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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美化运动之于中国的教训(下)——不散的阴魂 

作者：俞孔坚 吉庆萍   发表：《中国园林》2000(2):32-35 评论(3) 打印 

  5、警惕："城市美化运动"来到中国  

  80年代开始，出现于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在许多方面都与一百年前发生在美国、以及随后发生在其他国家的

城市美化运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在社会制度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其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行为与症结都

如出一辙（表1）。这就警示我们应该以历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5.1 中国城市美化运动产生的背景  

  考察城市美化运动在中国产生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环境恶化：解放后，近30年的城市控制政策，使城市建设滞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城市人口

的急速膨胀，导致城市环境急剧恶化，城市开放空间、城市公共设施、交通设施都严重不足。城市破烂、肮脏，

客观上呼唤城市改造与美化。  

  (2)经济实力有所增强：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城市经济实力大大提高，有了一定财力来进行城市建设。社会主

义的中国，如同当年的美国一样，急于向世界展示其建设成就。但是，经济实力的增强同客观的需要相差又太

远，于是只能忍痛搞点表面文章，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君不见许多市政府的工程款拖欠累累？  

  (3)招商引资的需要：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城市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招商引资，这已为广大的城市管理者所认识。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以一两项"形象工程"作为宣传之用。因此，城市美化本身便成为了目标，参观者，而不是

使用者，便成为了取悦的对象。  

  (4)追求同一与秩序：不必讳言，中国城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时期，在充满活力的社会主流下，潜

伏着某些不安和浊流。社会安定和秩序便成为所有城市管理者的压倒一切的任务。而"城市美化"再次被认为是一

味灵丹妙药。  

  (5)重新发现西方世界：随着国门的逐渐开放，一批批领导和专业人员出国考察、参观。半月～一月的国内参

观团已在欧美的旅行社上有了固定的节目，尽管是走马观花，却看到欧美100年来城市建设的成就，印象最深的莫

过于法国巴黎的景观大道和美国华盛顿中心纪念性绿带，以及欧美各大城市的中心广场，市政及公共建筑，尤其

是巴洛克城市的广场、景观走廊、纪念性建筑以及其它城市美化的遗物。它们给了参观者非常强烈的视觉冲击，

而事实上这些纪念性的城市设计本来就是为了让游客参观。因此，它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临摹的样板。殊不知，

这些城市景观大多数是百年以前规划设计思潮的产物，早已落后于时代。  

  (6)政绩的表现：年轻一代的城市管理与决策者，正以充沛的精力和强力的事业心登上新时代的舞台，他们急

于通过城市形象的改变来显示自己的政绩，树立新的权威。因此，城市中心地段和最引人注目的关键地段的"破烂

摊子"便成为靶子。于是乎便有了城市中心广场，城市"景观大道"。  

  (7)专业人员的软弱无力：大部分城市的专业设计队伍在强劲的城市美化运动中显得软弱无力，甚至推波助

澜。一方面因为规划设计和管理部门在市长们的直接领导之下，许多情况都迫于压力，而只能成为市长们宏伟城

市美化计划的绘图工具；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缺乏国际交流，专业人员自身的理论与专业修养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11]，往往只能模仿国外的照片，许多情况下还是市长们拍回来的图景，来设计想象中的城市景观。所以，实际

上是市长在设计城市。  

  (8)时代局限性：所有以上的背景之所以最终导致目前风行于中国大小城市的城市"美化"形式：追求气派，追

求最大、最宽、最长，攀比之风盛行；强调几何图案、金碧辉煌等等，其根本的原因还在普遍存在于开发商、决

策者、欣赏者、甚至于专业人员中的意识的局限性，这是时代留给每个人的烙印。中国广大城市基本上都处在一

个急速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现象和美国100年前的情况很相似，即大量农民进城，一批暴发户出现，而这批暴发

户许多又是地产开发商。暴发户的最大特点是经济实力与品味不相称，这就使得城市美化在小农意识与暴发户意

识之下发展[13]。而决策者如果在这种意识下去搞城市建设，可想而知其将会给国家和纳税者带来多大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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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中国"城市美化"的种种症结及其本质  

