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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学 :结构框架与理论基础

刘士林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 : 　在学科框架的层面上 ,都市文化学的基本结构要素主要有五项 :一是“都市 ”,

这是都市文化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必须依托的“物质条件 ”或“社会基础 ”;二是“都市文

化 ”,在其最高环节上 ,都市文化即当代国际化大都市特有的文化模式 ;三是“都市文化生产与

消费模式 ”,这是都市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典范形态与集中表现 ;四是“都市文学艺术 ”,这是

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过程最直接、最重要的感性表现形态 ;五是“都市社会 ”,这属于“外部研

究 ”,是理论解释、批判现实的自然延展。在方法论上讲 ,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

把钥匙 ”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在价值理念上 ,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个

人 ”理论是研究都市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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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文化学是在以“国际化大都市 ”与“世界

级都市群 ”为中心的都市化进程 [ 1 ]中 ,通过人文

学科 (其核心是中国文学 )与社会科学 (其核心是

城市社会学 )的交叉建构、理论研究与实践需要

的紧密结合而形成的一门世界性前沿学科。在经

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

间、先进的生产能力及富可敌国的经济总量、发达

的现代交通网络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形成的都市社

会正在成为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背景。与此

同时 ,在大都市社会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扩散的新

型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不仅直接冲垮

了中小城市、城镇与乡村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与

精神文化生态 ,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文化

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

是都市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发生并

不断升温的现实背景。但另一方面 ,由于当代人

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架构过于专业化与精细化 ,以

及主要是以现代理性精神系统为其价值理念等特

点 ,使它们很难从容应对以多元性与异质性为主

要特征的都市社会 ,并完成对以消费性与欲望性

为主要内涵的都市文化的阐释与批判任务 ,这是

都市文化研究在当下得以产生并受到广泛关注的

学理契机。尽管都市社会与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内

容庞杂、层面众多、矛盾复杂 ,不仅很难解释清楚 ,

甚至不容易找到一个逻辑起点。但正如社会学家

所说 ,都市社会“表现出很多变数 ,但并不是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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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 ,毫无逻辑可言 ;相反 ,它们‘互为关联组成

一个有机整体 ’。”[ 2 ] ( P485)
对于都市文化也是如

此 ,尽管它表面混乱得无以复加 ,没有任何规律与

结构可寻 ,但本质上却是当代都市社会生活与都

市人精神生态的反映、折射与表现 ,并在深层以都

市社会为中心相互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由此可

知 ,都市文化本身不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法研究的

对象 ,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地认识这个对象的基本

结构框架 ,并从现实需要出发确定一个用来规范

与引导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实践的价值理念。进

一步说 ,对于都市文化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 ,最重

要的是如何确定都市文化学的基本结构要素及其

相互之间的结构关系 ,而对于都市文化学的价值

问题 ,最关键的则是如何获得一个具有合法性与

普适性的理论基础。

在学科框架的层面上 ,都市文化学的基本结

构要素主要有五项 :一是“都市 ”。这是都市文化

作为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必须依托的“物质条件 ”

或“社会基础 ”。没有不同于人类其他聚落形态

的“都市 ”空间 ,就不可能生产出“都市文化 ”模

式。“都市 ”的“历史还原 ”与“逻辑给予 ”,是使

“都市 ”范畴获得自身规定性的必要手段。从前

一方面看 ,“都市 ”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

间形态 , 对其原始发生、历史源流、在不同民

族 ———区域的表现形态及自身特殊发展与演变规

律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在历史语境中理解与把

握什么是真正的都市。从后一方面看 ,都市化

(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代表着城市化 (U rbani2
zation)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城市化是人口、资

