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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的狂欢早已结束，但我们仍可以重溯这场

狂欢的基本结构，它由三种基本元素构成：①绚丽的火

焰（幅员辽阔的照明体系、天空上烟火、火炬）；②狂热

的人群（大数量的参观者）；③中国馆的倒金字塔以及稀

奇古怪的各国建筑群、内部的展品、超大多维视屏和布

展方式等等。所有这些事物组成了史无前例的仪典。原

南市发电厂烟囱，世博时被改造为城市未来馆的“温度

计”，尽管其本意是要表达都市盛夏的温度，而最终却成

为一种狂欢热度的象征。

在狂欢之后，一种“节后综合症”在上海蔓延。市民

陷入了极度的空虚之中。一些学生曾经向我抱怨：世博结

束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这种病症的深度，跟狂欢的

热度形成正比——节日愈是闹猛，节后的空虚感就越是强

烈。而医治“节后综合症”的唯一疗法，就是尽快忘却这

场盛典，重返旧日生活的轨道。毫无疑问，上海人和全中

国人都走过了这个程序。他们先是狂热，而后是惆怅的空

虚，最终则是淡然的忘却，仿佛这座城市没有发生过任何

事件。遗忘是上海世博的最大遗产。

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看，上海世博还有另外

三件建筑空间遗产，它们分别是：中国最丑建筑中国馆、

南市发电厂的烟囱温度计，以及被大幅度炒热的世博园

区地产。

中国馆被改造成上海美术馆，却废弃全球通用的“美

术馆”称谓，而采用一个相当恶俗的政治称谓——“中华

艺术宫”，这已成为国内美术界广泛流传的笑话。该馆拥

有 27 个展厅，除去贮藏空间、休闲空间、学术空间和教

育空间，仅公共展示面积，便多达 6.4 万 m2。这是令所

有美术馆行政主管都惶惶不安的巨型空间，它因无展品可

充填而变得怪异起来。它展示了一种严重的空间失调——

建筑的宏大叙事，跟展品的高度贫乏，形成具有讽刺意味

的对比。但这并非是宫主的责任，而是整体文化原创力衰

退的必然后果。

由未来馆改造而来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总建筑面

积为 4.1 万 m2，具有 12 个展厅以及图书馆、研究室、报

告厅等功能性设施等。该馆声称争取三年内完成作品入

藏 3000 件。这个数字，跟 600 多万件藏品的伦敦大英博

物馆、400 万件的卢浮宫美术馆、200 多万件的纽约大都

会美术馆相比，实在有天壤之别，即便以平均每年增加

1000 件的高速度推进，要想填补这个巨大的鸿沟，仍需

耗费 2000~6000 年的时间。而在两千年之后，这些浮夸

的建筑早已化为尘土。

两个“后世博”艺术展馆空间，空空如也，大而无当，

找不到具有展示价值的实物加以充填，由此构成一个罕见

的建筑式象征，喻示着文化衰败的严酷现状。历经 20 世

纪的多次政治和战争浩劫，中国传统文化器物（书画和雕

塑）已所剩无几，而当代艺术虽有资本市场的推动，却无

法形成自由创造和文化繁荣的盛大景观。体量过于庞大的

美术馆建筑空间，只能剧烈地反衬这种文化的空无。任何

“大繁荣”和“大发展”的动人口号，都无法遮蔽这个尖

锐的事实。

那么，人们热衷于谈论的所谓“后世博效应”，究竟

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世博局官员及其工作人员，手头拥

有一大堆世界顶级设计师、策展人和演出团体的名片，

可以用来进行各种文化输入活动；与此同时，世博园地

世博狂欢后的文化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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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大可，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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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被炒成了天价，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巨大的 GDP

