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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下，中国大地上的“城市美化”，更确切地说是“城市化妆”运动，风起云涌。城市“广场”之风，“景观大道”之

风，“景观大道”之风，席卷大江南北。这种城市“化妆”所带来的问题，已使有识之士为之忧心忡忡。考察一下国际城市设计和建

设史，就会发现，西方国家早在100年前就已经历过同样的城市化过程和同样的“城市美化”运动，而留下了沉痛的教训。特别是上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尽管被后来不明者所不断效仿，却早已成为美国城市规划和设计史上的一块伤痂，不时被

西方学者揭开，以告诫世人，从中吸取教训。当今中国的城市"美化"却在重蹈覆辙。本文系统地分析了国际城市美化的历史渊源、产

生的历史背景及原因，其在各个时期及不同国家和的表现以及问题和教训，由此揭示中国当今"城市美化"运动的本质及问题，以唤起

国人的注意。 

(附李嘉乐 案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许多人不能从别人或前人的失败中学得教训。一定要等到自己失败才明白，这是悲哀之

所在。 

主要问题在于：“城市美化”是城市绿化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早已被更科学的城市绿化理论所代替。“城市美化”可能曾产生一些积

极作用，但有很多教训，同时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在不断发展，我们不能学别人100年前的做法，何况其中有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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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to Lear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A)

YU Kongiian JI Qingping

Abstract: It is a tragedy that people do not learn from history. The "city beautiful", or more correctly, "city 

cosmetic" campaign now seen all over China, is an old version of civic design and development movement that the 

western world, especially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more than 100 years ago. Unfortunately, the expensive 

lessons from the western world are not well appreciated here in this country. The "civic center" fever and "grand 

avenue fever" are now causing and may cause a lot problems in Chinese cities. This paper calls for a correct steer 

of the "city beautiful movement" in China so that less tragedies may happen in Chines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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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关于“城市美化” 

  “城市美化运动” （City Beautiful Movement）的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欧洲16－19世纪的巴洛克城市设

计，经典的例子包括拿破伦三世的巴黎重建和维也那的环城景观带。而城市美化运动作为一种城市规划和设计思

潮，则发源于美国。始于1893年美国芝加哥的世博会。而“城市美化”（City Beautiful）作为一个专用词，出

现于1903年，其发明家是专栏作家Mulford Robinson[1]。作为一名非专业人士（以后半路出家，学习景观设计和

城市规划），他乘借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的城市形象冲击，呼吁城市的美化与形象改进，并倡导以此来解

决当时美国城市的物质与社会脏乱差的问题。后来，人们便将在他倡导下的所有城市改造活动称为“城市美化运

动”。  

  “城市美化运动”强调规则、几何、古典和唯美主义，而尤其强调把这种城市的规整化和形象设计作为改善

城市物质环境和提高社会秩序及道德水平的主要途径。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中，城市美化运动不同程地影响了几

乎所有美国和加拿大的主要城市。但它在美国实际上却只风行了十六年的时间（从1893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到1909

年的美国第一届全国城市规划会议）。尽管如此，这一阶段在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2,3,4,5]。其影响至今尤存。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它促进了城市设计专业和学科的发展，开始改善了城市形象，

也促进了景观和城市规划设计师队伍的形成。  

  从倡导者的愿望来说，城市美化应包括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内容[2]：  

  第一是"城市艺术"（Civic art）：即通过增加公共艺术品，包括建筑、灯光、壁画、街道的装饰来美化城

市。  

  第二是"城市设计"（ Civic Design）：即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为社会公共目标，而不是个体的利益进行统

一的设计。城市设计强调纪念性和整体形象及商业和社会功能。因此，特别强调户外公共空间的设计，把空间当

作建筑实体来塑造。并试图通过户外空间的设计来烘托建筑及整体城市形象的堂皇和雄伟。  

  第三是城市改革 (Civic Reform): 社会改革与政治改革相结合。城市的腐败极大地动摇了人们对城市的信

赖。同样令人担忧的严重问题是城市的贫民窟。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使贫民窟无论从人口还是从面积上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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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扩大，工人拥挤在缺乏基本健康设施的区域，它们是各种犯罪、疾病和劳工动乱的发源地，这些都使城市变得