源等从农村地区向城市社会的聚集 ,在空间结构

上可分为农村城镇化、城镇中小城市化、中小城市

特大城市化 (都市化 )三种基本模式。都市化是

以“国际化大都市 ”与“世界级都市群 ”为中心的

城市化进程 ,借助优越的地理环境、雄厚的经济实

力、完善的服务体系 ,这一进程迅速打破了人口流

动平缓、流量均衡的传统城市化模式 ,使原本分散

在乡村、城镇、中小城市 ,以及不同地区与国家的

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等迅速地实现了

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

城市集中。都市化进程既是城市化进程最高的逻

辑环节 ,也是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新特点。由此

可知 ,当代“都市 ”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

间形态与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逻辑环节高度统

一的结果。

二是“都市文化 ”。与当代的都市化进程密

切相关 ,都市文化模式形成于当代都市社会这一

特殊的人类生活空间 ,直接表现为一种与乡村、城

镇、中小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在其最高环

节上 ,都市文化即当代国际化大都市特有的文化

模式 ,在其内部含摄着此前各阶段人类文化的精

华与要素 ,都市文化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高级精

神形态 ,也是当代精神生产与消费的中心。对都

市、都市文化从历史与逻辑、传统与当代等角度进

行分析与梳理 ,是都市文化学学科建设最重要的

逻辑起点。

三是“都市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 ”。这是都

市文化在当代世界中的典范形态与集中表现。由

于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的原因 ,传统的精神生产

与文化消费既自觉地屈从于政治意识形态要求 ,

也受控于一个时代实际的经济生产力水平。但随

着消费社会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培育与发展 ,特别

是在文化产业、创意经济等典型都市经济生产方

式的带动下 ,都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已成为更高

级更先进的生产力要素 ,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

政治与经济的限制 ,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自律性 ”

或“自在自为 ”的存在特点。

四是“都市文学艺术 ”。这是都市文化生产

与消费过程最直接、最重要的感性表现形态。与

传统的文学艺术相比 ,都市文学艺术在审美经验、

审美趣味、生产技术、消费模式、价值判断、艺术理

想等方面表现出非常多的新特点。对都市社会中

全新的文学样式、艺术类型、审美思潮等进行解读

与阐释 ,既可以帮助当代人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

活现实与内心世界 ,也可以为人们如何摆脱都市

社会异化提供一种重要的人文精神资源。需要特

别提示的是 ,由于传统文艺学美学理论主要是农

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产物 ,其固有的概念、范畴、

方法与理论体系已无法胜任解释与批判当代都市

文学艺术的理论任务。在这个意义上 ,都市文化

研究本身也是飞速变革与发展的当代现实需要的

直接产物。对当代都市文学艺术经验的关注与研

究 ,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传统美学、文艺理论等人文

学术的学科更新与升级。

五是“都市社会 ”。如果说生产与消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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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属于都市文化学的“内部研究 ”,那么“都市

社会 ”则属于“外部研究 ”。两者既相互联系 ,又

有很大区别 ,后者是理论解释、批判现实的自然延

展。都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与深化 ,使

城市与乡村的命运逐渐掌握于国际化大都市或都

市群之手 ,都市文化及都市人的生活方式也直接

或间接地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

上 ,都市文化学必须越出大众文化、审美文化、美

学、文艺理论等范式 ,对在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

种都市社会问题 ,如城市危机、都市精神生态、公

共文化、都市群落等予以高度的关注 ,这可以使都

市文化研究实现其固有的现实价值。

在理论基础上 ,主要是如何完成从“多 ”到

“一 ”的话语整合与价值重构的问题。实际情况

正如人们在当下所见 ,由于都市文化本身的重要

性 ,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乃至自

然科学卷入进来。一方面 ,正如社会学家把都市

比喻为“一口煮开的大锅 ”,由于都市文化自身固

有的多样性与异质性 ,任何一个学科在介入都市

文化领域时都有一定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 ,由

于这些学科自身固有的专业化与精细化特点 ,特

别是在研究都市文化时彼此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

所以往往更加剧了这一新学科建设与深入研究的

困难与障碍。就研究现状而言 ,当下主要有两大

话语谱系 :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为核

心的实证科学研究 ,主要集中在经济、人口、空间

等“硬件 ”方面 ,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

面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

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 ,主要集中在

都市时尚、流行文化等“浅表 ”层面 ,由于缺乏必

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 ”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及