  与历史上的城市美化运动相似，中国的"城市美化"运动的典型特征是唯视觉的美而设计，为参观者或观众而

美化，唯城市建设决策者或设计者的审美取向为美：具体反映在：  

  ⑴"景观大道"  

  无论是北方大都市，还是南国小城，无论是三峡库区迁址新建的小城，还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城，许多城

市都为建设纪念性和轴线性的"景观大道"而大兴土木(图3)。竭尽"城市化妆"之能事，强调宽广、气派和街景立面

之装饰。这样的大道往往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 景观大道往往同时是作为车流干道来设计的，因此，对步行人来说是一道危险的屏障，隔断道路两侧

的交通。功能交混，复杂化，效率低下；  

  第二、 这样轴线性的大道，粗暴地划破了原有城市有机体的交流网络和纤细的节理，从而使城市发生结构性

破坏，造成功能性的混乱[4]；  

  第三、 这样的宽广大道，往往拆迁大量居民，耗资巨大，又将传统风貌丢弃(如苏州)；  

  第四、 由于其纪念性的要求，两侧往往要求布局大体量公共和文化性建筑，否则，无论从比例、尺度上还是

道路的视觉效果上，都很难达到规划设想，而这些建筑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从而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景观大

道"实属乌有(如北京平安大街)。  

  图3 某景观大道：城市美化运动来到中国  

  ⑵城市广场  

  曾几何时，兴建城市广场之风在大江南北广大城市兴起，或"中心广场"、或"文化广场"、或"世纪广场"、

或"市民广场"。为市民提供一些活动场所本是好事，然而，许多广场往往不是以市民的休闲和活动为目的的，而

是相反，把市民当作观众，而广场或广场上的雕塑，或广场边的市府大楼成为主体，整个广场无非是舞台布景(图

4)。观众是被置于广场之外的，最好在半空之中，否则，广场优美的几何图案便难以欣赏。如同路易从凡尔赛的

舞厅窗户可以看到花园最好的图案一样，市府主楼是最好的观景点。广场以大为美，以空旷为美，以不准上人的

大草坪为美，以花样翻新、繁复的几何图案为美；以大理石和刨光花岗岩铺地为美，全然不考虑人的需要、人的

安全)。  

  因此，以"城市美化"为目的的城市广场的兴建可能带来以下几大问题：  

  第一、 空间和社会结构的破坏：如果在城市中心地带，往往拆迁量巨大，投资动辄上亿，并使成千上万人离

开故土，迁往新区，社会结构遭到破坏[1,3,7,8,10]。  

第二、 土地资源的浪费：与其它同样需要城市中心土地的功能如商业需要相竞争，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并使城

市的整体有机性受损。  

  第三、 模仿的图案化和形式化的城市广场，往往没有场所性和地方性特色，实际上是对城市形象和地方精神

的污染,特别在历史文化古城，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并已广泛引起注意[2,5,6,9,15]。  

  第四、 为广场而广场：由于城市美化的目的是为了展示和纪念及礼仪，而不是功用，因此，在许多城市中，

就出现了为广场而广场的现象。也就毫不奇怪在郊外稻田之中会出现一块花岗岩铺地的广场，白天烈日之下是一

块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热锅"，夜晚则是华灯下的一片死寂。即使是城市中心的广场，设计者和管理者也往往力图

将商业活动、居民的日常生活排拆在外，以追求纯粹的形式美。无树荫供人庇护，无安静场所供人休闲。  

  第五、 金玉堆砌：把材料的价值与广场的质量视为同一，甚至将户外广场当作室内庭堂来做，刨光的花岗岩

地面，精雕的汉白玉栏杆，可为集宫廷之华丽，昂贵之至，却使市民举步惟艰，雨雪之后，更成为不敢光顾之

地。  

  图4 某城市广场：城市美化运动来到中国  

  ⑶城市河道"美化"  

