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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文化符号及其资本化重组*

———对国内城市历史地区仿真更新的解析

张 佳 华 晨

［摘 要］ 仿真更新已经成为当前国内城市历史地区治理的主流策略，其本质是将历史空间作为城市的文化符

号进行提炼和再开发。文化符号的仿真重组表面上延续了城市的历史文脉并实现了空间的经济复

兴，但是透过城市文化大众化转型的视角可以发现，仿真更新实质上并不能实现城市历史地区的文

化可持续发展，其仅仅创造了一个将历史文化符号资本化的消费场所，而资本的逐利性势必将城市

历史文化引向消亡。因此，作为管理主体的政府需要将培育历史社区自我更新作为主要治理方式，

通过文化价值导向的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实现城市历史地区文化的可持续保护与传承。

［关 键 词］ 仿真 后现代城市文化 文化资本 空间生产 历史社区

从资本主义视角来解读现代城市的发展变

迁，可以发现资本扩张是城市社会和空间再组织

的主要动力。哈维 ( Harvey ) 认 为 这 是 一 个“空

间—时间修复”①的过程，资本投资在某地经过一

段时间的积累后，所产生的剩余资本必定又要寻

求新的投资机会，或将剩余资本流往其他新地方

以作开发，资本借此持续获利及增长。当生产力

大幅超越物质消费的基本需求后，单纯依靠规模

生产推动剩余资本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于是消

费替代生产成为新的投资领域，并引导城市空间

的再组织。在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中，消费

的目的从实现具体商品的使用价值升华为满足消

费者的精神需求，即消费者对“炫耀性、奢侈性和

时尚性”②身份的无形追求。可见，消费需求具备

了文化的属性，消费对象的文化符号化促成了资

本与消费的新关联。这种关联在城市空间转型层

面表现为服务业的集聚和消费场所的个性化营

造，其逻辑是通过拓展城市消费的文化吸引力来

集聚市场经济下自由资本，进而实现城市地区的

经济复兴。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整合式城市文化

规划战略框架研究”［项目编号: 11YJCZH228］、浙江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文化竞争驱动下的浙江中心文化城市

培育模式研究: 国际经验和杭州实证”［项目编号: 2012N121］

以及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常规性规划青年课题“文化竞争驱

动下 的 杭 州 特 色 文 化 城 市 发 展 战 略 研 究”［项 目 编 号:

B12WH12Q］的研究成果。

① ［英］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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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0 年版第 15 页。

③ 创意城市( 或创新城市) 不是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西方学者

基于城市创新发展成功经验而提出的一种应对城市复兴的策

略，强调消费引导经济，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来抵御城市衰

退。

“创意城市”( Creative City) ③是上述关联的

一个产物，它秉持利用城市文化符号引导和促进

城市个性化消费发展的理念，充分发掘“历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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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这两项最容易表达城市文化的符号集合，

并将其体现于一系列城市历史地区更新过程中。
城市历史地区系统化积累了原生历史文化艺术符

号，并获得了公众的集体文化认同，资本建立了作

为生产资料的文化符号和作为消费动机的文化认

同两者之间的联系，容易获得经济上的巨大回报。
城市发展决策者认识到“创意城市”的文化经济学

价值，改变了过往抹平记忆的做法，逐渐将“仿真

更新”作为城市历史地区治理的主流策略。“上海

新天地”案例在城市形象提升和地区经济复兴方

面的成功，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仿效。但是这种

立足于经济的文化开发策略受到文物保护专家、
原住民等社会群体的质疑，究竟是延续还是破坏

城市文脉，不同利益视角的答案各异。本文以后

现代城市文化的演变为背景，运用“空间生产”理

论解构“仿真更新”的发展本因，并尝试提出在城

市历史地区更新中需要统筹权衡的文化问题和文

化可持续保护方向。

一、“仿真”的哲学进化及其空间文化性

“仿真”( Simulation) 哲学源于列斐伏尔( Lefe-
bvre) 对欧洲战后黄金发展期社会特征的定义。
他提出了“引导性的消费官僚社会”，认为现时资

