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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国留学期间去过不少欧洲的城

市，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地人对家乡城市

的热爱。2012 年上海交通大学“反思城市

与身份认同”的国际研讨会上，出生于伦

敦的贝维尔教授（Mark Bevir）讲到：“伦

敦人是幽默诙谐的人文主义者……对我而

言，伦敦的城市精神在于它的人文精神和

机智风趣……” 贝维尔虽然在美国加州大

学任教生活多年，但自认一直保持着“伦

敦人”的城市精神，并且深以为荣。中国

有句老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精神

是当地居民与所处环境和谐共生的产物。

而我们需要的城镇，正是这种城市精神鲜

明的现代家园——是落脚的城市，更是灵

魂的栖息地。

如今城镇化浪潮席卷全国。在城镇建

设中，空间形态是所有城市元素的物质基

础。不过现阶段，不少城市变成了现代主

义的机器，其弊端使空间形态首当其冲。

规划学家林奇（Kevin Lynch）表达过对

此的担忧：“每当沿街行走，看到的都是

一样的东西……路牌成为城市里唯一可以

辨认位置的方法……”。如今，这种情境

大多数人都不陌生。而乡镇也发生了类似

的情况，比如 2012 年媒体热议的海南大

墩村住宅，被戏称为“监狱式新镇”。美

好的城市家园，在空间形态上应该是丰富

而亲人的。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经提出批判性地域主义的规

划理论，提倡跳出现代主义的束缚，根据

地域文化等特征建设有特色的城市面貌，

就很有启发意义。

另外，如今社会资源的流动依然偏向

大城市的规模扩张（摊大饼式发展），而

乡镇在城乡二元体制中扮演着被盘剥的角

色。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也正值大城市

飞速膨胀的时期，当时拉塞尔调查显示：

美国 3 万人的城镇中，公共安全成本是每

个公民 10 美分，而人口 100 万以上的都

市则高达 60 美分；此外，纽约市交通堵

塞造成每年约 1.5 亿美元的损失。在生态

环境方面，大城市的雾霭问题，触目惊心

的“癌症村”现象，都已经为我们敲响了

警钟。而且，光鲜亮丽的大都市并不代表

让人心有归属的城镇家园。德国社会学家

齐美尔（Georg Simmel）曾说：“大城市

容易产生‘厌倦’的情绪……跟在更为平

静、稳定的环境里成长的孩子相比，大

都市的孩子都有那种表现（指麻木和厌

倦）。”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扩张大城市，

挤压周边乡镇是不可取的。应当优先发展

城市群组，把重心转移到发展周边郊县为

城市发展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彭真怀先生所

描述的“集约、智能、低碳、绿化”的中

小型城镇。

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在新型城镇化进

程中应保持核心地位，城市建设离不开市

民的支持。如今城市中存在大量的流动人

口，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哥伦比亚

大学贾尼斯教授（Janice E. Perlman）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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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with Spiritual Home

究提及，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每年增长约

2.3%，而在城镇棚户区，人口以两倍的比

率增长。这些人无法对栖息地产生归属感，

甚至还被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这种

都市里，市民的城市精神还未成熟就已经

开始衰败了。与此同时的乡村中，一些地

方片面地发展土地城镇化，合并村庄，农

民被上楼，大肆征用土地。结果如何？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征地后土地

的增值部分，开发商占 48~50%，农民只

留 5~10%。尚不论农民获益如九牛一毛，

在这背后村民所付出的生态与环境代价已

然不可估量。

所以在城镇化进程中，首先要调整城

市人口的多元结构，让每个居民都能享受

公共服务与保障；其二，在乡镇要保证土

地和人口的城镇化齐头并进；最后，城镇

化建设需要居民的参与，使城镇与居民和

谐共生，步入自我更新、自我养护的可持

续发展道路，以求孕育健康的城市精神。

可以看到，迅速而机械的城镇化进程

或许可以短暂地拉动经济产业，但长远来

看，并不利于城镇的可持续发展和健康社

会的形成。我们需要的不是濒临爆炸的超

级都市，也不是被掏空的乡镇村庄，重要

的是在繁华与喧嚣的背后，留给人们一处

闪耀城市精神的栖息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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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城镇化”征文选登（上） 

 城镇化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间，城镇化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但不可否认的是，

30 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也为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都极度关注城镇化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和

追问。为倡导真实、鲜活的理论思考和建设实践，我刊于年初发起征文活动，希望藉此推动国内外关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专家、学者、官员、规划师

们的认真反思。应征稿件经专家评审后，入选文章将分两期刊出，以飨读者。

 同时，鉴于网络时代多种媒介的迅猛发展，我刊有意探索传统纸媒与现代网媒之间的互动，  并借此次征文活动进行了一次小小的尝试。个别作者积

极响应，围绕自己的征文内容录制了视频，对本次主题进行了更深入广泛的阐述。读者如感兴趣，可以扫描文后的二维码进入视频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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