资源。但除此之外，上海世博还有什么更深刻美妙的文

化遗产呢？

我们已经看到，世博期间发生的大量不文明现象，并

未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全民教训，而世博中国馆所陈列的

中国传统文化，也未能成为居民素质自我改造的历史参照

系。上海世博，没有为中国人的个人教养，提供一个上升

的支点，恰恰相反，在近期发生的各地反日示威中，“打

砸抢”之类的“文革”场面，竟然堂而皇之地卷土重来，

令人们对“后世博时代”教养改良的期待，最终化为一个

绚丽的泡影。

不仅如此，世博中展出的西方文化和创意作品，并未

成为都市居民参与文化科技的动力。仅以上海为例，我们

没有看到这座城市出现创意、创新和创造浪潮的任何迹象，

世博精神、世博科技和世博文化，从未真正进入社区，成

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世博也没有推动全国的都市艺

术化改造，成为公共空间、公共雕塑和公共壁画的进化动

力。城市的公共服务质量，也没有显著的进化迹象；尽管

地铁的长度在不断增加，而上海交通的堵塞状况，反而有

恶化的趋势，鉴于私人轿车的大量增加，居民停车难的问

题愈演愈烈，正在成为上海及各都市的最大空间危机。

世博的中文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英文的汉语

直译应为“更好的城市，更好的生活”），可视为当局向

民众做出的一种重要承诺。但上海世博（2010 年 5 月 1

日 ~10 月 31 日）后的整整两年以来，在全国城市化的

浪潮中，各地到处在发生强拆悲剧。某些地方政府和房

地产商勾结，以暴力手段，强行摧毁公民住宅，导致大

量流血和死亡悲剧；最近四川成都、江苏启东、宁波镇

海因企业污染引发的居民抗议，也已成为全国关注的焦

点。这是否意味着，城市改造和工业化的每一寸空间进

程，都必须以伤害公民个人权利为沉重代价？无论如何，

这些激烈的冲突事件，业已瓦解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世博诺言。关于世博遗产的谈论，只能终结于一个黑

色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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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大活动”一般是指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的公共事件。在更多的语境下，这类

重大活动一般是由政府组织、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且希望

通过重大活动给城市发展带来积极影响和推进。例如，北

京 2008 年奥运会、上海 2010 年世博会、西安 2011 年

世界园艺博览会等。国内如此，国际上也不例外。例如伦

敦举办的 2012 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给伦敦城市东部

地区的重建复兴带来了重大契机。总体来看，城市重大活

动本身的国际化特征以及给城市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

益，甚至对一个国家发展和民族文化的积极营销所带来的

促进，使得城市政府乃至国家财政倾注力量予以运作。对

此，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唐子来教授曾以“FACE”一词

中的 4 个英文字母来形象地表述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营

销的 4 个方面。其含义大致如下：“F”代表了 Festival，

即各种传统节日；“A”是 Activity，指各种主题活动；

“C”是指 Celebration，即包括各种颁奖庆典；“E”是

Exhibition，是指各种展览展示。以上 4 个英文字母所形

成的单词“FACE”正好又是“脸面”的意思，寓意了城

市的一张“名片”。上述对“城市重大活动”这一关键词

所作的创意性诠释，正是反映了当今以资本、技术和传媒

等要素的全球化过程为特征的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

转变。

之所以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

较为直接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空间环境和功能

结构的改变带来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城市重大活动需要

占用相当规模的城市用地，少则数公顷，多则也许几个平

方公里。因此，重大活动其规划建设的选址，可作为地方

政府推进旧城改造、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等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契机。尤其是在举办活动之

后，场地、场馆的后续利用才是真正实现城市功能转型和

空间优化的目的所在，从而实现城市长远的规划发展意图。

例如，上海 2010 年世博会 5.28km2 场地的选址和永久性

场馆的建设，推进了黄浦江在上海市区上游地段两侧的改

造，特别是对于原来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用黄浦江

岸线的现状，通过举办世博会，将一些工业生产岸线转变

为城市生活岸线，加快了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和转型；同时，

永久性场馆区将进一步规划建设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的文

化活动中心。这一城市级别的文化中心与以南京东路、外

滩和浦东陆家嘴地区所形成的城市中央商务区遥相辉映，

从而形成上海中心城区多中心、多极发展的结构。由此来

看，上海世博会这一城市重大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上海大

都市现代城市功能的重构，引领产业发展方式转型，推进

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实施。这应该是较为睿智的“得”。

城市规划对“城市重大活动”予以关注，其中更为

深层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它们对城市社会空间的改变带

来深远影响。在这里，我们把“城市社会空间”定义为：

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人群的集体行为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

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物质空间环境的改造，影响并重塑

了新的城市空间环境，改变了不同社会阶层人群在空间

上的集体行为，从而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这一社

会空间重塑的过程，正符合 20 世纪法国哲学思想大师

Henri…Lefebvre（亨利 · 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

产”（The…Production…of…Space）的要义。列斐伏尔指出：

空间是社会的产物，是一个社会生产的过程，它不仅是

作者：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副主任

杨贵庆

得与失：作为社会空间再生产动因
的城市重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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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产品，也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