  每一个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其所在地的水系紧密相关。历史上它们具有防御、运输、防洪、防火和清洁城

市等功能；同时，它们是多种乡土生物栖息地和空间运动的通道和媒体。城市水系更是城市景观美的灵魄和历史

文化之载体，是城市风韵和灵气之所在。  

  然而，如同身体之血脉的城市水系，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善待。陆路交通的发展，

及自来水和城市消防设施的完善，城市水系原有的功能因此大部分消失，随之，水系便被作为排污通道、垃圾场

而被污染、被遗弃。曾几何时，城市水系似乎成了包袱，阻碍了"卫生城市"，"园林城市"和"旅游城市"等称号的

达标。于是乎，大江南北掀起了城市水系治理和"美化"的高潮。一种落后的、源于小农时代对水的恐怖意识，和

工业时代初期以工程为美的观念，正支配作城市水系的"美化"与治理。  

  同历史上多次城市大建设中给我们留下的遗憾一样（如古建和城墙的拆除，古树的砍伐等），在今日史无前



例的城市大建设中，由于对城市水系的虐待及对其价值的无知，已经、正在或即将造成许多令人痛心的遗憾。这

些遗憾，也是许多发达国家曾经有过，而且正以昂贵的代价来挽回和弥补的。概括起来，城市水系治理和"美

化"过程中有"四大忌"[14]。  

  大忌之一：填之，把水系，污水甚或清流填去，用作马路或盖房子或种花草，并以此为美，是城市之最大不

幸，也是城市居民的最大不幸。表面上看，填去污水，可以使城市变得卫生、清洁，使城市多了一分土地，多了

一块绿地；然后，在填去水系的同时，也填去了城市中最具生命的部分，填去了儿童的梦境，填去了城市的诗

意，也填去多少人所以称某一地方为家的维系和认同感。与之相反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西方国家正在掀起一个

重新挖掘以往填去的水系，再塑城中自然景观的热潮，实现可持续的城市。然后，这一否定之否定却付出了多少

昂贵的代价。中国的城市建设为何要走这条老路？认识的局限。  

  大忌之二：盖之，将明渠变成暗渠，其上筑马路或搞建筑和"美化"工程。尽管水仍在流，但其结果同样使城

市环境的美化和生态化失去了最宝贵的资源。殊不知，水系之存在不仅仅因为其流水，更重要的是以水为特征的

生态系统和生活空间。而与此同时，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人们又在乐此不疲地耗巨资挖湖堆山，人工造水。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  

  大忌之三：断之。许多城市的水系，本来是一个连续体，它们与湿地、城郊湖泊和山林形成一个完整的景观

整体。它们为城市的整体景观设计提供了一个蓝本；同时，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基础设施"，成为多种乡土生物

的栖息地和通道；当然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康体休闲空间和环境认知空间。然而，这一连续体却常常

在城市建设中被切割，被断肢，从而使活水变成了死水。  

  大忌之四：堤之衬之，即钢筋水泥护衬水系。许多城市的水系治理中，偏面强调水系的防洪、泄洪和排污功

能，将水系截弯取直后以钢筋水泥护衬，以为这便是将水系"治服"，以图一劳永逸。大莫错焉。自然的水系是一

个生命的有机体，是一个生态系统，它是需要一个环境方能维持健康的。水泥衬底和护衬之后，使水系与土地及

其生物环境相分离，失去了自净能力，从而加剧了水污染的程度。相反，如果利用水系形成一个生态系统，则可

成为一个城市中多种生物的栖息地，同时可以净化水质。实际上，在大地景观上，生态健全的水系构成绿色通道

网络，恰恰最具有蓄洪、缓解旱涝灾害的能力。  

  简而言之，结合城市水系治理与美化的根本之术不在于消除、截流污水，还水系以自然本色，并加强其生

态、文化和休闲功能，使其成为每个城市的特色，这是大自然所赐予的，也是城市文明之象征，决不应填之、覆

之、断之，也应慎用工程措施。强调不要以单一的"美化"目的、卫生目的和防洪目的，将城市中最具灵气的自然

景观元素糟踏，而应以生态为主线，综合环境保护、休闲、文化及感知需求进行治理(图5)。  

  图5 城市水系美化：昂贵却缺乏生态与灵气(李迪华摄)  

