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精神是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一项文化课题! 一个城

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精神"城市精神的实质是什么"虽然许多

城市在新一轮的发展当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对这

些问题却缺乏深层次的思考!
关于精神 问 题 的 认 识"人 们 往 往 容 易 犯 主 观 主 义"甚 至

虚无主义的错误!例如谈到上海的城市精神"有人就提出诸如

海纳百川"或者敢为天下先等等许多主观见解"结果成为一场

城市漫谈! 为什么# 因为精神永远无法通过直观去把握! 它既

存在于现实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之外!因此"就呈现出$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对精

神的认识必须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完成" 所以" 在哲学

中"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哲学的基本命

题! 其实"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并不单单是城市精神的问题"而

是城市的存在和发展与城市精神的关系问题! 这是城市精神

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正如我们研究人的精神问题"首先要解决

的并不直接是人的精神" 而是与人的精神相关的客观物质世

界的存在问题"以及客观世界与人的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无

论唯心主义" 还是唯物主义" 都把这一问题作为其研究的起

点!如果把精神从人的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最终必定会陷入

宗教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境地!

一! 城市精神中的"是然#与"应然#的双重哲学内涵

当我们试图从一个城市抽提出城市精神时"我们面对的

是早已逝去的历史!历史的轨迹为城市书写了她的文化!城市

精神是城市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说"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

城市精神"因为任何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城市精

神是城市文化的标志"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城市精神"文明古都

有文明古都的城市精神"现代都市有现代都市的城市精神"甚

至边远小城也有自己的城市精神!所以"城市精神的问题不在

于有没有"而在于是什么的问题! 就拿上海这座城市来说"一

两百年的城市发展史"为其留下了无数的文化篇章!从张爱玲

所钟爱的市井生活"到南京路上繁华夺目的霓虹灯"还有上海

(老克勒%们优雅而闲适的生活"上海城市的每一方寸中都寄

托着不同时代的每一个人对自己’对社会以及对这个城市的

依赖与期望& 这是城市存在的历史"它是城市精神赖以存在

的客观基础& 所以"了 解 一 座 城 市 的 精 神"首 先 必 须 了 解 其

(是然%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座城市是什么样的"包括曾经是

以及现在是什么样的& 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抽去这样

的历史过程"城市精神便无处扎根&
城市精神的另一层哲学内涵则是(应然%"也就是城市应

该是什么样的& 这里寄托着人们对自己生活空间的无限期望

与理想& 精神之所以为精神"在于其不同于物质"具有超越于

物质之外的东西"寄托着人们的愿望与遐思& 所以城市精神

既不是炫耀的霓虹灯"也不是老式的洋楼"更不是叮叮当当驰

过的老式电车"它存在于这些城市文化现象当中"又超然于这

些之外& 恰恰是这超越于现实之外的城市精神"才推动着城

市不断的发展& 正如我们经常说(人总是需要点精神的%"这

句话并不是说人没有精神"需要(加%进点精神"而是说"人要

有促进自我发展的精神& 其实"每个人的世界都包含着一个

精神世界"这个精神世界由一个人先天的性格’家庭环境’所

接受的教育’所经历的社会阅历决定"可以说"一个人的精神

世界是这个人的生存状态的集中体现& 但是"人不会满足于

现存的生存状态"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人们不应停滞于原有生

存状态& 于是"便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是一种社会的

价值取向"也就是说"你应该怎样发展"应该怎样满足更高的

要求"于是"便有了(需要点精神%的要求& 这是对人自身发展

的需要& 同样道理"当我们说到城市精神"其隐含着的便是对

这个城市发展的更高要求& 城市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应该如何发展"这是对城市发展的伦理与美学的观照"也是城

市发展的文化动力&
当然"城市精神的(应 然%要 求 也 不 是 空 中 楼 阁"任 意 规

划的"它必须建立在(是然%基础之上& 这(是然%的基础内容

包括两方面)一是城市 存 在 的 客 观 社 会 基 础"即 包 括 城 市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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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客观状态"城市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

