仿西方现代城市进行建设，深圳、浦东的建设模式具有代表性。与之

相应，历史城市高速、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亦表明他们与传统文化割裂的坚定决心。在这一发展阶段，全球化时代

的城市要素组织与残存的传统城市肌理并置的强烈反差，体现出中国城市文化转型期的景观特征。  

  全球化文化影响下的中国当代建筑创作，表现出的是混乱的景象。北京长安街的建筑符号特征高度概括了当

代中国建筑文化创作的现状。透过像国家大剧院这样反映全球化文化与中国文化直接冲突的标志性作品，可以对

中国建筑文化所处的尴尬局面一目了然。  

4、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城市空间文化实践方向及其宏观结构体系建构  

4.1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城市空间文化的实践方向  

  可以肯定地说模仿西方现代城市的发展模式对中国来说是不长远的。《关于城市未来的柏林宣言》指出：世

界不再仅仅是国家的组合，更是城市相互联系构成的体系。这揭示了全球城市网络化发展的趋势。令人遗憾的

是，在全球城市体系构成的生态系统中，西方城市已经俨然处于能量金字塔结构的顶端。如果按照目前的城市化

发展态势进程，本世纪的上半叶城市人口就将增加一倍以上。在世界城市化的浪潮中，近邻印度以及发展中国家

另外那20亿人口将面临同样的发展趋势。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水资源以及能源危机显然不可能支撑这种城市模

式的持续发展。在全球资源稀缺的现实状况中，发展中国家借用这种模式进行经济起飞尚可，若按此模式谋求进

一步发展，与西方城市争夺金字塔结构的顶端位置，将引发的冲突及其后果就难以预料了。  

  以上分析或许也暗示了中国城市文化应当走生态的、地域的、技术创新或其它某条具体的全新道路，阐明了

当代中国城市文化的实践方向决不能在全球化城市文化的影响下亦步亦趋，首要的任务是致力于将现有的单向链

条状宏观结构作根本性的改变。  

4.2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城市空间文化实践的宏观结构体系建构  

  欲建构良性的宏观结构以适应中国城市空间文化实践方向的要求，必须首先加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联

系，缩小城乡文化差异，逐步恢复历史上中国城乡文化的一体化格局。这一格局的建立可以最有效地提升中国城

乡文化的整体水平，并将其作为最基础的文化交流平台参与全球化文化互动。小城镇界于城市与乡村的边缘，是

促成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交流与转化的关键枢纽，也将是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进程发展的生力军。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实质上源于城乡磁体的概念，描述了城市与乡村的相互引力。事实上，我们理解的城

乡磁体应当指的是广义上的城乡磁体，涵盖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含义。霍华德在他给出的三块磁体中，人们往往

会选择它的田园城市磁体。这不单是喜爱田园城市字面上的生态意义，而是在田园城市中所能兼顾享受到的旧有

城市和乡村的美好生活方式，即复合的城乡文化体验。  



  既然城乡文化磁体中乡村的一极已经开始表现出它自然的引力，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居民对异于自己现状

的一种“回归式”的文化追求与消费已经开始。那么，中国的城市文化实践，若在现代大中城市周边培育起一批

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城镇，依靠文化磁体的功效可望兴起城镇的文化产业。  

  欲建构良性的城市空间文化宏观结构，在重视城乡文化磁体，恢复历史小城镇文化复兴的同时，还不能忽略

大城市这一块分量颇重的文化磁体。许多大都市本来就是中国传统城市文化的集中代表，譬如北京。在过去的20

余年中，中国的大都市以其前所未有的气概走向世界，参与全球化进程。这些大都市在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中，自

然生态环境的问题一度十分突出，并得到重视和缓解。  

  按上述思考，若这样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磁体建立起来，中国的区域都市文化圈建设则已显现雏形。可

以想象，最终形成且通过现代的交通和通讯方式所展现的中国城市文化宏观结构，将是一个立体的，开放的网络

结构。位于这一结构底部的将是为数众多的小城镇，是中国文化的底蕴和坚实的交流平台所在，而其上部的区域

都市文化圈支撑着最顶端的区域国际化大都市。这一结构兼有传统平面网状结构的柔性和文化双向流动性的优势

特征，同时亦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现代城市体系垂直分工协作的经济构成方式。  

  文章在此认为，中国城市空间文化以如此的宏观结构体系为母体参与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与实践，也许不再会

困于被同化或被边缘化的两难选择；中国城市的空间文化更能以其传统的地域特色为本，真正走向世界文化和不

同的多元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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