  ⑷为美化而兴建公园  

  城市需要公园和绿地，这本身也是好事。但是，"城市美化"指导思想下的公园建设则是与真正意义上的公园

绿地的目标相违背的，这样的公园强调的是纪念性、机械性和形式化、展示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 为公园而公园：把公园绿地从城市有机体中分割出来，把公园作为有大门、有围墙的城市摆设或"盆

景"，不允许其它用地的存在。因此，城市中心地带建公园往往需要动迁居民、拆商铺，封大道，似乎这样，公园

才成之为"公园"，才可以做装饰，才可以收门票。而与此同时，在新的居住区和开发区，地产开发商们都在充分

利用红线内的每一寸土地，增加建筑面积。于是乎建筑是建筑，广场是广场，公园是公园，居住区是居住区。而

事实上，城市绿化的真正意义在于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休闲和生活及工作的环境，而不是主题游乐。城市绿地应

作为城市所有功能用地的有机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是不同用地功能之间的粘结剂，它是城市景观的生命基质。  

  第二、 人工取代天然：美国园林对世界园林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将自然原野地作为公园。而这种先进的思想却

往往以"国情"为由，被拒之于千里之外"玉不琢不成器"的"造园"思想，成为中国"城市美化"中的一大特色。当城

市规划将城郊某片山林划为"公园"时，"美化"的灾难便迟早随之降临。随后落叶乔木被代之以"常青树"；乡土"杂

灌"被剔除而代之以"四季有花"的异域灌木；"杂草"被代之以国外引进的草坪草种。自然的溪涧被改造成人工

的"小桥"流水，自然地形也被人工假山所替代。即所谓公园当作花园作[12]，把仅有的自然地也要改造成花园式

的公园。  

  第三、 公园作为展示舞台和旅游点：以造一个旅游点的意识来造公园，已成为许多城市的一个通病。因此，

造公园就成了造景，或造娱乐园。似乎没有奇花异木，珍奇古玩就不成其为公园。似乎拍照留影成了建公园的目

的。  

  (4)以展示为目的居住区美化  

  一个优美的环境会给居住者的身心健康带来莫大的益处，美化居住环境身是值得称道的。然而，遍神州大

地，近年来新建的居住区中，真正为居住者的生活和栖居而美化的社区并不多见。不完全地讲，目前居住区的美

化有两种导向：  

  第一、"样板示范区"导向的美化：其美化目的是为了展示政府的政绩，是为了领导视察和供人参观。 

  第二、商利导向的美化：地产开发商已认识到环境美化的商业价值，试图通过美化来招徕住户。  



  这两种美化导向都把居住者和居住环境作为展示品，因而带有城市美化运动的通病，即注重展示性和视觉形

式，而  忽略了环境美化对居住者的日常生活和休闲的意义。于是呼出现了空旷的小区绿地，草坪、花坛、树

雕泛滥，磁砖、花岗岩铺地，如同城市广场(图6)。而缺乏乔木供人庇荫，也缺乏儿童游乐设施、老人休闲场所和

青年人的体育场所。由于美化的目的有偏，导致了居住区美化走入歧途。  

  图6 展示性的居住区美化  

  除此之外，"城市美化"还表现在其它许多方面，包括灯光工程，"雕塑"一条街，"雕塑"公园等等。作为城市

艺术，它们在许多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是为追求美化而去"美"的话，结果会适得其反。  