不适宜居住。因此包括对城市腐败的制止，解决城市贫民的就业和住房以维护社会的安定。  

  第四是"城市修茸"（Civic Improvement）：强调通过清洁、粉饰、修补来创造城市之美。尽管往往被人们所

忽略，它却是城市美化运动对城市改进最有贡献的方面。包括步行道的修缮、铺地的改进、广场的修建等等，都

极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  

  从理论上讲，以上四个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服务于城市美化运动的十个目标：  

 ① 通过集中服务功能及其它相关的土地利用的设计，旨在形成一个有序的土地利用格局。  

 ② 形成方便高效的商业和市政核心区。  

 ③ 创建一个卫生的城市环境，尤其是在居住区。  

 ④ 通过景观资源的利用，创造城镇风貌和个性。  

 ⑤ 将建筑的群体作为比建筑单体更为重要的美学因素来对待。  

 ⑥ 在街道景观中创造聚焦点来统一城市。  

 ⑦ 将区域交通组成一个清晰的等级系统。  

 ⑧ 将城市的开放空间作为城市的关键组成。  

 ⑨ 保护一些城市历史成份。  

 ⑩ 创造一种统一的系统，来将现代城市形态，如工业设施和摩天大楼结合在现有城市之中。  

  城市美化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在通过创造一种城市物质空间的形象和秩序，来创造或改进社会秩序，恢复城市

中由于工业化而失去的视觉的美和生活的和谐[1]。  

  然而，实际上“城市美化”往往被城市建设决策者的极权欲和权威欲，开发商的金钱欲及挥霍欲，以及规划

师的表现欲和成就欲所偷换，把机械的、形式美作为主要的目标进行城市中心地带大型项目的改造和兴建。并试

图以此来解决城市和社会问题，从而使“城市美化”迷失方向，使倡导者美好的愿望不能实现。美国城市美化运

动最有影响力的规划师和建筑师Daniel Burnham的一句名言就是"不做小的规划，因为小规划没有激奋人们血液魔

力……要做大规划，……一旦实现，便永不消亡"[2]（p540），在此口号之下，美国大陆上的各大城市都经历了不

同程度的再建与改造过程。所幸的是这种思潮及时得到批评和抵制。在1909年的首届全美城市规划大会上，城市

美化运动很快被科学的城市规划思潮所替代，基本上宣判了“城市美化运动”在美国本土的死刑。  

  但是，“城市美化运动”的阴魂不散，它伴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治势力而来到了亚洲、非洲和大洋

洲，成为白人种族优越地位的象征和种族隔离的工具。之后，在30年代，转了一圈之后，它又回到了法西斯和纳

粹统治下的欧洲，成为独裁者炫耀其权力的舞台。  

  在近100年的历程中，“城市美化运动”在各种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条件下都有所表现。Peter 

Hall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女仆，它又是帝国主义的发言人，它更是个人独裁主义者的工具[7] 

(p202)。这些表现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两大共特征：  

 第一、专注于纪念性和表面文章，将建筑或城市空间作为权力的符号，与此同时其乎全然不考虑规划所应达到

的更广泛的社会目标;  

 第二、为展示而规划，将建筑和城市空间作为表演的舞台,设计的目的是令观众激动，让参观者惊叹。只是在不

同时代和国家里，观众有所不同罢了，他们或是向往贵族生活的中产，或是那些在寻机挥霍和寻求刺激的暴发

户，或是卑怯的殖民地臣民，也或是涌入城市的农民。  

 可悲的是，除了少数旁观者外(他们或沉默，或是在场外发出使"演出者"感到不悦的呼号)，似乎所有人都喜欢

这样的表演，而对为此瞬间和表面的表演所付出的代价，却木然。  

 在近乎百年之后，“城市美化运动”的幽灵又来到了中国，它带着18世纪的欧洲广场和20世纪初的美国的景观

大道，出现在大江南北大小小的城市。尽管它在新中国五十年的城市建设史上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在改善城市

形象等方面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其已经和正在造成的危害，使我们不能漠然置之。  

  1. 巴洛克城市——君主的权杖，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原型  

  1.1 背景  

  作为一种城市设计形式和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源头，16世纪先后欧洲巴洛克城市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的背

景：  

  (1) 君主集权：政治上中央集权制和君主制取代教会统治；经济上出现商业资本主义和君主商业；政治、经

济和军事权力集于君主一身，并以国家的形式出现，形成前所未有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能力。同时，为保障统治者

和新贵的穷奢极欲,要求有绝对服从的军队和臣民。新的社会秩序与同一成为城市规划最高的功能需要。正如

Mumford ( p347) 指出的：古代的死去的人像被当做活生生的真人加以模玩，而活着的真人却变成了机器，没有

自己的思想，只服从于外来的命令[8]。  



  (2) 古希腊与罗马的再发现：文艺复兴之后带来的思想解放，古典建筑理论的发现，古希腊和罗马纪念性建

筑的发掘和测量，导致了对古典雕塑和装饰艺术的崇拜。理想化的文艺复兴城市模式为城市建设带来了生机，相

对于中世纪的城市，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此后，随着新权贵的出现，以及他们对古代帝王的物质和享乐生活的