城市面貌和城市精神" 工业化城市呈现的是工业化的城市精

神"信息化城市呈现的则是信息化的城市精神#二是城市存在

的时空基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而一切的社会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 没有一成不变

的社会存在"更没有永恒的社会意识$ 据此"对城市精神的把

握也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来进行" 城市精神一定是

当下的城市精神" 试图发现或建立一种永恒不变的城市精神

都是徒劳无益的$
总之"关 于 城 市 精 神 的 问 题"必 须 放 到 城 市 发 展 与 城 市

精神的关系之中去考察"把握了这一点"我们便有了把握城市

精神的客观根据"这样就不会流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空泛讨论$

二! 现代化城市面临的双重历史困境

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产生%精神&上的困扰"向自己提出

有关%精神&的问题呢’一般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当人的基本

生存需要得到满足"面临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按心理学家马斯

洛的人的五大需要说"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

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人的需要是依次不断提升的$ 当人的一

种或几种需要已获得满足时"便会有新的发展需要(这时"便

需要一种新的精神支柱来推动自身的发展( 另一种情况是当

人们对前途感到渺茫"人的精神在现实中找不到依托"于是精

神迷失"没有方向时"也会向自己提出有关%精神&的问题$ 这

时"人们会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对未来重新规划"以振作

精神"走向未来$
以上海为 例"上 海 城 市 精 神 的 提 出"面 临 的 正 是 这 样 的

双重历史困境)
一方面" 上海的城市发展已达到人均 !"# 近 $%%% 美元

的水平"这意味着上海的城市发展已渡过了基本生存期"在这

一 基 础 上 " 上 海 未 来 &% 年 的 发 展 目 标 已 经 明 确 " 即 人 均

!"#’%%% 美元" 可是" 这里显示的却不单单是数字的差距"

’%%% 美元和 $%%% 美元的差别不在于量的差别" 更为重要的

是质的差别"达到 $%%% 美元"主要依靠的是物质财富和经济

的增长"而进一步达到 ’%%% 美元"所依靠的不仅仅是经济的

增长"它更需要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协同发展$换

言之"如果不通过经济!政治!文 化 的 协 调 发 展"也 无 法 达 到

’%%% 美元的目标"这时"城市的发展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资金

引进!技术创新!企业改造等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经济指标的增

长问题"而是发展观的转变问题$ 于是"由什么样的精神来推

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城市精神提出的首要问题$
另一方面"上海城市精神的失落也是上海城市面临的困

境之一$这种失落体现在除了%物质躯壳&之外"曾经寄托人们

无限遐思和依恋的海派文化在今天已一去不复返了$ 难怪身

在上海的王安忆还在%寻找上海&"经过一番对%脸型!口音!气

味&的追忆后"最后却说%回过头来"又发现上海也不在这城市

里&$其实"这种失落更深层的是人的迷失和人文精神的丧失"

这是现代化的普遍弊病$ 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敏锐地

发现并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问题$ 之后"法兰

克福学派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异化和人的异化问题作了

深刻的阐述$ 所谓人的异化也就是与原本人所具有的多元需

求和本质的脱离$ 例如现代技术!大众文化"一方面在给人们

带来物质享受!娱乐消费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欺骗和操纵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 据此"我们可以说城市精神的失落也是一