结语："城市美化"运动，阴愧不散  

  重蹈历史覆辙，也许是人类的最大悲哀。各国的城市美化运动是如此的相似，哪怕是一些细节，如从做为美

国城市美化运动之源芝加哥的世博会，到希特勒梦想中的国际博览会。城市美化阴愧不散。前车之覆，后车之

鉴。美化城市，改善城市环境和形象本是造福人民功泽后代的事，但如果目的不明，指导思想有偏，结果会适得

其反。纵观世界城市"美化运动"之历史，不难看出，中国时下的城市"美化运动"正在走一条发达国家已经走过，

并证明有许多弊病的老路。而正当发达国家在惨重的教训之后，走上更健康的城市改造和美化之路的时候，我们

却在犯同样的历史性错误（表1）。本文如能至少在专业人士中唤起注意，站在历史与理论的高度来认识当今中国

城市中的"美化运动"，并使之能尽快调转船头，少走弯路，则本文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城市建设首先应考虑市民

和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在功能的目标下去设计美的形式，这才是真正的美。  

  目前最为急需的是改善生态环境，首先是治理污染、绿化环境。有了生机盎然的绿色和浓荫，有了清新的水

和空气，也就有了美。一些形式主义的、无大实效的，特别是无改善生态环境实效而被称为"城市基础设施"的城

市美化工程，打着扩大内需的旗号，为求政绩而不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实在是对中央政策的歪曲。  

表1 国际城市"美化运动"的一些共同之处及其本质问题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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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美化运动历史 背景 共同的表现 本质问题与教训

欧洲巴洛克城市(16世纪
未～19世纪未) 

① 经济：出现商业资本主义和君主商业财力 
② 物质环境：中世纪有机城市的环境恶化 
③ 文化：古希腊和罗马的再发现 
④ 社会：从以宗教为核心的地方主义向国家主义
过渡

强调：气派、
规整、几何、
装饰的形式美 
包括： 
① 轴线式的笔
直大道； 
② 大型礼仪和
纪念广场 
③ 纪念性、符
号性建筑 
④ 附庸风雅的
华丽雕琢； 
⑤ 大型展示性
公园的建设 
⑥ 水系整治机
械化和形式美
化⑦ 各种临时
性的、以礼仪
和装饰为目的
的街道和公共
场所的美化工
程

① 权力欲的展示：使人变成了观
众，城市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得不
到真正的改善； 
② 挥霍欲的表现：美化工程耗资巨
大，不计成本，劳民伤财；③ 唯美
的追求：试图通过它来解决社会问
题，改变城市面貌，而不直接去解决
本质的城市功能和市民生活问题； 
④ 空间与社会结构的破坏：机械式
的城市手术，伤害城市有机结构和社
会网络，而缺乏城市更新的有机性； 
⑤ 地方精神湮灭：机械、几何的和
模仿的形式，与城市历史文脉和有机
结构格格不入； 
⑥ 虚势与浮燥的反映：不作长期实
在的、艰苦努力来根本改变城市面
貌，而是只求表面化妆的短期行为，
只能给后来的城市改造带来更大的困
难。 
⑦ 生态、环境乌有：在几何于机械
美原则下，自然与生态过程收到摧
残，环境效益被忽视。 
⑧ 人性丧失：刚刚摆脱神与自然力
约束的"人"，却在象征权威与财富的
构筑物和机械图案前失去自我。 
⑨ 不可持续：非生态、无内涵、不
经济、不实用，实质是不可持续的。

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
(1893年～1909年) 

① 经济：暴发户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国家经济实
力的增强 
② 物质环境：急速的城市化和新移民使城市环境
恶化 
③ 文化：欧洲的再发现，世博会的巨大形象冲击 
④ 社会：从无政府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

殖民地的城市美化
（1900s～1930s） 

① 经济：对殖民地国家的资源掠夺和市场垄断 
② 物质环境: 落后脏乱的殖民地生活环境 
③ 文化：欧美文化的移植 
④社会：少数白人为中心的社会

欧洲独裁者的城市美化
（1920s～1930s） 

① 经济：经济快速发展，国家的经济控制 
② 物质环境: 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恶化 
③ 文化：优等民族理论的宣扬 
④ 社会：民族主义兴起，新秩序的孕育

中国的城市美化(1980s 
～) 

① 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实力有所增强 
② 物质环境: 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环境恶化 
③ 文化：重新发现美欧城市 
④ 社会：转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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