发现和向往，使古典艺术成为附庸风雅的华丽外衣，并日趋雕琢和繁琐。  

  (3) 分析和实证为特征的近现代科学得到发展并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何与规则的形式美成为人们生活

空间规划与设计的原则。  

  简而言之，新贵族和君主的享乐和对社会秩序的绝对要求、对古典艺术的附庸风雅和对几何图案表现力的发

现，使中世纪有机城市成为混乱、肮脏的象征，并成为改造的对象，巴洛克城市设计因此出现。作为一种新的城

市景观模式，巴洛克城市强调纪念性、标志性构筑物以及它们的空间位置作为城市结构和形象的主体，而不是通

过建筑的序列来构成城市形象(文艺复兴时代的理想城市)。欧洲主要首都的重建大都基于巴洛克城市模式的一些

基本原理。无论在柏林、巴塞罗那、布达佩斯、圣比德堡，维也那，特别是巴黎，所谓的新城市，实际上都是在

中世纪的城市节理上、雕刻出一些轴线和放射线，它们的尽端则是纪念性构筑物和广场。  

  1.2 实例与特征  

  巴洛克城市的登场始于16世纪80年代，源于Pope Sixtus 五世和建筑师Domenico Fontana的城市改造工程，

他们将罗马的几个主要教堂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工程中Fontana并不是把城市作为一个实体的系统，而是将其作为

一个"虚体"的网络，叠加在原有城市之上。16世纪的旧罗马是一个包含有许多神圣的纪念建筑的城市，包括圣比

德广场和其它教堂，而改造后的新罗马则成为一个供人祭拜的设有专门礼拜路线的"神圣的城市"，整个城市是一

座"雕刻"出来的纪念建筑。同时这一祭拜、参神的空间网络也是旅游的路线，因而具有商业价值。  

  除罗马以外，对这一城市景观模式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另一源头是法国的凡尔塞，其模式主宰以后整个欧洲

城市设计达3个世纪。那是一个城市外的理想城市。景观设计师雷诺随国王路易十四从1667年开始设计修建这一宫

园直到去逝（1700年）。在此之前，在法国已实施了将景观大道切割整个城市的工程，但只有在凡尔赛，完整的

皇家的理想城市模式才得以完美地实现。凡尔塞的规模与内容可谓前无古人，它被认为是混乱与野蛮的海洋中的

快乐和文明的岛屿。雷诺在这一设计中将所有的视景全部集聚于皇帝的眼中，并系统地用各种方法，来创造巴洛

克风格的体验——一种无限的感觉，这些方法包括框景，倒影或障景等，通过透视线的组织，形成一个空间的网

络，使物体不能一览无余(图1)。  

图1 法国凡而赛：一个完整的巴洛克城市设计， 城市美化的原型  

  Haussman的巴黎重建(始于1853年)，以及维也那的环城大道（始于1857）可以被看作是罗马的改造试验和凡

尔塞宫大规模的景观建设这两项工程实践经验的积累。对Haussman有深刻影响的是凡尔赛，是一个多中心的网

络，巴黎的重建同样是将城市理解为一个"网络"来组织空间的运动。在此之前城市的定义是由一定数量有组织的

建筑物的群体；而在Haussman的城市模式中，用于交通的地方，新的街道和林荫网络统领着建筑。  

  Haussman的工程是在建设卫生城市与社会秩序的口号和名义下进行的，以作为一种防止疾病（霍乱）和社会

的不安定（革命）的手段。直线打破了现有的、"充满病疾的"中世纪有机城市的物质与社会机理的，拓宽和规整

了的街道，集中体现了美、卫生和商业的价值观。这种城市改造工程形成了介乎自然有机城市与规划的城市之间

的一种中间型城市，即重构城市(Restructured city)。巴黎城市美化由拿破仑三世集帝国之财力建设，建成后吸

引大量的旅游者到巴黎，成为人们休闲、逸情的好去处，据说巴黎人每年从旅游者那里得到的收入远远超过拿破

仑三世投资改造巴黎的花费。  

  维也那的城市环带是巴黎重构的同时代产物。 是在折除中世纪城堡之后建设的一条景观带，尽管从尺度和恢

宏的气势上仍可见巴洛克的强有力的影响，但其形态和空间结构却与巴黎大相迳廷。在此环城带上，集中分布大

量公共建筑和私人豪宅，成为内城与新区的分割带。巴洛克的规划师们通过空间的组织，将观赏者引向中心聚焦

点，在这里，空间成为起主导地位的建筑物的一个场景和环境。在环城景观带的建设中，它反用了巴洛克的原

理，即不是用空间来规定和统领建筑物，而是用互不相干甚至风格迥异的建筑物来显现水平的空间，一个现代的

空间场――一个同心环的构图。这一规划强调的是流畅的交通而不是视景，没有建筑阻碍，也没有明显的终点。  

  欧洲巴洛克城市模式传到美国，并在华盛顿的规划中得以体现，其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华盛顿基