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已经从对生产领域剩余价值的

压榨转向了大众消费的培育，而对物品的消费从

使用价值转向了符号价值。① “社会是一个完整

的符号体系，并可以分割成许多次体系，一个体系

可以为另一个体系所遮蔽，某个体系可以不在场，

而技术使此不在场变的合情合理，然而不在场就

得有响应在场与之弥补，这个弥补就是仿真。”②

符号是仿真的前提和结果。在权力的支配下，仿

真借用现代技术对前一个阶段曾经存在但现时消

失的事物进行符号化虚拟补偿，从而建立完善的

符号体系，并引导大众对符号体系的价值形成集

体认同，最终通过消费来完成符号的资本化。
鲍德里亚( Baudrillard) 从反思现代技术媒体

的角度对仿真进行了拓展。他的研究始于对“表

征”( Ｒepresentation) 、“仿真”和“仿像”( Simula-
cra) 三个概念的比较:“表征”是以实在为模型，是

建立在实在基础上的表象; “仿真”是指周边世界

的非真状态，它是一种模拟之真，虽不是原始的朴

素之真，但却比那种原始之真还真;“仿像”则是指

非真实的景象，它不以实在为摹本，而是以复制品

为摹本形成的、没有本源、没有所指的“像”。③ 他

认为: 仿真与表征对立，表征来源于符号和现实等

同的原则，仿真来源于对具有价值符号的根本否

定，来源于对全部所指的颠覆和死刑宣判，然而通

过对仿真虚假表征的阐释，表征仍然试图同化仿

真，而仿真则试图把表征的整 个 大 厦 整 合 为 仿

像。④ 仿真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解构了社会原有

的能指与所指对应关系，重构了新的符号体系规

则，甚至将新的符号通过仿像再符号化，建立虚拟

空间社会。整个进化过程与价值规律的进化平

行，分为四个阶段，见表 1。

表 1: 仿真进化的 4 阶段表

阶段 模式 时期 价值规律 例子

过去 仿造
文艺复兴到工业

革命的“古典”时期
自然的

使用价值
大理石

雕塑

过去 生产 工业革命时期
商品的

交换价值
机器人

现在 仿真 受代码支配时期 符号价值 广告

将来 仿像 碎片阶段 未知价值 虚拟社区

根据［法］鲍德里亚: 《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

译林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2—112 页内容整理而成。

从空间建构角度来看，仿真是一种跨领域和

时空的社会关系组织方式。它拓展了人对空间的

认知范畴，消解了空间的时间性、地域性和纯物质

性，使得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外力能够共同介

入物质空间，甚至能够使虚拟空间脱离物质空间

而独立存在。同时，仿真亦能演绎为一套后现代

空间文化性建构的法则。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使

得现代建筑学突破了古典建筑学以风格、比例、装
饰为中心的形式建构法则，功能和空间成为形式

创造的依据和准则。仿真至少可以从三方面突破

空间形式建构的现代性限定而生成后现代文化

性: 其一，符号化激发文化熟悉感，仿真将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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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使用者所熟悉的空间场景和氛围用文化符

号的方式给予提炼，进而在空间中有选择地模仿

实现，虽然仿真超越了真实的“真”，但是空间使用

者会因局部熟悉而形成整体文化认同; 其二，场景

化衍生文化多义性，仿真突破了时间的概念，将不

同时期的空间场景与氛围并置于空间中，同时也

会引入全新内容的空间，形成时空错乱和秩序解

构的多样性，进而生成全新的多义文化空间; 其

三，虚拟化延伸文化感知度，仿真向仿像进化，使

得虚实空间并存甚至虚拟空间独立存在，人能够

不身临其境仅通过虚拟社区实现空间文化感知。

二、文化符号仿真的城市历史地区更新

( 一) 实践模式

城市历史地区是历史上所有自然形成和人为

创造的“城市社区”，包括城市、城镇和历史上的城

市中心或者街区以及它们的自然和人工环境。①

它是历史城市保护体系的中观概念，国内相应的

空间形态是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基于功能视角梳

理现有更新项目，主要有四种实践模式: 文化休闲

消费、高端房地产、博物馆社区以及混合模式，见

表 2。

表 2: 城市历史地区更新的四种实践模式表

模式
主要
功能

仿真的
文化符号

全新
的内容

典型案例

文化
休闲
消费

旅游
产业

建筑表皮、空
间历史氛围

室内外商业空
间、基础设施

“新 天 地”系
列项 目、宁 波
“月湖盛园”

高端
房地
产

高端
居住

建筑形态、局
部外部空间、
建筑材料

居 住 空 间、基
础设施

苏州 桐 芳 巷、
北京南池子

博物
馆社
区

公共
文化
传播

恢复原真 认知设施
上海多伦路文
化名人街

混合
模式

商住
综合

构成 公 共 历
史意 象 的 空
间

商业功能相配
套的空间和设
施

杭 州 南 宋 御
街、杭 州 小 河
直街

从具体实施过程来看: 文化休闲消费模式因

为较好的经济和城市公共形象预期，受到地方政

府的认可和推行; 高端房地产模式因为涉及公共

空间私有化问题，实施难度较大; 博物馆社区模式

因为保存了“原真性”，受到了部分文物保护专家

学者的推崇，但是日益衰落的运作现状使其不得

不面临二次转型问题，以 1999 年改造完成的上海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为例，最初定位是“名人故居、
海上旧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然而博物馆式的