建构过程。他的论述揭示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属性，即城

市空间的使用对象、服务人群。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城市

内部，城市空间具有不可再生的特性，特定类型的城市

空间由于具有其相应的使用者或服务人群而具有某种程

度的排他性。因此，城市空间使用权利的公平性，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公平的本质。城市重大活动通过特定

类型的空间再生产，重塑了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类型和结

构。在这一过程中，城市规划建设活动无法回避对于社

会公平的考量。从空间公平到社会公平，这应该是城市

规划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之一吧。

一项成功的“城市重大活动”，在规划建设方面应该

体现出城市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优化的有机结合。在举

办城市重大活动的名义下，城市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

不以牺牲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为代价，反之，应通过利

用改善物质空间环境的契机，来优化城市社会空间。例

如，2012 年伦敦举办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选址于伦

敦城市东部、泰晤士河下游北部的地区。此地区涉及的

250 英亩（约 101 公顷）是针对原有传统工业用地进行

改造，并对周边贫困社区进行环境整治。在场地规划中，

几处大型足球场地在赛后将作为生态居住社区中供居民

种植水果和蔬菜的花园；可拆卸的比赛场馆和看台，便

于在赛后将用地转型成为举办综合运动会的社区体育场，

也可用来举办其他大型社区活动。伦敦市政府积极利用

奥运会重大活动的契机，推动了伦敦城市东部旧区改造，

通过对贫困脏乱地区物质空间环境的改善，使得当地居

民受到实惠，并且改变了伦敦人对于这一地区的原有的

较为负面的认识，增强了这一地区的居住融合度，从而

使得其城市社会空间品质得以提升。奥运会之后，该地

区将成为大伦敦市城市空间东拓的有机组成部分，沿着

泰晤士河的城市景观带也将得以东延，组团式城市空间

结构将得以形成。这是城市重大活动推进城市物质空间

改造和城市社会空间重塑的较好的范例之一。

然而，在不少情况下，城市重大活动成为“肢解”城

市社会空间并使之隔离的助推器，从而造成了对城市空间

使用的特权，远离了社会公平。例如，某些城市重大活动

由于片面考虑美化城市物质空间环境，在重大活动所赋予

的城市市政工程规划建设的名义下，对成片旧城居住区进

行改造。改造之后的用途基本上是高档消费的场所，使用

对象或服务人群是高收入的社会阶层，而原住民基本上被

高额的消费门槛所阻隔。这种城市空间分异和隔离的过程，

早在 20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的帕克、伯吉斯等人，就以“社

会生态学”的方法予以了研究，即城市社会空间通过“隔离、

侵入和接替”等过程，完成了社会富裕阶层对高品质城市

空间资源的占用，即所谓的“绅士化过程”（Gentrification），

从而形成了更多体现在居住形态和居住行为上的城市社会

空间隔离。因此，一些城市重大活动的结果，尽管主观意

愿很好，但客观上却导致了对低收入阶层的空间隔离、排

斥，甚至是驱赶。在现代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重塑过程中，

城市重大活动通过对城市空间环境的规划建设，由于片面

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城市空间的新秩序被土地价

格等因素“磁化”排列，而忽视了诸如历史街区的历史文

化价值，忽视了日积月累的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社会属性和

社会价值，从而失去了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社会公平之

核心内涵。这应该是较为遗憾的“失”。

在快速城镇化阶段，城市重大活动作为城市社会空间

再生产的主要动因之一，确实面临着重大考验。由于重大

活动从决策到实施建设，往往时间短、规模大、任务繁重，

而且有的时候建设资金也十分有限，要综合考虑错综复杂

的因素，可能顾此失彼。然而，正是因为城市重大活动可

能给城市带来的长远的后续效应，所以，有关城市重大活

动的规划建设决策就更应该予以重视。从重大活动的规划

选址，到实施活动阶段的安排，特别是对后续利用的综合

考虑和潜伏设计，都应该谨慎而睿智。建议在进行城市物

质空间环境改造的同时，充分重视原有城市社会生活肌理

的多样化，重视原有城市日常生活的社会网络和活力，从

而使得城市社会空间再生产的结果，既满足新的社会空间

生产的需要，又反映出物质空间表象之后的社会公平。只

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

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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