础的形成，由欧洲建筑师 L'Enfant于1791年完成，第二阶段主要是中心纪念性轴线的形成，是作为城市美化运动

的第一个大型的工程，由美国的设计师参观了欧洲之后，于1901年修改完成的[9]，并最终成为欧洲巴洛克城市与

美国城市美化运动主导风格之间的一个桥梁。  

  2. 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资本主义暴发户的奴仆， 世界城市美化的模板  

  2.1 社会背景  



  以往的一些零星规划思想最终在上19世纪末走到一起，而在美国形成被称为城市美化运动的思潮，其原因在

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统一与秩序的要求：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19世纪末的美国，内战之后不久，极端个人主义和强盗盛

行、土地霸占之风猖獗、急速的以及无序的城市化和大量的新移民，使城市变得脏乱，社会动荡不安。同时，资

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中产阶级出现，向往欧洲巴洛克的优雅城市生活；中产阶级的城市品味―――主要包括视觉

品味确立、对城市的肮脏与拥挤厌弃、对社会不安、特别是对犯罪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产生恐惧，和对控制和

管理的需求。城市的组织被认为是一个用一系列相关行动缓解以上所有问题的一个途径。要求卫生与美化的呼声

日益高涨，各城市都着力改善城市的健康和秩序，一些致力于城市卫生改善的公众委员会最后都成为规划的机

构。芝加哥的博览会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全国范围内的一种国家情绪――一种期望统一和秩序的呼吁。  

  (2)新兴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出现：他们富有并具有影响力，它们不但可以支持大规模的工程，同时能从中获得

长远的利益。城市美化运动强调空间的有组织性和商业价值，正符合实业家的经济目的，而企业家们的高雅的理

想化的城市美也正是城市美化运动所倡导和追求的。于此同时，新兴的贵族支持着艺术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发展，

并带动了施工质量的提高，这些都为城市美化运动打下了基础。  

  (3)欧洲的再发现：富裕起来的美国人大量去欧洲旅行，使他们得以领略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和巴洛克时代的纪

念性城市空间。由Haussman规划的新巴黎尤其具有吸引力。同时，许多有影响的美国设计师留学欧洲或在美国国

内接受古典建筑与造型艺术的文化教育；早在1880年代，学院派的建筑就以高品味姿态在东部崭露头角，以波斯

顿公共图书馆为代表，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引入。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罗马的古典主义风格、文

艺复兴风格以及更为时代化的法国新建筑语言混合为一体，而形成了富丽堂皇的Beaux-Arts情调。美国的"文艺复

兴"由此得以自誉和表现。新的暴发户被过誉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贵族商人，因此，也附庸风雅。欧洲艺术和建筑成

为临模和收集的对象。芝加哥世博会成了设计师为创造美国未来城市形象的一个试验场和案例，东部学院派的欧

式建筑被建筑师们带到芝加哥。  

  (4)表现欲的发作，几何图案表现力的发现：19世纪末，正是芝加哥，也是全美国急于向世界展示其实力和自

豪的时候。从南北战争（1861－1865）中恢复过来的美国，资源优势和工业革命的成果使其迅速掘起，此时，已

有足够的财力向全世界昭示其实力和富有，以弥盖其在文化上的贫乏和劣势。因此对欧洲上层坤士文化和巴洛克

建筑风格投以青睐。同时，美国人对早期浪漫主义情调的田园式景观开始厌倦，而欲寻求新的视觉形式的剌激。

一种表现式的、规整的和几何的城市形式开始孕育而生，而在芝加哥世博会上趋于成熟，造成强烈的视觉冲击，

整个世界以之为楷模，从而风行于世。  

  2.2 实例  

  1893的芝加哥哥伦比亚世博会可以说是美国城市美化运动的直接导索和前奏。为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400

周年，芝加哥需要举办这一国际盛会，作为一争办城市获得国会批准，并将该市南部的一片沼泽开发作为世博会

的场地，Daniel Burnham被指定为项目的负责人，这是自1851年伦敦世博会后的第十五届备受欢迎的国际最大型

的盛会。Burnham邀请全美著名的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参与工作，其中包括美国景观设计之父Olmsted。 这是一个

