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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城市与居住者之 间的关系为主线，论述城市的特征、城市的开放性和复杂性、城市 

与 居住 者 的相 互 包含 ．以揭 示城 市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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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的特征和本质 

1．1 城市的独有特征 

(I)城市是人创造的，人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括生生的、有机的组成部 

分。 

(2)城市是社会的延伸，是科学技术与人类历史文化、人与自然相结台的产物。 

(3)城市是“人为生命”，有着自身的生成一发展一衰亡规律，但这个规律不同程度地受人类社 

会发展的制约。 

(4)城市有自己的“波粒二重性”，即既是物质的科学技术的堆砌物，又是精神、人类文化的一个 

部分。 

(5)城市中的物质与精神、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城市本体与自然环境、创造者(人类)与被创造 

者(城市)等诸多方面，具有多种互补性．是一个相互嵌套的整体。 

1．2 城市与城市历史 

在城市中，每时每刻都有新建和维修活动，这些活动对于明天来讲，都是历史。在场的主体(现 

实社会、城市居住者)与主体不在场的城市(城市的历史格局等)交织在一起。城市的所有社会生活 

都发生在这种交织关系之中．正是这种交织关系而构成城市与社会 、居住者的统一，构成城市与城 

市历史的统一。 

城市的历史并役有“逝去”，它仍然影响着现存城市社会和每一个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1)城市的历史文化以一种更为普遍的或更为特殊的文化形式向现在和将来遗传。 

(2)现存的城市格局、结构、形态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古代(过去)城市的背景。 

(3)城市的历史遗迹、遗址等历史“痕迹”，既具有实证的价值，又具有信息保存、传递的价值，同 

时又是城市不断延伸的时空标志，是整个城市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1．3 城市的开放性和复杂性 

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与外部环境有着众多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越太，需要与外界交换的 

物质、能量、信息就越多，其聚集和辐射能力就越强，这种交换量的大小，是城市生命力强弱的标志 

之一。 

城市各子系统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各子系统之间、各相关医l素之间的相互嵌套、相互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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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相互影响形成了城市内部机制的涨落与起伏。各种因素在复杂的灵魂(城市中的人)的支配下， 

表现得更为复杂。子系统之间不同的运动速率，不同的尺度和层次，构成了城市的功能、结构和形态 

不断变化，形成各个城市不同的发展速率，不同的发展轨迹和不同的发展状态。对于城市这样的巨 

大的复杂动态系统，其测度上存在着多种的不定性、不可预测性和偶然性，但不是不可知的、宿命 

的、或决定论的、相互包含的、混沌的。 

1．4 城市的本质 

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动态的巨大系统，是一个在 自然系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包含 

社会、经济、文化等复杂活动群体的“人为生命”，具有多种价值取向：既要达到城市与其赖以生存的 

自然系统之间和谐共荣，又要达到不断提高城市运行效率、追求最大效益的经济目标 ，还要满足城 

市居民本身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多种价值取向的相互交叉，决定 l『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 

矛盾性，同时也要求城市众多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性，与城市环境系统(包括自然环境系统、社会环境 

系统、技术工程环境系统)的高度协调，以求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城市具有以下内涵 ： 

(1)城市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人口、权力、文化 、财富以及能量、物质、信息等在地球表面聚集的节 

点 ，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 

(2)城市是依附于土地等自然环境的由人类所创造的“人为生命”，人就是这个人为生命的灵 

魂。它具有 自身的生命节律和生成、发展、兴盛、衰亡的过程，并有着各自不同的遗传密码； 

(3)城市是由能量、物质、信息和人组成的“核反应堆”，它不但吸收周围的能量、物质、信息，并 

向周围辐射。人通过城市改变自身的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以塑造新的生命形式。 

城市在起源和发展中，遗传密码是什么?——城市格局、城市的象征意义、城市的文化、城市的 

精神、城市最初的功能······城市对居住者的影响·⋯一居住者的遗传因素⋯⋯ 

城市的本质是：城市是人类将物质、能量、信息与自然环境溶为一体井赋于某种精神的聚集节 

点，是人类社会的延伸，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的某些阶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生活 

