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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夹 摘要：“城市是文化的容器。” 它承载、凝固的不仅

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

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文化等等。北京在不同的文化的交

汇中，在不同体制文化的塑造下形成了独特的面貌，本文从

不同年代不同的历史背景简要论述了民族文化、港台文化及

大众世俗文化对城市建筑及城市面貌的影响，并对城市的发

展及文化走向提出了一些见解。 关键词： 城市建筑 建筑文化

一、引言 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有句名言“城市

是文化的容器。”的确，不同的城市面貌、街道景观，是我

们区别、认识不同文化最直接的途径。城市建筑被称为“凝

固的音乐”，它承载、凝固的不仅仅是建筑艺术，而且是不

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政治

文化等等。 二、北京城市建筑文化阅读 作为首都，北京成为

一个活的标本，一个令人读之不尽、百感交集的“文化的容

器”。它不仅在体制文化的塑造下，而且在各种不同文化的

冲突和张力中，形成了今天的面貌和品性。本文就以北京市

为例，略谈一下城市建筑的文化内涵。 在五十年代，北京建

设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安门广场，长安街的建设和一批

标志性公共建筑上。十里长街，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广场，人

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

、中国美术馆等“十大建筑”，构成了以雄伟、庄严、壮丽

、堂皇、开阔等为特征的新国都的视觉形象，以寄托解放、



新生、自豪感之类的情感。中南海、天安门城楼等历史建筑

文化意蕴的转换，突出体现了新体制文化对传统权威的借助

和重构。在很长的时间内，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已不再是一个

历史建筑，而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的象征符号，如 “天安门

上太阳升”、“中南海的灯光”之类话语所寄寓的意义。 “

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一文化公式在建筑学上的

体现，是“经济、实用，在可能的情况下追求美观”的原则

。一批民族风格的公共建筑，体现了当时主流的建筑理念，

其典型为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琉璃瓦大屋顶的建筑。它

很快就遭到制止和批判━首先是由于“反浪费”，然后上升

为政治问题━但这一早期尝试毕竟为新中国建筑的文脉写下

重要一笔。这一时期的建筑实践与南京民国时期的新建筑可

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看来，当年新北京的形象塑造，

首都建筑的“宏大叙事”大体上是成功的，透露出那一个时

代、那一代人的精神面貌、气度和有明确理念的审美追求，

以及城市控制（规划）的能力。 在市场经济、分权管理的新

体制下，城市改造新的主体是有关政府部门和房地产商，新

的强劲动力是商业利益。在全新的制度环境和利益机制中，

统一的城市规划虽然仍在制定，却失去了整合、制约的力量

。号称“中华第一街”的长安街上的当代建筑成为北京人调

侃的对象：正面棕黄色、侧面银白色的交通部大楼被称为“

阴阳脸”，门字型的海关大楼被称为“大裤衩”，曲折有致

、中间有一月亮门的妇联大楼名为“肚脐眼”⋯⋯ 再如九十

年代初建成的北京西客站顶上一个没有实际功能的巨大亭子

，耗资达八千万元之巨。它可能是一个标本，但集中了此类

建筑的某种文化特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八十年代以来



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当属港台文化，尤其是香港文化。当中国

城市开始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之时，香港高楼密集的都市风

光作为“现代化”的典型图景，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内地竞

相仿效的对象。当然，香港对内地建设的深刻影响，不止于

作为现代化的文化象征，而主要靠巨额的商业资本和大规模

房地产开发，为一些城市留下了直接的印记。在北京城，因

为开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

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但八十年代中期，混乱

无序的商业开发，致使在紧邻故宫的旧城的核心区内，在王

府井一带相继出现了一批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

等。与此同时，京广中心、京城大厦和国贸中心等玻璃幕墙

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

观。今天，无论在故宫、北海还是颐和园四望，背景无不是

林立的高楼。 三、当代城市建筑文化反思 当社会向市场化、

世俗化转变之时，建筑从过去更为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

感受、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力量、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以及

精英阶层的文化趣味，转为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即时需

要、时尚潮流等等。权力的结构也发生了转移，从建筑和文

化精英控制转为纯粹的商业操作。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

放弃了其应有的职责，屈从于房地产商。新的工作机制于是

成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这种不甚健康的商

业化，必然意味着历史传统文化的流失和建筑精英文化旁落

，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一座座失去记

忆的城市被大量复制，一批批速成、单调的建筑迅速填充着

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改变着人们的视觉。在新人类的词典中

，“广场”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



前庭路口：“花园”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森林”则是郊

外草木稀疏的苗圃。“世界公园”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

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着大众文化

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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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猖獗的盗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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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