多学科、多专业的综合队伍。他们决定这次世博会放弃以往舞台式临时性做法，而是建设"永久性的建筑－一个梦

幻之城"，并将其风格统一在古典主义的基调上。芝加哥巴洛克式的世博会的巨大成功，如同第一棵原子弹的试验

成功，引发了“城市美化”竞争之战。白色的古典之城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样板，为以后的城市美化定了基

调。  

  第一个大规模地遵循城市美化运动原理进行规划的真正的城市（相对于芝加哥的博览会的展览性场所）是首

都华盛顿，即McMillan规划。这一规划是在L'Enfant的1791年规划基础上进行的，旨在清理城市公共用地日益被

蚕食和破坏的形象。规划由议员James McMillan领导，成员包括Burnham, Olmsted, Jr.,等。他们的工作主要包

括造访欧洲达5周、做模型、绘图，特别是鸟瞰图和透视图。最后其结果，不仅仅是恢复L'Enfant的原规划，而是

重新对规划作了解释，代之以密度更大，更建筑化和几何化的城市形态。新规划尤其强调了纪念性轴线的几何与

形式化，使原来规划中浪漫自然的情调消失贻尽。但毕竟D.C原规划的模式与城市美化运动的途径是一脉相承的

(图2)。  

图2 华盛顿中心的纪念性轴线：美国城市美化形式的集中体现  

  克里夫兰（Cleveland）是另一个城市美化运动的产物，也由Burnham及其合作者在1903年设计的。但其原先

是完全规则网格化的城市布局，对城市美化运动者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大多数美国城市都是如此）。规划直

接从芝加哥世博会中吸取灵感，只不过在博览会的布局中，中心广场是开敞的，而在克里夫兰则是由树木和草地

构成的开放广场，建筑沿四周布置，道路沿广场环行。这是最早一例为城市更新而迁移大批穷人的规划。  

  城市美化运动史上最为全面的规划是始于1907年的芝加哥城市规划，它是Burnham积累十年思考和经验之所

得，并成为城市规划的经典。这一规划有五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① 发展区域高速干道、铁路和水上运输，加强城市间的联系；  

  ② 发展与市中心相联的滨湖文化中心；  

  ③ 在两岸建设市政中心；  

  ④ 建设湖滨及沿河风景休闲区；  

  ⑤ 建立公园道路，并与周围林地形成完整的系统。  

  芝加哥规划取得了四个方面的视觉效果：  

  ① 通过加入对角斜街，打破原有严格的方格网结构；  

  ② 引入一些透视焦点；  

  ③ 给建筑引入一种新古典主义的统一的风格；  

  ④ 把水作为一个统一城市的多样化地区风格的元素。  

  他所规划的芝加哥固然是美丽动人的，尤其是从空中鸟瞰，放射形的大道向外延伸，消逝在伊里诺斯草原

中，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城市景观。"在我们的眼前是一片高大的森林，掩映着湖岸上的草地和道路。与此相对

比，灿烂的绿洲向北延伸。此景之后是自然的湖岸以及穿梭于柳树间的火车。最后的背景则是壮观的平台所形成

的墙体，其上藤萝垂植，雕塑点缀，台地之上是宁静的草坪所环绕的可爱的住宅"[7]( p181)。这是一幅有前景、

中景和背景的画面。  

  芝加哥计划是由财团和商社支持的。在某种意义上讲，规划的商业价值迎合了开发商的利益，也是其获得支

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介绍其芝加哥规划时，Burnham 以巴黎改造计划的商业价值为例，说明其大改造的商业意

义[7] (p180)：我们乐此不疲地奔向开罗、雅典、巴黎和维也那，只因为我们自己家乡的生活不如那些旅游城市

舒适迷人。人们从芝加哥挣来的钱却流向那些美丽的城市。试想，如果这些资金在当地周转，其对商业零售的促

进将会有多么的大。试想如果我们的城镇是如此的令人愉悦以致于使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都进入我们的城市居

住，那将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多大的繁荣。因此，使我们城市美化起来，使之对我们自己有吸引力，而更重要的是

对那些造访者具有吸引力，是何等的重要和刻不容缓。  

  当时的美国，由于快速的城市增长和过于复杂的种族而造成城市混乱，从这样的背景来说，Burnham的芝加哥

规划的出发点是非常宏伟的，它旨在通过创造一种社会秩序所必须的物质基础――通衢大道、规整的城市广场、

贫民窟的拆迁和公园的兴建等，来恢复城市中已失去的视觉和生活的和谐。但这一美丽的城市最终是为谁而设计

的呢？第一，它是为那些具有消费能力和向往欧洲休闲时尚的中产阶级而设计的；第二，它是为一个参观者的视

觉感受而设计的; 第三，它是为资本家的商业目的而设计的。其对大众的居住、学校及卫生设施的几乎完全忽视

了。用城市规划之三个目标，即经济、美学、健康来衡量，Burnham 的城市美化设计，美学显然具有至高无尚的

地位，经济性是大打折扣的，而健康则根本谈不上。  

  2.3 教训  

  城市美化运动的一个幼稚和简单化的想法是通过城市设计可以轻易地解决城市的问题。其含混的社会目标和

沌碎的美学途径最终使城市设计的意义弱化。归结起来，城市美化运动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① "修补"一个规划很糟的城市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十六年的城市更新和美化实践证明，提出现有城市规划整

