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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8E_B0_E4_BB_A3_E4_c57_613755.htm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

前沿城市，在短短160多年历史中急速膨胀，成为一个景观性

很强的“人造幻境”。这与“个体力图呈现自己，每个人都

可以说是社会中心点”的后现代“球体网状景观社会”之间

正好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对应。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梁永安日前在上海双年展系列讲座“后现代文化与上海景观

社会的构建”中，对此进行了阐释，并提出几个优化上海城

市景观的建议。 梁永安指出，不同于特权、等级时代的“金

字塔式文化”和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以后，各领域精英纷纷追

逐“中心”的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文化“反本质”、“去中

心”的特色，将文化产品的辨识、判断和过滤权更多地交给

了每一个普通的“看”者本身。个体在这个民主解放的时代

，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力量，但同时，人在社会中要辨识自

己，尤其依赖城市景观构成的符号系统。 如何更好地把“人

作为社会中心点”的特征在城市中释放，通过人与人之间的

交互来激发更多的城市文化创新？ 梁永安认为目前上海还存

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缺乏像新加坡的狮头鱼身像、哥本

哈根的小美人鱼、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那样在市民心灵中对其

有很大认同感的城标。外滩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在的位置作为

上海老城厢、租界和浦东新区的交汇点，是城标的理想设立

地，但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时间上还不足以完全镇住这一带蕴

涵欧洲一千多年文化史的建筑，未来也许可以建一个类似原

住民打鱼之类意象的雕塑，来代表更悠远的上海历史，让市



民凭借其回望自己的精神故乡。 二、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

是不同来源的人所激发出的文化原创力。目前的上海则缺乏

一个文化核心区。人民广场一带虽然聚集了大剧院、博物馆

、美术馆，但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多种文化元素相互冲突、交

汇的市民生活世界，主要售卖生产工具的北京路和主要售卖

普通日用、家庭装饰品的金陵路同附近的南京路、福州路、

豫园之间人流的反差巨大，很难构成相互的交错性。建议今

后将北京路打造为专卖高新科技产品的“银色大街”，将金

陵路打造成品牌时尚大街，相互不贯通的平行大街之间用地

下商业街联系，促进都市青年亚文化的成长。同时在“路”

文化之外，发展街区文化，避免人们在行走方向选择唯一性

的同时，也失去在社会生活中丰富的自我判断和对各种价值

的比较观及认识的纵深性。 三、人们在上海这个演变急速的

城市中，往往只看到高楼大厦，要让人获得高于物的“城市

主人”地位，需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城市符号标识体系，强化

城市漫长发展历史中留下的遗迹，形成像巴黎那样具有熏染

性的整体文化空间。四、在工商业发达、分工特别精细的时

代，城市人在各自的分工中生存，但每天的生活其实大多只

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徘徊，个体对城市生活的介入度很低，

个体与个体之间事实上也几乎互相看不见彼此的生活，城市

表面上很大，但实际上近乎一个乡村社会的结构。如何让城

市中大量优质的劳动得到展示、呈现，并在呈现它们的同时

带动市民之间的互相体认？梁永安建议城市影像工作在提供

城市地下轨道建设、高科技园区开发等“此刻的现场”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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