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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颖拓（吉林大学艺术学院）  

当新世纪之门开启的时候，回首这个给人类进步带来巨大成就的二十世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集中发展，新城市不断出现，旧城

市不断扩大，使全世界走向城市化时代；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创造了丰富的建筑作品与城市空间艺术。然而，由此产生的对自然资源和

文化遗产的破坏，也危及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建设性的破坏带来的危机今天尤其明显，已经成为全世界瞩目的问题。因此，我

们必须认真总结昨天，更好把握今天，积极探索明天，使我们能够在二十一世纪中创造一个适和人类生存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美学意

义的、可持须发展的城市空间。  

笔者不敏，愿以本文抛砖引玉，引发对城市空间艺术的可持须发展的探索，并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人类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  

人居环境现代化是城市先代化的重要表现，它包括：生活起居、文教卫生、能源交通、商业服务、信息网络等诸多方面的现代化。当我们

俯瞰城市的高楼大厦，穿行在便捷的交通网络中，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工作、学习等等服务设施的时候，我们无不惊叹：城市是人类现

代文明的巨大载体，是人类科技成果的聚集中心。城市的确为人类提供了难以估量的生存与发展机遇。  

——科技的发展使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人类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使人类生存环境的质量、舒适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人

们在城市里享受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一切好处。  
——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和信息网络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生活空间，缩短了人们交往的距离，提高了人们生活、工作的效率。社会的进步

正朝着快节奏、高效率发展，人类正在走向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城市空间艺术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也有了跨时代的飞跃。信息化社会的城市，远非工业化的城市所比。如果我们感悟一下文化名城

北京、金融中心上海的昨天与今天，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城市已不再是简单的生产聚合体，而是人们居住、生活、工作、休闲的艺术化

了的空间。  

二、 盲目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毫无疑问，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无可否认的好处。进入新经济时代，人类在谋求自身发展的道路上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也引发

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破坏，城市系统的调整与布局，文化艺术的继承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自然资源的过量开采和大量耗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工业产品给人类带来的生理及心理危害……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同时，把

自己推向了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对立面。我们在为建设美好家圆付出艰辛努力的同时，也在严重地破坏着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

不能不说这使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悲剧。  
——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更为严峻：人口膨胀，交通堵塞，能源短缺，环境严重恶化，人们难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情感交流日

益冷漠，犯罪率上升．．．．．．这一切已经给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了极大压力。刚刚进入城市化快车道的中国，人们还没有感

受到更多城市化的优越性，便开始饱尝着“城市病”给自身带来的危害。  
——文化艺术是历史的传承，蕴涵在城市的发展中，融汇在人们的思想里，对城市美学，居民意识形态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

城市空间艺术和建筑艺术的底蕴。然而，由于人们更多的强化物质文明的建设，由此带来了现代人与传统文化的分离，城市文化多样性正

在消失；商品化使城市特色走向淡化，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艺术正在消失；城市空间艺术出现了严重的单调性、乏味性。甚至可以说，在

拜金主义盛行的今天，城市空间艺术，乃至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都在走向枯萎。艺术大师卓别林塑造的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正说明着

人们生活在这种工业化城市里的无奈。试问，一个丢弃了文化艺术的人居环境又何谈可持续发展。  

三、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艺术  

诚然，上述弊端都是人类盲目追求经济目标所导致的恶果。当人类开始认识到这种发展中的倒退，建设中的破坏开始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的

时候，人类社会便携起手来，为自身的生存寻求新的出路，即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多层面的、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城市空间。  

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艺术，即是由构成城市硬件的城市建筑和城市设施，以及构成城市软件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组成的具有极高

艺术美学价值的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已经进入城市科学、生态科学、生命科学等各个领域，是人类面对生存

环境的挑战所选择的一种“生态对策”。旨在指导人们走向一种更加科学的发展道路，清除人类在未来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环

境与人文环境的建设性破坏。  

中国的城市空间艺术和其它国家一样，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相联系的，同时也体现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水平。我们的祖先在原始社

会的时候，为遮风蔽雨、抵御自然界侵害，便产生了最为原始朴素的建筑与居住环境，这也是我们今天城市空间艺术的起点；私有制的产

生，使城市空间艺术与建筑艺术成为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宗教的兴起，使艺术美成为宗教时期城市与建筑的主要追逐目标；工业化的到

来，现代建筑的兴起，西方产生了“包豪斯”式的建筑理论，把城市与建筑视为简单的住人机器，过分强调城市与建筑的功能性。这一切

曾经对中国的现代城市与建筑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如上所述，中国的城市空间艺术，吸收了各式各样的思潮与意识。其一，中国现代的城市空间艺术有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其

二，西方发达国家在城市空间艺术方面也给了中国城市空间艺术极大的影响；其三，科技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促使城市空间

艺术有了更深层的发展。那么，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发展自己的城市空间艺术，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三方面来实现。  

第一，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艺术与民族文化艺术。  



中国传统的城市空间艺术受中华民族文化与哲学思想的长期熏陶，包括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有着引人入胜的艺术魁力；有着鲜明的“天人

合一”的环境主义色彩，强调建筑与生态，人文与自然的共生、共荣、共乐、共雅；体现着传统的城市空间艺术的自然化、人文化。这一

切，都给中国当代城市空间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的城市空间艺术方面，我们有时还显得十分可笑。许多城市仅把传统艺术表象生硬地包装在现代建筑上，不但没