治方案要比实施这种方案容易得多，尽管在华盛顿、在芝加哥和克里佛兰，城市美化的规划得以较全面地实现，

但往往实施美化计划是不能全面的，而且即使实施了，其对已存在的社会格局会造成严重破坏。于其说对旧城市

费尽心思进行改造，不如对新建的城市或开发区投入更多的尽力和关注。同时，美化运动只限于属于政府或公共

用地的市政中心和公共广场及公园，而对城市的其他广大地区，美化运动却很少光顾，因此，城市的发展和更新

是畸形的。人口分布格局的改变：从芝加哥、克里佛兰及旧金山等几个规划来看，城市美化运动基本上是城市中

心主义的，即基于单一的中心商业核心，而不充分考虑将商业分散到城市的其它地区。这实质上是一个"商人君主

的贵族式城市"，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城市，导致城市中心的过渡开发和交通拥挤。因此，城市美化运动的

最大问题之一是它利用大片城市中心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开发，而这里正是大量人口集居的地方，尤其在美国的

本世纪初，大量农业人口和移民集中在城市中心或工厂附近。在中心城区的美化过程中，热衷于贫民窟的清除，

并将其它同样需要中心地带的功能排斥掉，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向贫困区域集中。  

  ② 只迎合休闲的中产阶级的视觉和审美趣味：尽管城市美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没有对户外空间的形成和风格作

特别的强调，但运动本身都往往顷向于新古典风格。这往往被认为是一种上流社会的风格，与美国倡导的人人平

等的社会格格不入；缺乏文化根基，是基于视觉模仿的城市改造活动，是欧洲文化的移植。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

的差异性，实际上是城市美化发展的一个障碍。  

  ③ 昂贵的造价：投资巨大只为"化妆"：城市美化运动最终不能赢得大多数美国人的青睐，还因为其采用的高

雅的古典风格造价昂贵，有违美国人的口味。早在1922年，当芝加哥计划以30亿美元的代价部分地付诸实施时，

Lewis Mumford就提出尖锐的批评，将其视同极权主义的城市规划[7]( p182)。  

  ④ 过分强调视觉美化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这可能是城市美化运动最大的谬误。 其基本出发点是把城市



的物质设计作为一切城市病的万灵药，在城市美化运动的模式中，规划被视同"图案"而非"未来的设想"[10]

（p117）.它强调的是外观，给人一种视觉的印象，而产生这种印象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便是以整型，对称为特点

的古典Beaux-Arts建筑。 忽视其它本质问题的解决：包括居住卫生、文化教育。 正如Newton(1971，p423)所指

出的在当时广大市民要求社会改革、要求政府拥有公共设施、国家拥有铁路、要求妇女权利、反对政府腐败、声

讨社会不公等四面楚歌之中，Beaux-Arts的高雅，最多不过是一种化妆和粉饰而已[1]。  

  当然，公平地说，城市美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并不只考虑美观，他们也考虑舒适和人的生活，但事实是“美"成

了美化的目标。Burnham在规划中也不仅仅考虑美观，他也考虑交通和经济问题――或至少是企业家和金融家关心

的问题。但是，他强调建筑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造形艺术，外观先于其它一切。实际上，城市美化的倡导者

Rohinson和实践者Burnham都不应受到指责，他们只是对应如何统一组织城市空间提出设想，问题在于设计方法，

程序，在于谁先谁后。如果一些基本的条件――如社会的、经济的、物质的――优先得到对待，然后考虑用好的

空间和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一切都是合乎逻辑和正确的。但如果先确定某种美的空间或物体的形态，并

将其强加于城市功能之上的，而缺乏人的需要的原动力，则其美也是表面的，虚伪的，难以成为真正的"美"。  

对Rohinson和Burnham来说，由于城市美化运动与当时的两种倾向绞缠在一起，从而带来更大的不幸，其一是追

求"新"奇，而这种倾向在Burnham看来便是无暇可挑的经典风格；其二，将美作为一种物质，一种来自天堂的灵丹

妙药、是 "丑"的克星。因而，用"美化"（Beautification）作为改进的途径。因而强调化妆，如同装饰圣诞树一

样，装饰城市。  

  3. 殖民地的城市美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权力象征和统治工具  

  3.1 背景  

  城市美化运动所追求的、以图案化的形式美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理由，也同样适用于美国和其他帝国在其国外

