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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作用 城市在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的产物，

但在它集聚、生成以及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朝着一定的

方向定型的具体过程中，总是要受控于一些具体的力量。 一

面是生活的自然需求，一面是王权的意志，这是概括了的城

市在初始阶段所遵循的全部主客观原因，它们共同决定了城

市的物质要素及其结合方式。 相比之下，作为主观原因的王

权意志表现得更为活跃，正是它的种种表现使得城市同以往

的村落有了本质的差异。应该说，村落过去所有的功能和要

素基本上都被城市所承继，但在王权的介入下，一切又有了

新的变化。 现在，人们将分散和集中作为区别村落和城市的

基本特征，但集中不仅是物质要素在空间上的简单聚拢,更重

要的在于集体力量的凝结和统一意志的形成，而这种状态是

在王权的驯服下才得以实现的。 因此,城市的诞生不是人们欣

喜的创造，而是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斗争。历史，总

是这么一种无奈的二律背反，文明往往要用不文明的形式来

创造。 剩余的人力，剩余的粮食及种种，虽然村庄为城市生

活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并且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孕含着城市

的胚胎构造，但它不会自动转化，向更高的形式迈进。作为

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达到巩固的形式代表，村庄在经过几千

年的发展达到了这么一种限度后，因循与守旧等保守成分成

为它的主要品质，很难有内在动力去争取进一步的发展。自

我满足再加上空间距离和物质环境的阻隔，每个村庄实际上



都自成一个世界，老子所说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

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使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生动地描述了这个世界里村民生活理想的状态。如果没有

什么惊扰，这种自满自足，墨守成规的村庄生活会几千年不

变地继续下去。刘易斯芒福德形象地把原始村庄比作一个未

受精的卵，而不是已经开始发育的胚盘，它还有待于一个雄

性亲本向它补给一套染色体才能进一步分化，发育成更高更

繁复的文化形式。 新的活力来自阶级的分化。剩余价值的产

生带来了所有权的问题，诱发了争斗，部落首领在竞争和冲

突的过程中，凭借有利的地位，以暴力手段占有财富，掌握

了政治、经济、宗教权力，形成集权局面，开始了少数人统

治大群人的单方面的统治关系。逐渐地，这种集权形势把粗

野的原始酋长改造成了令人敬畏的国王，阶级分化从此产生

了。 劳埃德 摩尔根和威廉莫顿惠勒所谓的新事物（emergent

），是指事物在发展进化的过程中，一种新因素的介入，不

仅会使原有物质的数量有所增加，而且会导致一场全面的变

革，导致一次新的组合，从而使原有实体的性质发生变化。

城市从乡村的脱胎，无疑紧扣了这一概念，所介入的新的因

素，则无疑是国王手中强有力的权势。 我们知道，城市的兴

起是在一个有限的地域环境内将此前处于自发分散和无组织

状态的许多社会功能聚拢，形成一个复合体。如果没有统一

的号令，这样聚拢的顺利实现是很难想象的。在王权制度形

成以后，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具体说来，就是为了对内维

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进行防御或攻击，有必要建立一个

力量据点。在这种动机下，统治者以强制的手段将长期以来

处于相互分离、各自为政的社会因子、社会权力动员起来并



束集在由城墙封围而成的“城市”这么一个大容器中，形成

以政治、军事或宗教为核心元素的城堡，控制着辖区之内的

社会组织并对其活动发出统一的号令。这是人类文明的第一

次大发展时典型的社会运动现象，是城市形成的直接促动因

素。 刘易斯芒福德明确肯定了王权制度在城市诞生过程中的

重大作用，他说：“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

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

权制度。我们现今所熟知的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和

商业化，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还只是一种附属现象，而且

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晚些。⋯⋯在城市的集中聚合的过程中

，国王占据中心位置，他是城市磁体的磁极，把一切新兴力

量统统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置于诸宫廷和庙宇

的控制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则将亘古以来只是

一群建筑物的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向这些地方派出行政

官去代他管辖，不论在新建的城市或改建的城市中，国王的

统治使这些地区的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决定性的

变化。” 国内对城市起源的探讨，多着眼于经济学的原因。

其实社会大分工对城市的起源属于前提性的作用，只是提供

了必要的背景条件。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

了剩余价值，在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中阶级分化，造就了王权

，城市在“王权”这只手的直接操作下才得以成型。分析近

２０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愈发证实了这样的结论。城市与

阶级、国家的产生不可割断的关系是这个结论最好的注脚。 

从《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来看，战国至汉初，人们是认

定夏鲧为作城的创始人。也有筑城始于禹说，《艺文类聚》

卷六三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



战，城郭自禹始也”。当代学界也一般以夏代为我国城市的

起源时期。至于筑城的目的，《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守民”之说已成共识。再一次佐证了王权是城市起源

的关键因素。 既然筑城为君，那么在方式上便处处贯彻这一

原则，并且这一原则作为主导因素长期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

的建设。马克斯韦伯在谈到中西城市的差异时，认为关键的

一点是中国城市缺乏西方城市那样独立的政治自治地位，是

作为附属依赖于皇室，故而中国城市的发展，主要并不是靠

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有所作为，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

的功效，因而中国城市在形式上明显显示出理性管辖的特征

。 其实，西方城市也只是在中世纪之后，市民阶级兴起，城

市才逐渐摆脱了封建王者的统治，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表

现出新的形式。在它初始的时期和发展的历程中，都经历有

受王权的支配而呈现一种特殊的理性形式的阶段，其组织方

式主要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贯穿着他们的意志

。除古代埃及、日本和英国外，高大的宫殿、庙宇居中，环

以坚固的城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早期城市的典型模式

，对内对外展示着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震摄的力量。这样

以实体形式传达威势信息成为所有专制主义地区和时代城市

建设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世界城市的古典时期大都是以此

为特征的，尽管具体的手法有种种的相同和不同。 有充分理

由认为，王权作为最重要的参变因素在城市的产生中起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它的介入触发了远古村落的细胞分裂，生成

城市这个新的生命有机体，并且象基因一样主导着城市机体

的生长过程及功能和形态特征，构成城市的第一个起步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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