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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6/2021_2022__E7_95_A5_

E8_AE_BA_E5_9F_8E_E5_c57_506778.htm 大众的流行文化和

社会心理鲜明地积淀在城市建筑上。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

东部的中小城市、城镇和广大农村，不变的时尚是磁砖贴面

、蓝玻璃的现代建筑。它为什么会如此深入人心、广为流行

而且经久不衰，当成为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在

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建筑时尚则经历了火柴盒式的高层建筑

、高楼大厦 小亭子、摩天大楼 玻璃幕墙，以及仿欧洲古典建

筑等不同的阶段。许多人到了欧洲之后，只见绿树掩映中的

小楼而难觅高楼，不禁怅然若失，不知究竟谁更现代化。 欧

陆风情不可阻挡地成为最新的流行。当上海含情脉脉地重温

其晚近的这一小传统时，各个城市则由娱乐场所大力张扬这

一最新时尚。形形色色的娱乐城无不装饰着罗马式的柱廊，

以及比例失调的西洋裸女雕塑。直接请法国建筑师设计成为

最酷的豪举。北京王府井的步行街和上海南京路的步行街均

出自法国人之手，在建筑风格乃至建筑材料上都十分相似。

当你在王府井行走，正如在建国门的街头漫步，经常会产生

不知身在何处、时空倒错的感觉。 城市社会的真正内涵，是

市民的交往空间、共同文化、政治生活的形成和扩大。市民

文化成为城市社会的一个恰当度量。 正是在上海的淮海路、

衡山路，令人体味了街道的人间尺度和城市的人间情怀。充

满人道的街道的特征之一，是马路两侧的绿树可以热烈地相

互交接。接续了昔日茶馆、咖啡馆的传统，上海街头遍布的

红茶馆再次成为老百姓的生活空间，在那里年轻人和工薪族



可以放松地打牌、聊天。生活就在此处。那也曾是老北京生

活的况味。然而，北京的茶馆自几十年前消匿之后，成为了

话剧舞台上的保留节目。当它重返人间时，却成为向洋人展

销京味的旅游场所，或者台湾人开办的高消费去处，在那里

，我看见过白领在下围棋。类似地，毗邻使馆区的三里屯酒

吧一条街明确成为外国人的社交场所、北京的高级白领和文

化另类的身份认证处。 广场的处境是另一个说明。当群众性

政治集会的功能消亡之后，天安门广场便越来越因缺乏实际

功用而显得大而无当和无所适从。在这片干燥、炎热、坚硬

和广阔的场地上，人依然渺小且坐立不宁，难以解决各种日

常的需要。上海的人民广场则迅速完成了转型，用博物馆和

歌剧院标榜文化中心的形象，用商场、绿地和广场鸽使之成

为市民休闲、购物的实用场所，消解了体制文化的传统象征

。然而，精明强干的政府在它巨细无余的管理中，也消解着

另一种可能性。整洁干净的上海，既没有北京那样的遍地流

民、猖獗的版，也没有北京那样丰富活泼的体制外文化空间

；既没有浙江村，也没有中关村。 城市快车依然循着世俗化

和商业化的轨道凯歌行进。建筑师和规划专家的反思认为，

二战以来在现代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大规模改建为特征的城市

更新运动，在西方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应该认识到“社区

发展”规划、渐进式规划、公共选择规划、历史街区修复、

小规模改建、住户自建等多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大城

市的生与死也许再度成为令人兴奋的话题。 （百考试题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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