政治经济学眼光 ,所以也不可能完成“解释都市

现实 ”乃至“批判都市存在 ”的理论任务。其后果

是直接造成了都市文化研究在知识上的“后现代

化 ”,使都市文化成为一个不可理喻、失去控制、

“人言人异”的对象。由此可知 ,在众多的实证科

学、人文科学理论与方法中确定具有本体论意义

的基础理论及总方法论 ,对于把都市文化研究逐

渐发展为一门具有科学的范畴体系、严密的内在

逻辑结构及规范的知识生产机制的世界性前沿学

科 ,是十分重要与必要的。

都市文化在形态上的整体性与结构上的统一

性 ,在逻辑上需要确立总体性的方法论与普遍性

的价值理念。这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哲学中去寻求

根本性的解决之道。

在方法论上讲 ,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

解剖是一把钥匙 ”可以为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一种

总体性的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 ,“低等动物身

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

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 3 ] ( P108)
,这个“钥

匙 ”方法论的精华在于逻辑地把握事物发展的最

高环节。正如“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

供了钥匙 ”一样 ,作为人类城市文明发展最成熟

形态与最高逻辑环节的当代都市 ,也为我们站在

更高的历史阶段、以更为全面的理论视野认识与

把握人类文明的本质提供了新的对象。对于都市

文化学而言 ,其重要意义有三 :一是对都市本质的

认识与把握。尽管由于历史形态的复杂使都市本

身不容易界定清楚 ,但根据马克思提供的总方法

论 ,可以把历史上的都城看作是尚未发展充分的

“猴体都市 ”,只要我们充分地研究作为其最高环

节的当代国际化大都市 ,就可以根据这个“人体

都市 ”的原理与机制去认识与把握城市的各低级

阶段。这是都市研究必须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

中心与主要对象的根本原因。二是对都市文化深

层结构的认识与把握。与前者相一致 ,对当代国

际化大都市文化模式的深入认识与把握 ,本身就

是研究其他人类城市文化形态的一把“钥匙 ”。

这是都市文化研究必须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文化

模式为中心与主要对象的根本原因。三是“钥

匙 ”方法论还为我们处理各种城市文化理论与研

究方法提供了基础性“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 ,

城市文化理论与方法不胜繁多与杂乱 ,但根据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 ”的总方法

论 ,只要我们在每一种研究方法与知识谱系中抓

住了其最高逻辑环节 ,就可以将“一大堆 ”由于历

史与逻辑的原因而丧失其合法性的东西超越掉 ,

从而保证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理上的创新性与技术

上的先进性。由于都市形态的多样性、都市文化

模式的开放性 ,以及都市研究方法与话语谱系的

复杂性 ,它在逻辑上就相应地需要一个在机理上

更加复杂的分析与阐释系统 ,才能完成对都市文

化进行思考、认识、批判与建设等理论与实践的多

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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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值理念上 ,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的个人 ”

理论是研究都市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在马克

思看来 ,一方面 ,“全面发展的个人 ”是人自身再

生产的终极目标 ,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

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

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 ”[ 4 ] ( P500)
。这理所当然地

也是当代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在

都市化进程中 ,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

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 ”的主要矛盾已由乡村

转移到城市 ,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 ,所

以 ,其在当下更确切的含义可以阐释为人如何在

都市化进程中“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

得到自由发展 ”。另一方面 ,人的全面发展不可

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

础上达成的 ,所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

学手稿 》中又特别强调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 ,

个人 ,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 ,就越表现为不独

立 ,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5 ] ( P21) 这对于那种

想逃避城市化、希望在田园或“边城 ”获得自由与

解放的各种反城市化思潮是一种理性的清算。把

这两方面的界定与要求整合在一起 ,如何减少人

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命运 ,如何在现代化大

都市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与和谐发展 ,是当

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

值理念。

都市文化研究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是 :在迅速

的都市化进程中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 ,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与和谐生存。其主要理论任务是为当

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

架 ,以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

体验与杂乱的外在社会经验 ,使其在生命主体与

都市社会之间建立起真实的社会关系与现实联

系 ,并在这个现实生活世界中去努力探索实现人

生命本质力量的历史必由之路。而都市文化学的

学科框架与理论基础的建构与探索 ,将为此提供

一种可持续的科学理论基础与智力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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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uctura l Fram e and Ra tiona le of M etropolitan Culture Research

L IU Shili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On the p lane of discip line frame, there are mainly five basic structural elements of the metropolitan culture study.

The first one is“the metropolis”. This is the“physical condition”or“social basis”which metropolitan culture as one kind of

special cultural shape must depend on. The second one is“the metropolitan culture”, which is the unique cultural pattern of con2
temporary internationalized metropolises on its highest link. The third one is“the metropolitan culture p roduction and consumer

pattern”, which form the model shape and the concentrated exp ression of metropolitan 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fourth one is“the metropolitan literary art”, which is the most direc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percep tual performance pattern dur2
ing the p rocess of the metropolitan culture p roduction and consumer pattern. The last one is“the metropolitan society”. It be2
longs to“exterior research”and it is the natural extension of theoretical interp retation and critical reality. In term s of methodolo2
gy, Marx’s“the human body anatomy is a key of the monkey body anatomy”p rovides one kind of overallmethodology for metro2
politan culture study. In the aspect of value idea, Marx’s theory of“full - developed individual”is the most important philo2
sophical foundation for researching into metropolitan culture.

Key words: metropolitan culture study, structural frame, ration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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