种城市的异化"城市的丰富内涵与功能被现代化的%魔咒&所

异化了"唯一留下的就是物质的繁荣与财富的增加$ 城市精

神的%应然&方面丢失了"城市发展的价值和目的不再是多元

化的人的需求"而变成单一的物质增长和经济发展$ 于是"人

们每天看到的除了林立的高楼大厦之外"再也看不到那属于

人的林林总总的方面了$ 这样的城市必定是单一的"漠然的"
缺乏美感的$ 所以"寻找上海"寻找城市精神"恐怕要找回的

不是原先有的%脸型!口音!气味&"而是那份对城市的伦理的

和美学的观照"恢复城市本应有的除了物质存在之外的人性

化的方面$
上海的情况具有典型性"她所面临的困境在其它现代化

城市中同样存在"只是在表现形式上或多或少会有差异$ 面

对这样的困境"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应如何应对"如何解决"这

是值得思索的$

三! 城市精神的实践品质"回归与重塑之间

长期以来" 我国关于精神问题的讨论往往流于形式"像

是八十年代的%五讲四美&!%学雷锋&活动"或是精神文明建设

等等"往往都是一阵风"刮过就无影无踪了$ 如今"关于城市

精神的讨论会不会也成为一阵风潮"这股风潮对城市的发展

是否真正能够起到推动作用"这就取决于我们对城市精神问

题的认识的深度了$如果仍然把城市精神定位成一种树口号"
表功绩的形象工程"而不从一个城市的自我发展和文化动力

的层面来认识和实践它的话"城市精神的讨论无异于过眼云

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既然当代城 市 精 神 面 临 着 双 重 的 历 史 困 境"那 么"今 天

我们提出城市精神的首要任务便是能够提示和引导当代中国

的现代化城市避免发展的误区或走出发展的困境$

!" 对发展观念的要求!确立新的发展观

中国经过了 &% 多年的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 改革成果

初见成效$ 成果不仅仅体现在人们日益富裕的生活当中"更

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们逐渐转变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上$ 尤其

是上海的发展"经历了 (% 年代以后的飞跃式发展"已经达到

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如果说在过去 &% 年"中国长期从事的

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非自主和非自觉的发展实践的话"那么

在今后 &%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社会要在经济!政治!文化

等各方面实现全面快速的提高"仍采取改革初期的自在自发

的实践方式显然不符合社会整体的!系统的发展需要$ 我们

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自觉的文化"来塑造适合市场经济需要的!
自由自觉的!具有主体性和创造性的生活方式$ 这种新的生

城 市 精 神 的 哲 学 内 涵 及 其 实 践 品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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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的主 导 价 值 目 标 是 什 么! 社 会 的 发 展 如 何 按 照 这 样

的价值目标进行!这 是 城 市 发 展 的 价 值 导 向!也 是 城 市 精 神

应包含的核心内容"
新 的 发 展 观 要 求 从 单 一 的 经 济 发 展 向 多 元 的 社 会 发 展

的观念转变"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没有发展的增长!指的

是社会生活一片繁荣!但 是 除 了 物 质 生 活 的 富 足 之 外!人 们

的 观 念#社 会 制 度#社 会 结 构 却 毫 无 改 观 !社 会 的 发 展 观 念

始终停留在 小 农 经 济 和 小 农 意 识 之 中! 所 以 中 国 虽 然 经 历

了几千年的 辉 煌 和 成 败! 虽 然 曾 有 过 催 生 资 本 主 义 的 一 切

物质要素! 但 最 终 却 未 能 培 育 出 资 本 主 义 的 大 树" 一 般 来

说!片 面 经 济 增 长 强 调 的 是 技 术 革 新 #产 品 创 新 #商 品 交 换

等直接性的经济行为和市场行为" 但是!多元化的社会发展

则要求人们除上述增 长 因 素 之 外!还 更 应 侧 重 观 念 的 更 新#
制度的创新以及人的多元需求的发展等等" 如果说过去 !"
多年的经济增长强调 的 是 实 体 要 素$主 要 是 物 质 要 素%的 发

展!那 么!新 的 发 展 观 更 强 调 的 是 多 元 要 素 $包 括 实 体 要 素

和虚拟要素%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 城市精神正是对这种

健全的#多元化的城市发展的呼唤"