的势力领地。因此，其城市美模式也扩展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以后也随法国殖民主义者进

入越南、摩洛哥。随英国殖民主义者进入印度的新德里、尤其是在1910～1935年期间。当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进入

尾声时，城市美化大行其道。这不是偶然的，殖民主义统治者为了在一个异域他方保持其统治地位，总试图想建

立其统治和权威的形象冲击。所以，归结起来，城市美化运动在殖民地的传播，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新兴帝国力量在国际舞台的扩张和展示：美国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在强化国内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同

时，竭力在国际上树立自己的形象，并建立新的国际秩序。  

  (2) 挽救逝去的权力与地位: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正日暮西下，与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矛盾日益

突出，其统治地位正面临威胁。社会的秩序和稳定成为最大忧患，而美国的这棵星星的升空及其城市建设的成

就，无疑使英法殖民主义者效法美国，视城市美化为"良方"，以此来维护其在亚、非各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上统

治；  

  (3) 白人为中心的优越感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恐惧：无论是新帝国主义还是老牌殖民主义，在其本土以外的势

力领地上，都以一种优越民族和统治者的姿态出现，并欲在充满敌意的异域他乡建立一个安全、欢乐的"岛屿"，

如同路易十四的凡尔赛。  

  (4) 殖民地的混乱背景：殖民地社会落后、动荡，城市物质环境的脏乱差，使得追求同一和秩序成为普遍的

要求。  

  3.2 实例与教训  

  早在1904年，因芝加哥世博会的巨大成功而名声大噪的Burnham就应当时的美国战争事务秘书长之邀，前往菲

律宾主持马尼拉的规划。在其规划中，他以同样的节点加放射线与铁路车站和其他广场相联。同时期，在为美国

在菲律宾的殖民地夏宫Baguio所做的规划中，Burnham几乎完全不顾原有地形，将一对严格对称、规整的政府和行

政中心平面强加在起伏的山地上，以创造一个帝国的形象。  

  从1911到1913年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便请英国规划设计师在地球的另一端建立首都――新德里，其规划

与相邻城市的原有结构毫不相干，而完全以巴洛克的结点放射形式，构成强烈的集权与主宰者的形象。建筑师

Edwin Lutyens和Herbert Baker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建筑的倡导者， 鼓吹"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符号性和

礼仪性" 的规划理念，宣扬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专制主义[7]（p186）。  

  新德里最终的规划是三个聚焦：即行政中心、战争纪念碑和火车站，似乎所有主要道路都从这些焦点发散出

去，其中行政中心和战争纪念碑各有7条放射线，火车站则不少于10条放射道路，而几乎所有建筑都沿六角形的边

线布置。这一规划与华盛顿的L'Enfant规划有相似之处，只是逊色了许多。  

  在其它英国殖民地包括南非和东非，英帝国主义同样规划和建设了他们统治领地的首都如Salisbury

(Harare),Lusaka, Nairobi, Kampala等，在所有这些规划中，规划师们几乎只考虑白人，而非洲人则似乎是消失

了，在非洲人和白人之间布置着印度人。如在Nairobi,欧洲人都占据城市的最好地段，即最高点，印度人则次



之，非洲人则被置于任何其它剩余的地方。  

  所有这些殖民主义者在其殖民地的首都规划都有一些共同的土地利用和居住格局，有一个位于中央的政府办

公中心和一个与之相毗邻的商务办公区。中央购物中心则与上边两个中心相毗邻，所有这些都围绕一个几何道路

布局来布置，主要道路交汇于交通环上。外围则是低密度的白人居住区，或"花园城市"，其中隐约着大型低层豪

宅。而非洲土著则往往被某种物质障碍，如火车道被远远地隔离在城市的另一侧。  

  很有讽剌意义的是，被视为秩序与权威工具的城市美化，并没能维持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而且，实际上也没

能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往往在殖民主义者结束其统治后，当地政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动用

推土机不断清理向城市中心蔓延的贫民窟，以维持上层社会的安全。教训同样是深刻的。  

  4. 城市美化回到欧洲——法西斯与纳粹的舞台、独裁者的炫耀  

  4.1 背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大独裁统治欧洲的时代，城市美化的阴魂在世界各地漫游了一圈之后，又回到欧洲，

也同样是为了搭一个舞台，演一曲闹剧。其主要背景包括：  

  (1) 追求国内和国际新秩序：1918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蒙受巨大的耻辱。随之，社会动荡不