有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艺术的真谛，甚至给人一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感觉。实质上是一种艺术形态上的倒退。继承和发展传统城市空间艺

术，不是对传统城市空间艺术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传统基础上有新的启迪，有新的感悟，有新的发展。吴良镛教授对北京菊儿胡同旧区改

造工程的设计，既继承了民族传统城市空间艺术和建筑艺术的精华，又创造了现代新四合院这一崭新的城市空间艺术与建筑理念；既保留

了北京古城传统的院落体系，又成功地处理了居住的私密性与邻里关系。这是对传统的城市空间艺术完美的继承与发展，成为旧城改造的

典范。  

我们应该对传统城市空间艺术的设计理念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继承，并在创作实践中发扬光大。把传统艺术形式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寓以新意，以启发未来的设计创作。其中既有创作原理的继承和发展，又有形象的借鉴与创

作。就是吴良镛教授提出的“抽象继承”的观点，应该成为我们继承与发展传统城市空间艺术的基本原则。  

第二，正确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艺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们欢呼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不难发现，我们的城市从东到西、从南到

北、从大到小都是似曾相识的熟悉面孔。平屋顶、白磁砖、火柴盒式的高楼和阳光下使人眩晕的玻璃幕墙充斥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

国城市空间艺术正在丧失着自己的地区性、民族性和传统文化艺术的审美性。这就是专家们惊呼的“特色危机”。  

引起这种危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对外来的城市空间艺术进行正确的吸收与合理利用。我们在吸收外来文化艺术的过程中，有

着极大的盲目性。照抄照搬，以为只要和世界发达国家具有相同的建筑设施和城市空间艺术形式，就是实现了城市建设的现代化。孰不

知，如此下去，不仅使我们的建筑与城市空间艺术丧失了民族化和本土化，还将使世界性的“城市病”蔓延到中国的城市化当中，严重地

影响着我们的建筑与城市空间艺术的发展，甚至危及到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健康发展。  

盲目的照抄照搬究竟让我们得到了什么？这应该是中国当代的设计师们需要认真反思的问题。  

诚然，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把自己封闭起来。但是，面对外来文化艺术，我们应该坚持正确的“拿来主义”。研

究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深入剖析外来文化艺术的历史经验和成功之处，寻求吸收和利用的最佳切入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优秀的世界

文化艺术与中国发展着的民族文化艺术结合起来，创造新世纪的中国当代城市空间艺术。这种结合，绝不是简单的一加一，而是两种文化

在一个统一体里发展的融汇贯通。  

第三，实现科技艺术化与艺术科技化的完美结合。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高科技必将不断地运用到城市空间艺术当中，这将是城市空间艺术发展的全球化趋势。在这样的

大趋势下，我们应该探索出一条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的道路，也就是科技艺术化与艺术科技化的新思维。  

著名的悉尼歌剧院的设计，就是一件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作品。是高科技的发展实现了歌剧院特殊的艺术设计，使其能够在科技发展高

水平条件下，满足了现代建筑艺术设计的需要，从而使现代城市空间艺术多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艺术也应该将科技

与艺术融为一体，用艺术的形象思维去创作优美的城市空间；用高科技手段来构筑现代化城市空间，进而实现完美的现代城市空间艺术。  

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科技的负面影响。将科技与艺术完美结合，必须理解科学与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使高科技成果的应用具有可持

续发展性、合理性、文化性。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优美的城市空间形态与艺术形式，使城市空间艺术更加合理，更加具有美学价值，从

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四、加强教育，提高全民的艺术鉴赏能力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艺术，提高人居环境的艺术美学水平，除了要拥有一支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包括艺术家，城市规划专家、建

筑师、工程师等等在内的专家队伍外，还应该有一套不断提高城市居民艺术美学修养的宣传教育传统，使人们在不断创造城市空间艺术美

的同时，学会鉴赏与保护。  

城市空间艺术美学的宣传与教育，包括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承，不可偏执。所谓提高，就是要求我们加强专业化教育，尽快

培养出一批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艺术设计人才。这种艺术设计人才，除必须具有极强的高等艺术设计专业知识和技术功底外，还必须

具有广博的现代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的艺术创作。那种学理工的不懂艺术，搞艺术的不懂科技的

教育模式应该得到纠正。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应该成为具有艺术修养的工程师，我们的艺术工作者应该成为具有现代科技知识的艺术家。

如此，才能创造出符合现代科技水平，具有鲜明艺术活力的城市空间形态。在这方面，首都一些高等院校的作法值得推广。  

所谓普及，就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对大众进行现代科技、可持续发展、艺术美学等等知识的普及教育，使大众了解和掌握现代文明社会居民

应该具备的知识，从而与艺术家和科技工作者，共同创造和保护我们艺术化的城市空间。只有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保证城市空间

艺术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在这方面，大连、青岛等一些城市，为我们树立了可

以学习的榜样。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自然生态学的概念，更是一个历史发展范畴。人文科学、艺术美学，理所当然应该包含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范畴

中。所以，加强教育，提高城市居民整体素质，是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艺术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城市空间艺术的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和科技工作者，以及全民责无旁贷的历史

使命。继承和发展传统的， 民族的优秀文化，正确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把科技与艺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把保护自然环境与改善人文

环境统一起来，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艺术，不断为人类提供更加美好的生存与发展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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