!" 对社会发展方式的要求!确立创新模式

&创新’是 近 年 来 使 用 频 率 极 高 的 一 个 词" 创 新 理 论 最

早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首次提出的" 熊

彼特认为! 所 谓 创 新 就 是 建 立 一 种 新 的 生 产 函 数! 也 就 是

说!把一种从来没有 过 的 关 于 生 产 要 素 和 生 产 条 件 的&新 组

合’引入生产体系" 创新理论后来在社会其它领域得到广泛

运用" 像现代著名管 理 学 家 德 鲁 克 认 为!创 新 有 两 种)一 种

是技术创新!它在自 然 界 中 为 某 种 自 然 物 找 到 新 的 应 用!并

赋予新的经济价值*一 种 是 社 会 创 新!它 在 经 济 与 社 会 中 创

造一种新的管理机构#管 理 方 式 或 管 理 手 段!从 而 在 资 源 配

置中取得更大的经济 价 值 与 社 会 价 值!其 中 包 括 制 度 创 新#
管理创新等 等" 创 新 理 论 的 提 出 是 与 日 益 加 快 的 社 会 发 展

速度以及以 指 数 增 长 的 知 识 积 累 程 度 密 不 可 分 的" 在 这 样

日新月异的 社 会 发 展 之 下! 人 们 必 须 把 社 会 发 展 中 的 新 要

素主动地纳 入 到 社 会 认 知 框 架 和 实 践 当 中 来! 所 以 创 新 其

实是人的一 种 自 主 意 识 和 活 动! 体 现 着 人 不 断 发 展 的 需 求

和创造能力"
创 新 不 是 抽 象 的 概 念! 它 包 括 不 同 层 次 不 同 范 围 的 具

体的实践活动!例如观念创新#理 论 创 新#制 度 创 新#行 为 创

新#生活方式创新#企 业 创 新 等 等" 这 次 党 的 十 六 大 报 告 对

创新思想做了专门论述!指出)&创 新 就 是 解 放 思 想!实 事 求

是!与 时 俱 进’!并 提 出)&实 践 基 础 上 的 理 论 创 新 是 社 会 发

展和变革的先导" 通 过 理 论 创 新 推 动 制 度 创 新#科 技 创 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创新已经日渐成为社会

发展和城市发展的核心思想"
创 新 并 非 人 为 的 随 意 的 创 造! 人 的 创 造 活 动 要 成 为 有

效的社会创 新 实 践! 它 必 须 遵 循 一 定 的 发 展 规 律" 一 般 来

说!创新过程包含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过程" 自下而上

的创新主要来自民间 的 创 造 性 活 动!包 括 科 学 技 术 发 明#新

产 品 的 创 造#市 场 的 开 拓 等 等 !按 照 库 恩 的 科 学 革 命 理 论!

当创新的成果成熟到一 定 程 度!便 会 导 致 科 学 范 式 的 革 命"
同 样!当 民 间 的 创 新 活 动 变 得 规 模 化 #系 统 化 的 时 候 !也 会

激发社会制度层面!以至于人的观念和社会文化的创新" 这

就是自下而上 的 创 新! 这 种 创 新 活 动 带 有 自 发 的 和 本 能 的

特征!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活跃因子" 上个世纪曾经海纳

百川的海派文化!就是 由 发 自 民 间 的 艺 术 创 新#思 想 创 新 以

及技术创新等多种创新活动相互共熔的产物"
而 自 上 而 下 的 创 新 则 来 源 于 管 理 层 的 制 度 建 设! 新 观

念新理论的引 导 以 及 新 的 行 为 方 式 的 合 法 化 等! 这 些 创 新

体现着社会发 展 的 自 主 性 和 自 觉 性" 随 着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的

智能化!社会管理的科 学 化 以 及 人 的 主 体 化!社 会 发 展 日 益

表 现 出 智 能 化#人 文 化 的 自 我 设 计 和 自 我 发 展 特 征 !这 时 !
自上而下的创新活动就变得愈来愈重要" 例如!在现代企业

发 展 中!企 业 形 象 设 计#企 业 文 化 建 设 越 来 越 必 不 可 少 !这

些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十分重要的导向和规范作用" 同样!
城市的现代化 发 展 正 需 要 这 一 层 面 的 创 新" 它 与 传 统 城 市

