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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8_B2_E5_9F_8E_E5_c61_93432.htm 20年的改革开放，使亿

万中国农民甩掉笠帽，进入城市。中国社会正迅速从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过渡，同时城市建设正经历着一

个史无前例的大建设过程。从未有过的经济实力，象一把双

刃利剑，在雕塑着我们下一个世纪半数以上中国人所要居住

的生活环境一个令我们的后代引以为自豪的优美城市？还是

一个令人遗憾，却欲罢不能、居之不安的钢筋水泥丛林？其

关键之一是看我们的城市建设的决策和设计者是否能摆脱时

代的局限性及其孪生体“暴发户意识”。 一、 城市建设中的

“小农意识”和“暴发户意识”及其危害 小农意识是指在小

农经济背景下产生的和适应于小农经济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

式。其本身并不应作褒贬，但小农意识支配下的城市建设却

祸害非浅。而且，因为它是时代给每一位社会人的烙印，具

有普遍性和顽固性，要求主体特别是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必须

通过学习提高认识，超越时代，方能摆脱之。小农意识表现

在许多方面，剖而析之，其对城市建设的危害最大者莫过于

以下几个方面： 1、庄稼意识 只种庄稼，不种杂草；吃害虫

的青蛙是该保护的，偷吃粮食的麻雀则要除掉；七星瓢虫为

朋友，五星瓢虫则为祸害，这在农业生产中本是天经地义的

。而这种意识指导下的城市建设则有害无益。许多市民也许

都有体验，某些城市中一号召大搞卫生，创建卫生城市和园

林城市，其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除杂草。只有奇花异木是应

栽培和维护的，盖荫棚，建温室，竭尽所能。对外国引进的



草种视为“庄稼”，而对本乡本土极具繁衍力的杂种，视为

杂草，于是委派大量人工除之，以除草剂杀之。殊不知鲜花

也原是杂草，异草奇木在当地也是杂草路灌，原来杂草之说

无非是乡土植物而已，它们最具有适应能力和繁衍能力，因

而最具有生态价值。在每天都有20多个物种消失的今天，乡

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已成为一项全球性战略。在建筑、农田

、牧场和人工林场侵吞蔓延于全球的今天，城市绿地，则是

乡土生物多样性的最后避难所之一。随着时代的推移，小农

意识下的“杂草”、“野树”之美会被人进一步认识。 2、

好农人意识 勤于除草施肥，精耕细作，刻意于农艺美，是好

农人意识的集中反映。在城市建设中则体现在广作模纹花坛

，精于植物的整形修剪，更有龚自珍所谓“病梅”种种（这

里并不是对中国盆景艺术的否定），用花草堆成龙凤宝塔之

形。在特定场合，为特定目的（如儿童乐园）限量做做本无

可非议，但在大都市之街上、广场上大行其道，未免令人啼

笑皆非。顺便要说明的是，模纹花坛和树雕之艺术源于十六

世纪法国皇家宫苑的造园艺术，而流行于中国各大城市的模

纹花坛、树雕之类无非是这种艺术的仿制品而已，只不过趣

味更低级；更谈不上其中国文化之特色。 3、庆宴意识 小农

经济下的个体与群体的剩余产品和价值非常有限，而人又有

穷奢极欲的天性，这就使得小农社会在一种为狂欢而节俭；

为片刻奢侈而持久的“凑合”这种氛围中挣扎。因此，一年

中有一可以尽情消费的节日过年，将一年的艰辛与节俭所蓄

尽在几天内消费殆尽。而且，所谓走亲串友，增进友谊，其

实多带攀比之意，看谁家宴席最大，礼品最丰。人一辈子则

无非两大节日（确切地说是一个），可疯狂消费一个是结婚



之红喜，一个是死亡之白喜；前者将父母一辈子的所有积蓄

，加之自己前半辈子的积蓄尽皆挥霍殆尽；后者则尽晚辈之

所有，将亡故之悲，化为狂饮、狂欢之“喜”。其余时间便

是漫漫的“凑合”，令人嘘叹的节俭。这种小农意识在现代

城市中，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君不见广场街道“五一”、

“十一”的花坛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气派，而且，年

年翻新。今年是五千盆菊花造就的彩凤，明年是10万株五色

草堆成的巨龙；君不见“大庆”、“献礼”之工程一个比一

个豪华，一个比一个张扬。只可惜，节日才尽，游客散去，

花凋草枯，地裂墙驳，剩下的时间则是每一个居民必须面对

的缺乏生机的钢筋水泥丛林。一个可信的估计是，每年各大

城市用于“五一”、“十一”大庆摆花，设花坛“宴”的投

入足以为每个城市建成一个居民天天可以享用的不算小的城

市绿地或公园，何乐而不为呢。如此看来，城中大摆花坛之

宴与红白喜事之“宴”一样，被称为劳民伤财和低级趣味，

并不为过。 4、泥土意识 泥土意识表现为一种摆脱与农作、

农民紧密相联的“泥土”后而终于成为“城里人”的喜乐。

那种 “城里人”面对双脚沾满泥土的“乡下人”而持有的优

越感，使大量的城市“新移民”以不粘泥土为自豪，而去追

求光亮和铺装的广场。于是乎，瓷砖大行其道，不仅厨房、

厕所是瓷砖的，卧室是瓷砖的，墙是瓷砖的，地是瓷砖的，

就连花坛、水池和树木的种植坑也是用瓷砖衬贴的。瓷砖的

横行，使中国地域文化景观的多样消失殆尽。不必多时，人

们很快会认识到，原来人们所欲摆脱的“土”恰恰是最具有

生机和最为人所需要的。 5、领地意识 划分领地和对领地的

捍卫是人和许多其它动物的一种本能，本来不应加以褒贬，



但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这种领地意识之危害不可低估。 首

先是将土地切块“零售”，以红线为界容开发商各自规划设

计，于是乎，高楼林立，各显其能，却毫无整体城市形象；

自然的生态过程和景观元素如水系、绿地无法维持其连续性

。 第二，是绿篱和围墙的泛滥。绿篱本来起源于欧洲牧场中

的牲口围篱，后来作为景观艺术，本无可非议，但其如此泛

滥于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和公园大院，却反映了城市建设想

象力的贫乏。同时，把本来有限的城市开放空间分隔得支离

破碎。 第三，是城市建设中的“财水不外流”意识和行为。

包括将建设项目作为对本来没有能力的设计院、所或工程队

的一种“福利”，即使所谓的“招标”也无非挂羊头卖狗肉

。结果，不但糟蹋了城市，也糟蹋了人使专业人员和工程人

员失去了向高水平学习和奋斗的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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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