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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在中国，上海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最符合一般人想

象的“大都市”。尽管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口号“Better City,

Better Life”早已妇孺皆知，但人们对城市的疑虑和担忧，仍

在不断增长。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来，城市生活中的安全、健

康、满足和幸福，正与我们渐行渐远，也因为当城市一门心

思要成为高楼大厦的大本营、交通堵塞和噪音污染的同义词、

盲目扩张的庞然大物、各种权力的盘踞之所、资本和人力恣

意流动的集散地、人世间奢侈享乐和罪恶痛苦的最终源头的

时候，人们失去了对它的信心和想象力。人和城市的关系，正

在经历一场危机。

        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由这样一种城市想象

所主导的“城市化”进程却在愈演愈烈。几乎所有困扰社会

的重大问题：土地、房价、经济增长模式、“中产阶级”、社

会民主、腐败、“部门垄断”…… 总是在“城市化”的过程

中会合。一个尖锐的问题也由此出现：当城市生活的矛盾不

断涌现，“赢家通吃”式的“发展”模式逐渐将社会推入危机

的时候，“城市化”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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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对上海乃至中国而言，以“城市”为主题的世博

会，带来的不仅是高科技的演示和八方来客，更应该为人们

重新思考“城市”、想象城市生活提供重要的契机。毕竟，现

实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并不等于“美好”，相反，它很可

能是对美好生活的严峻挑战。我们的城市，有问题。

        在今天的城市中，谁买去了我们的生活？谁是城市空间

的真正主宰？城市生活的速度，果真越快越好吗？城市生活

中的自然环境如何生成，又当如何保护？城市的规模越大，

我们的生活就越现代越幸福吗？一座体积庞大的城市和周边

区域乃至其他城市之间，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方才合理？当前

的城市文化，由哪些渠道和力量塑造而成？这样的文化好

吗？什么才是真正better的城市文化？一座有记忆的城市，意

味着什么？城市为什么不能丧失它的记忆？我们居住在这里，

可我们拥有这座城市吗？这座“我们”的城市，是否对所有

人开放吗？

        对今天中国的城市生活来说，这些问题看似古怪，却值

得大声提出和仔细回味。想要在城市里真正享有“美好”，想

让中国的城市在这危机与挑战的时代走出一条生路，首先需

要开启的，恐怕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全社会的讨论。

        为此，2010年 3月 8日至 4月 1日，“当代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策划开展了“我们的 Better City”大

型网络讨论。这二十多天的讨论，得到了基层工作者、媒体

从业人员、都市白领、专栏作家、大学师生和不少普通市民

的积极支持和热心参与。这本小书编辑收录的，便是这一次

网络讨论的精华文章和网友们的纷纷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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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对当前的城市问题来说，这短短二十多天的议论

和思考只是一个开始。希望这样的开始，可以牵动起你的神

经，召唤出那些熟视无睹的城市经验；可以勾勒出思考“城

市”的基本线索，获得检验当下城市化进程的依据；更可以

让我们携手提出衡量和评价“better city”的新标准，为此后

的城市生活，找到更美好也更值得追求的新方向。

        本书由李晨、冷嘉和罗小茗共同编选。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网络讨论的内容，请登录当代文化

研究网“热风论坛”（http://www.cul-studies.com/bbs/list.asp?

boardid=5）。同样，我们也期待着，在此读到您对这本小书和

城市问题的“举手发言”。

2010年 4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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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明：城市只是一处“名利场”么？

全球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四处蔓延。十

多年前，我居住的大学住宅区，晚上还有轻轻的虫鸣声，而

现在，周围车水马龙，乌烟瘴气，办公楼、地铁站、购物中

心、五星级宾馆…… 俨然一处闹市区。

我很疑惑：如果真像那些鼓吹者说的，以后中国人大都要

住在城市里，那么，这车水马龙、高楼大厦，就是城市了？

还有没有好一点的城市生活呢？

先说我住的这个小区吧。它造得相当憋气：房子之间的距

离很近，道路大多细细一条，每个单元门里的楼梯都相当窄，

房间的净高也很低。我当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房产商的第

一信条，就是每一寸面积都要尽可能卖得贵，虽然小区的公

共面积也分摊到各户，毕竟不如缩小公共面积、多造几套公

寓赚得多。正是这个信条，让那些卖得贵的空间蛮横霸道、四

仰八叉，不能卖钱——其实也能卖，不过卖得便宜些——的

空间则畏畏缩缩，被挤在边上。

房子造好了，住户搬进来了，房产商也撤了，可他们的第

一信条，却继续统治这个小区。没几年，原本狭窄的道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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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一半，一格一格地划了黄线，写明车牌号，成了停车场