的最大不同也在于此" 一位阿根廷学者格龙多纳曾说!如果

把文化兴奋点安置在过 去 时 代!那 这 个 地 方 一 定 不 发 达!把

文化兴奋点安 置 于 力 所 能 及 的 未 来! 这 个 地 方 就 一 定 会 发

达" 传统城市所依赖的是历史赋予的一切!缺乏自主性和自

觉意识!于是必然就缺少发展的动力和生命力" 但对于现代

城市来说!它的发展必 然 要 面 向 未 来!未 来 体 现 着 无 限 发 展

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而 未 来 是 由 人 来 构 想#设 计#规 划 和 创

造 的!所 以!人 的 作 用 在 现 代 城 市 发 展 中 变 得 越 来 越 重 要 "
现代城市精神 的 创 立 意 味 着 城 市 品 牌 的 树 立! 它 是 人 对 城

市发展的构想与规划!体 现 着 城 市 发 展 的 未 来 走 向!赋 予 着

城市无限发展的活力"

#" 人性的回归!重塑新的人生价值观

一切精神问题!最终的归宿点都是人" 城市精神最终要

塑造的也是城市中人的精神" 众所周知!对人的精神改造是

十分艰难的" 改革之初!尚未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转变过来的

人 们 !最 初 的 心 态 是 困 惑 #疑 虑 #恐 惧#拒 斥 #逃 避 !经 历 !"
多年的市场经 济 洗 礼 之 后! 人 们 已 经 逐 渐 接 受 并 习 惯 了 市

场经济带给人们的一切 变 化!人 们 的 心 态 渐 趋 稳 定!市 场 经

济的价值观正在形成" 但 与 同 时!却 滋 生 出 另 一 种 心 态!就

是 急 功 近 利#焦 虑 浮 躁#拜 金 主 义#消 费 主 义 等 以 物 化 人 格

来取代一切人的属性的心态" 这是一种转型期的心理变化"
这种心理变化 逐 渐 构 成 了 普 遍 的 社 会 心 理! 乃 至 社 会 价 值

观" 这种社会价值观不但影响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还更渗透

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所 以!在 当 今 社 会 中!我 们 看 到 越

来 越 多 的 不 如 人 意 的 现 象!社 会 诚 信 的 丧 失#商 业 欺 诈 #政

治腐败!甚至学术腐败 等 等!这 些 都 是 由 转 型 期 的 社 会 价 值

观所带来的" 其实!这种价值观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价值

观!而是不成熟不完善 的 市 场 经 济 的 产 物!也 是 市 场 经 济 的

初级形态的反映"
新 一 轮 的 改 革 和 发 展 是 对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 深 入 和 完

善!它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引导" 正如马克司(韦伯所说)

$下转第 #! 页%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年 第 % 期

#&’ ’



任何一项历史事业都有一种无形的社会精神气质作为时代的

精神力量来支撑!没有这一支撑!这项事业就难以成功" 新的

发展观和创新的发展模式要求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元化# 人性

化!这些呼唤着新的价值观的确立"新价值观是个性与共性的

统一!它一方面要求恢复人的多样性的方面!把由于工业化而

被异化的$单面人%!转变为真正的全面的人"另一方面也召唤

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建立! 普遍规则包括社会的法律制度体系

以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体系! 市场经济要求人们遵循共同

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既包括以正式形式存在的法律#制

度#政策#规范等!也包括非正式的道德#习俗#习惯等" 只有

在这种个性与共性有机统一的新价值观引导之下!社会的未

来发展才可能是多元的#全面的!才可能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总而言之!城 市 精 神 既 不 是 包 罗 万 向 的 口 袋!也 不 是 抽

象的概念!城市精神存在于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当中!城市精神

是昨天城市的背影!今天城市的品牌!明天城市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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