和社会组织赖以生存的载体。它表征了人在物质与精神方面的力量和向往，以及社会生活、历史文 

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积累和变迁，同时也是人类社会自身最好的、最生动的写照。 

2 城市与居住者 

城市与社会的相互包含性，城市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包含性，使城市中的居住者一出生就受到城 

市及其社会、自然的影响。城市的结构与形态、历史与文化、自然环境与生态特征，无声无息地孕育 

着居住者，赋予居住者某种精神特征(如北京人与上海人的区别)。 

城市有人类文化积累、传播的功能。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的文化中心，是社会文化、民族文化、 

历史文化的集中体现，是积累、保存前人文化成果的重要载体，也是教育人、培养人的场所。从古代 

的国子监到私塾、现代的科学院到各类学校 ，无不是知识积累、创新、传播的场所。正是人类文化的 

积累、创新、传播对城市居住者的孕育和影响，才得以形成今天的社会和城市、科学和文化，才得以 

形成人类反思自身的认知能力和超越现实智慧，才得以形成新的思想、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精神境 

界。”毋庸置疑，我们的确是由我们与这些环境的关系内在地构成的。但是，在任何时刻，我们又都 

在依据自己的愿望、目的、意义和价值从这些关系当中——简言之，从我们的精神中，创造着我们自 

己。”正是通过城市和居住者的相互包含，城市文化的积累与创新，人类通过城市改变 自身的物质结 

构和精神结构，以塑造新的生命形式。 

人是城市的灵魂，是不受城市缚束的活的生命体，有着认识、理解周围客体及 自我反思的能力。 

居住者时刻受到城市环境的影响，又时刻反思着自身与城市环境的关系，以其居住的城市与其它城 

市进行比较，并比较着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憧憬着城市的将来，由此产生改变城市现状的愿望、目 

标、动力和行动，形成城市与居住者的互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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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 市与居 

城市与居住者的互动作用是具有时空统一特征的连续过程：城市的居住者受城市的结构与形 

态、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同时主动的改造、建设着城市 ，以形成城市新的结构、形态、文化，城市新的 

结构、形态、文化又影响着新的居住者(或下一代居住者)。城市与居住者这种连续不问断的互动过 

程，使城市不断具有新的、时代感的结构、形态和城市文化，同时也孕育着城市中的一代又一代的居 

住者，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看，城市与居住者(“人为生命”与灵魂)，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城市与居住者的互动作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居住者个人面对城市这个巨大系统是无能 

为力的，然而，居住者并不是一盘散沙，居住者对城市的能动作用正是通过社会这个更为巨大的系 

统来起作用的。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n，1992)在论述社会结构时认为：“每个人对世界都有 

一 种实践知识(Prac6cal Knowledge)，并且都将它运用于他们的13常活动之中。”也就是说社会的结 

构是由客观结构和每个人13常活动中的实践知识共同作用的。城市社会正是众多居住者得以表达 

自己意志的舞台，尽管这个舞台有很多层次和场景：从市长到平民，从金融巨子到乞丐，从科学院院 

士到文盲⋯⋯从政府办公大楼到平民住宅，从豪华别墅到贫民窟，从规模巨大的 CBD到巷子里的 

小商店⋯⋯，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居住者和生活场景 ，无不通过社会组织这个更为巨大的系统来表 

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也表征为对城市历史和文化、结构和形态的认可，表现出自己(或自己阶层)对 

城市发展建设的愿望，这种认同和愿望，正是通过社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加以归纳和修正，成为改 

造 、建设城市的目标、计划(规划)，成为有组织的社会行动和实施(建设)过程 ，形成城市新的结构和 

形态、精神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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