——这是要收月费的。紧接着，路边本就不宽的草地，又被

切出一长溜，铺上水泥格子砖，方便汽车跨停——当然，也

是要收费的。再后来，干脆不铺格子砖了，头戴大盖帽的门

卫，指挥汽车直接开上草地，刹车，付钱。

十多年来，小区的公共面积就这样持续地缩减。这缩减换

来的钱，却不知道去了何方。大盖帽门卫的眼神，越来越专

一：指地方停车，抄录车牌，收钱，怒喝：“停下来停下来！

侬还没付停车费！”从这吆喝声里，你能清楚地听出这样的

意思：只有能提成的钱，才积极收，只有能赚钱的事，才积

极做。  

这小区的门口，曾经挂过一块区政府颁发的“绿化小区”

的铜牌。可现在，小区的许多绿化地，横七竖八覆盖着粗大

的轮胎泥印，恰似那铜牌上的锈迹。更糟的是，小区里越来

越不适合步行了，特别是早晨、傍晚和晚上，汽车屡屡在只

剩半边的道路上堵塞，步行人只能不断地避让，比走在淮海

路上还麻烦——淮海路还有人行道呢！  

从这个小区，正可以看出城市生活的一个大问题，那就

是，城市生活的经济的部分，和其他非经济的部分，该有怎

样的比例才合适？城市的土地，是否仅仅只是一种资本，卖

得越贵越好？城市的空间，是否都可以拿出去卖钱？如果不

是，那不能或不应该卖钱的部分，应该是哪些？它们和那卖

钱的部分，比例又该如何？再说得宽一点，城市居民“上班”

之外的生活内容，是否主要就是“消费”？那些不能归入“消

费”的部分，又该如何展开？当规划城市的时候，如何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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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的非经济要求？现代都市的真正的优越性，究竟在哪

儿？无数在城市长大的人，舍不得离开，无数乡村的年轻人，

要搬进都市：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除了让人有较多的机会去

赚钱和升官——在今天，升官的很大一部分好处，也还是赚

钱罢，城市还向人提供了什么？还应该向人提供什么？英国

作家萨克雷有一部小说，书名译作《名利场》（Vanity Fair），

我们的城市，难道就只是一处“名利场”么？

今日上海，像我住的小区这样的情形，是很普遍的。房产

商第一信条的统治，也绝不仅限于住宅区。一讲起上海的城

市规划，就只有那几个“中心”，而无论其中哪一个，都是指

向“经济”；苏州河水刚停止发臭、有点儿返清了，棺材板似

的住宅高楼，就在两岸密集地排开，一幢比一幢更贴近河岸；

中央三令五申，要抑制房价，“地王”却依然不断刷新，令人

瞠目；过年了，报纸上头版头条：“大批市民”在购物中心汗

流浃背、“血拼到黎明”！节日一过，纳税人供养的国营垄断

企业就开始涨价了：“现在是市场经济，企业不能亏本……”

凡此种种，说实话，都令我想起我住的那个小区的空间变化，

和那些门卫的专一的眼神。

当然，上海这么大一座城市，不可能完全成为房产商第一

信条的禁脔。即便一时如此，局面也不可能长久。也许是因

为生在这地方不免有偏爱吧，我是相信上海有力量，能让自

己更像个人样的。城市是人住的，如果人不甘心只当经济动

物，城市就不可能长久地自贬为名利场。

可是，一座并非名利场的城市，该是怎样的呢？还是先说

我住的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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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清算，过去公共面积缩减换来的钱，怎么用的，还