安，民心涣散。国内政治斗争十分复杂，社会面临着旧王朝的复辟，共产主义运动及国家社会主义的选择。纳粹

登上舞台后，以雪一战耻辱和振兴民族为由，在内推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对外，积极准备侵略扩张。

意大利虽然是一战的胜利者，却是以巨大财产和生命为代价的，因次，在战争结束后，同样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和

经济问题，为墨索里尼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创造了机会。为寻求国内和国际的新秩序;城市美化"的强烈的视觉形

式，再次被当做灵丹妙药。  

  (2) 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发展：在30年代，无论是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还是纳粹的德国，都经历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发展。政治上的独裁和经济上的国家化，唤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狂想。  

  (3) 城市环境的恶化，和城市的理想化。面对城市化的快速进程，法西斯同纳粹的反应是相同的，他们关于

城市的理想在许多方面也是一致的，只有乡村的家庭生活才是真正健康的，因而推行小型、自足型的小城镇政

策。而大都市被当作共产主义和劳工动乱的漫延、及各种罪恶的滋生地，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墨索里尼曾于1928

～1939年通过法律，控制人口迁移进城。纳粹的城市政策也是如此，他们把城市作为一种心理上的，具有近似于

宗教意义的场所，和作为一个具有魔力般功能的群众礼仪性的集会场所，而具有生产功能的人口则移居乡村。  

  (4) 宣扬优等民族和文化：希特勒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宣扬优等民族理论。而墨索里尼更是以重拾古罗马

的辉煌，再造罗马帝国的秩序为幌子，鼓吹法西斯主义。城市美化便成为独裁者得以借用和展示的工具。  

  4.2 实例与教训  

  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首先在罗马拉开城市美化的序幕。他把城市规划作为建设纪念性城市、重现昔日罗马荣耀

的工具，把近两个世纪以来的新建部分清除掉。在1929年罗马召开的居住和城市规划联合会大会上，墨索里尼号

召"在五年时间里，罗马必须向全世界人展现其辉煌与风采――宏伟、规整、强大,如同Augustus时代的罗马"[7]

( p197)。墨索里尼同时下令在Marcellus 剧院和Capitoline Hill及万神殿周围创造大片的广场，其它所有围绕

它们的、不属于罗马繁荣时代的建筑全部清除。所幸的是，传统的有机和混乱、多方的牵制、加上官员们的腐

败，使规划未能附诸实施，罗马得以幸存。  

  在德国，决定首都柏林规划的是希特勒和纳粹建筑师Albert Speer。正是通过他们，欧洲早期的巴洛克风格

和美国的城市美化模式得以再次出现。希特勒少年时渴望进维也那艺术学院学习未果，更后悔没有学习建筑。但

他对早期城市美化经典之一的维也那环城景观带了如指掌，并情有独钟。对巴黎Haussman的新城也有很详细的了

解。希特勒对城市纪念性的执着使他对其它都忽略不计，他审察规划时，实际上只看纪念性的方面,"那条大道在

什么地方？"。他要在城市的主轴线上，用石头拼出"德国政治、军事和经济之实力"，在其辐射中心是日尔曼帝国

的统治者，在其毗邻则是作为其权力最高表达的大型穹形大楼，作为柏林市的核心建筑。"我唯一的愿望是能看到

这些建筑建起来，在1950年，我们要举行世界博览会"。 他追求最大、最长，通过这样，"我要让每个德国人都恢

复自我尊敬"[7];同时，他要表达一种"新的秩序"[3](p718)  

  而Speer对华盛顿和芝加哥世博会的规划十分欣赏，如法炮制，也推崇Burnham的 "不做小的规划"的宗旨。城

市中心是一个完全几何化的，具有纪念性的布局，如同为空中俯视而设计。如果按照希特勒及其建筑师的规划，

柏林的中世纪城市中心将完全被破坏，代之以一条南北仪礼大道，连接凯旋门和世界上最大的大会堂及行政中

心。两侧建筑雄伟高大，建筑之间有宽阔的空间。  

  然而，宏伟的规划要付诸实施则是要化昂贵的代价的，根据当时的估算，实现柏林的规划需要60亿马克。东

西轴线从1937年开始动工实施计划，1939年部分完工，主体建筑在1941年动工，宏伟的柏林规划实际上只落实了

一条作为礼仪空间的东－西轴线，第三帝国便告失败。而极富讽剌意义的是，德国战败后，苏联在东柏林继续完



成了工程，并将其命名为斯大林大道。  

  与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一样，不管欧洲的独裁者有何等的权力与经济实力，其得到的教训也是惨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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