剩多少，都要一项一项公布清楚。用错了的，一定要纠正；有

谁挪用了，一定要惩处。小区的公共面积，并非无主之地，其

中很大一部分，更早由业主分别买了下来，岂能任由物业管

理者重新割划、出租收费？这物业管理者，可是居民们白纸

黑字、共同聘用的“公仆”啊！岂能颠倒过来，真如一部电

影的名字那样：“恶仆当家”？！

也许管理者叫屈：“我们哪里‘任意’了？这截割草地等

等，都是业委会批准的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说明业委

会不称职，应该全小区公选，将真正有眼光、负责任的居民

选出来当代表。

也许管理者嗤笑：“公仆？笑话！不看看现实，白纸黑

字？还当真了！”这是欺蒙和威吓。道理很简单：如果白纸

黑字都是虚文，那小区也就成了丛林，可人是没法、也不可

能完全退回到野蛮的，绿化地确实被毁了不少，但余下的草

地和树木还在，它们也是现实，而且是更大、更有潜力的现

实。我之所以要求清算，并不仅是为了那些已经消失的绿地，

更是为了这些虽日渐杂乱、却依然应时生长、继续向居民提

供绿意和生机的草木。

当然，清算的主要根据是私有产权，而人的居住的要求，

却主要并不在这里。一座适合人居的住宅小区，应该是空气

清新、噪声远隔，有一种安闲清静的气息的；应该有宽敞的

空地，孩子们在其中自在地玩耍，而父母不会惊恐地大叫：

“当心车子！”也该有宽敞的步道，大家惬意地散步，遇见相

熟的邻居，就从容停步攀谈，不会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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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起来；低层的门窗外，无需安装粗笨的防盗栏；高层的窗

子里，不会弹出烟灰；站在阳台上，应该是满目翠绿，金秋

十月，四近一片桂花香；邻人们之间，多有善意，流浪的猫

狗，放心地卧在路中央，睡眼迷蒙…… 这样的“应该”，还

可以列出许多，其中每一项，都体现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至

少都不比产权轻。

因此，被毁坏的绿地应该恢复：“赚钱”不能成为小区生

活的第一内容，“收费”更不能成为小区管理的第一指标。公

共设施应该扩展：图书室、健身器、垃圾分类箱…… 公共生

活更应该发展：居民大会、集体投票、橱窗公示、意见征

询…… 只有当这些都不再是徒具形式的时候，只有当房子最

小、最乏权财的居民，也确信他的意见能被大家听到、认真

对待的时候，小区里才会有普遍的信任和善意，大家也才会

真正将这里看成自己的家。

再强调一句：这些都不只是理想，其中不少同时也是现

实。我住的小区里，至少今年的十月，就还会有桂花香；每

天早上，那棵大松树底下，也都会摆出一两个盛着猫食的盘

子，几只脏兮兮的肥猫，大快朵颐。虽然某扇窗户里，时或

会伸出一支拖把，但我看见，那人四面张望，显然并不敢理

直气壮、肆意挥抖…… 所以，这并非是空谈理想，而是立足

于一部分现实，努力去扩大它，去缩小另外的一部分现实。说

到究竟，我们生活的所有可能和希望，如同它们的对立面一

样，都在现实之中，就看我们如何加入，将我们的分量，添

在哪一边了。

小区并不只是小区，它门外就是大马路，小区里面的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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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样现象，都通向整个城市的状况。有时候，你可能不得

不退回来：外面灰沙太大，还是先把小区扫干净吧！但你其

实很清楚，小区里的脏乱差，大半都来自大马路。因此，事

情从身边做起，眼睛却要看到远处，当在住宅小区里反抗地

产商第一信条的时候，最后的目标，是清楚地指向整个城市，

指向那信条的各种扩大版，是要打破它们对城市规划和市民

生活的强横的支配。痛心于家门口草地的残破，愤怒于南京

路上某家书店的被逼关门，一看见邻家老太打扫楼梯，就赶

紧提着水桶出门相助，在街头目睹有人仗势欺人，就毫不犹

豫地出言批评——当这种种感受汇成一路、互相激发的时候，

当这融汇和激发令无数市民拍案而起、赤诚相对的时候，这

城市的“Better” ——借用世博会的英文主题词——也就不远

了。

 Guinness：资本剥夺了什么？

“一座适合人居的住宅小区，应该是空气清新、噪声远隔，

有一种安闲清净的气息的；应该有宽敞的空地，孩子们在其

中自在地玩耍……”这大概是大多数人对理想住宅的想象。

在城市里，这种想象是否可能？以上海为例，比如碧云国际

社区，算得上是比较接近这种想象的——然而，也是房价最

贵的小区之一。很残酷，理想是用金钱铺垫的。房地产商拿

钱买了地，在有限的土地上楼造得越多越能赚钱，这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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