保护无法实现自我可持续更新，2011 年起被迫向

文化休闲消费模式转型，定位转变为“以名人文化

为灵魂、以旅游为载体、以现代休闲服务业为基础

的国家 3A 级景区”，值得注意的是 70% 的业态将

由具有上海特色的餐饮、旅游纪念品零售等服务

业组成②; 混合模式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应对土地权

属、资金缺口、社会公平等各方面限制所做的一个

统筹式策略，混合主要体现为在商业开发前提下

保留一定容量的社区原住民及其生活环境。
国内城市历史地区更新由政府或开发商推

动，经济主导更新结果是采用仿真的方式创造一

种“真”的假象，为人的“求异”消费心理匹配一种

超越真实的历史文化空间，评判更新成功与否的

关键因素是仿真带来的经济效益。
( 二) 更新方式

更新的具体方式有三种: 保存、仿真和新增。
保存的对象是受法律保护的文物建筑、被认

定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建筑、全部或部分的空间

格局，目的是标本化保存的历史信息基因。文化

休闲消费模式受资金、开发强度、运行管理的现实

制约，一般只有少数建筑和局部空间格局会完整

被保存。“上海新天地”仅保存“中国共产党第一

次会议遗址”和“屋里厢”展览馆，前者 1961 年被

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后者则是一个展

示上海人以往生活方式的历史建筑。③ 高端房地

产模式更新的历史地区基本只能保留原有的空间

格局。苏州桐芳巷除保留一栋保护建筑外，全部

重建具有传统风貌的新建筑。
仿真的对象是历史建筑表皮和历史场所氛

围，目的是形成超真实的历史场景。建筑公共界

面的表皮是仿真的重点，墙、窗、门、阳台等传递历

史信息的建筑符号基本全部予以保留，仿真的材

561

城市的文化符号及其资本化重组

①

②

③

ICOMOS，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 Urban
Areas，Washington，1987．
滕芙勤、姚宏伟、王健佳: 《“L”型多伦路将成“X”型文化街

区》，载《新闻晚报》2013 年 7 月 16 日。
罗小未:《上海新天地: 旧区改造的建筑历史、人文历史与开发

模式的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2、88 页。



料和工艺使得更新后的历史建筑仿佛回到了其最

初建造的年代。场所氛围的营造利用了景观的方

式，通过对建筑表皮的强化———复制历史建筑装

饰构件、历史场景的强化———街道空间的统一、景
观标志物的强化———场景雕塑，达到比“历史之

真”更“真”的视觉效果。
新增的对象是满足植入功能的外部空间、内

部空间和指示系统。在文化休闲消费模式中，传

统社区功能被全部或者大部分转为商业功能，历

史生活场景变成了具有“文化特征”的消费场景:

以步行为主体的线性街道流动空间被植入了广场

式停留空间; 室内独立空间被整合成商业开放空

间，并辅以各种现代基础设施; 情景雕塑、指示牌、
店招代替了原始的门牌号码，商业标识构成的完

整指示系统成了夜景中的主角。高端房地产模式

中，为了满足现代生活方式，引入了机动车道、停

车场等新型生活空间，同时随着居住绝对人口的

减少，街道空间逐渐变为一种精神空间。
( 三) 文化符号仿真的过程

鲍德里亚建立了“细节、重复、系列、模型”四

步仿真模型。① 借鉴引用到城市历史地区更新中，

文化符号的仿真过程亦可分为四步: 第一步，将所

谓的真实衰变为平面、线性的系列，提取建筑表皮

和外部空间的历史文化细节，并将其符号化; 第

二、三步，通过重组和循环形成文化符号重复和文

化符号集合系列，这是历史空间再生产过程，文化

符号使空间中的生产不再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再

生产的对象是空间生产的存在方式，简单理解就

是历史空间的传统生产活动已经没有意义了，如

何创造出整体历史文化氛围是再生产的关键; 第

四步，整体历史文化氛围的系统性整合，填补了真

实反映对象缺场所留下的空白，将虚幻性和真实

性统一。通过这四步，城市历史地区重组了传统

文化符号，成为一个超现实的文化场所，满足大众

对文化的感性需求，使得大众消费呈现出文化特

征。

三、城市文化大众化转型的过程特征

城市文化的创造者和体验者是人，因此城市

文化与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人类学角度来

看，传统的城市文化具有双重内涵: 作为艺术的文

化( 高雅文化) ，以城市为原型的文化艺术作品及

精神升华; 作为城市生活方式的文化( 通俗文化) ，

与市民大众日常生活相关联的场景和习俗。② 两

者界限非常明确: 高雅文化占据了城市文化的主

导地位，它是迎合掌握城市话语权的城市权贵阶

层精神需求的奢侈品，传统的人文主义思想将之

视为神圣的、相对自律的、与经济逻辑分离的符号

领域; 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性虽然受到权贵阶层

的质疑，但是从城市完整性来看，通俗文化是城市

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

根本性改变，资本积累成为支配人生产生活的主

导因素。詹姆逊 ( Jameson) 依循文化逻辑将资本

主义发展分为市场( 传统) 、垄断( 现代) 、晚近( 后

现代) 三个时期，并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进入晚近

期。③ 在市场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是资

本扩张的主要形式，资本积累的途径是对自然资

源的攫取和对工人剩余劳动价值最大程度的榨

取，通过“福特主义”严格标准化生产管理形成规

模化工业生产，为大众提供群体消费的条件。这

是城市文化的重组初期，大众开始认知城市文化，

并逐渐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体受众，大众城市文化

日益成型，但是生产引导消费的现实抑制了个体

的多元需求。
1970 年后，“福特主义”生产与再生产模式逐

步陷入危机，一味强调通过劳动过程的科学化来

提高剩余价值积累效率日益困难。当文化的经济

价值被发掘后，大众对文化娱乐、符号商品的需求

成为资本扩张的新渠道，晚近资本主义时期伴随

“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同时诞生。“后福特主

义”的核心内容是特殊化商品生产，采用非中心的

生产方式，给大众带来了个性化、多元化的生活方

式和消费选择。信息技术的革新直接推动了第二

次工业革命，更为专业化和去中心化的劳动兴起，

消费开始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资本通过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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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消费文化符号体系吸引和支配大众消费。
城市文化也随之开始后现代变迁。

鲍德里亚将城市文化的后现代变迁过程描述

为文化仿真: 在晚近资本主义时期，消费商品一方

面交织着最初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发展了在广

泛的影像与符号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从而出现

“商品—记号”，当这个过程被强化的时候，出现了

一种性质的转变，即漂浮不定的大众记号与影像

产生了一个无止尽的、相互仿冒的仿真系列。① 城

市文化成为城市日常生活消费的对象，以审美的

方式满足日常生活消费需求。于是，后现代城市

以返回文化、风格、装饰为标志，城市文化的传统

情境被消解，传统意义的城市文化被模仿、被复

制、被不断地翻新、被重塑风格，最终使得文化传

统情境 被 消 解。正 如 文 丘 里 描 述 的“马 路 杂

拼”②，城市文化通过象征主义将文字、图片、雕塑

以及霓虹灯展示给大众，创造了一种消费化的城

市文化景观。
后现代主义的民粹式的、消解等级的精神，使

得城市文化的传统结构被打破，高雅文化与通俗

文化的界限日渐模糊。作为艺术的文化，其所包

容的现象范围已经扩大，在吸收了广泛范围内的

大众生活和日常文化之后，任何城市事物与城市

体验在实践中都被认定与文化有关。城市文化的

融合反映了传统文化受众的转变，即从以阶级或

居住点为基础划分的文化群体秉性、品位、闲暇时

间转向了生活方式的风格化③，之前的一致性和统

一性让位于短暂体验和浅层审美的戏谑性探索。
文化的深度让位于文化的宽度，文化成为引导大

众集体认同形成的媒介。

四、仿真更新的文化资本重组本质

( 一) 文化资本和空间生产

在物质化的经济资本之外，社会空间中还隐

藏着文化资本这种非物质资本形式。布尔迪厄认

为文化资本存在三种状态: 具体的状态，与个体的

身体相联系，采取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预先假

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 客观化的状态，

以文化商品的形态存在，文化商品在物质方面预

先假定了经济资本，在象征性方面则预先假定了

文化资本; 体制化的状态，以学术资格认定形式存

在。城市历史地区仿真更新中，文化资本以客观

化状态存在，具体表现为历史文化符号( 如历史建

筑、历史景观) 的商品化。④ 经济复兴往往是更新

的主要目标和动力，体现文化的要素被抽象为文

化符号，遵循资本主义纯形式审美规则进行复制

和重组，最终成为空间化的文化商品。
当代社会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 Produc-

tion in Space) 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 Production of
Space) 。⑤ 空间作为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

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这种转变

并非意味着空间中事物的生产消失，而是空间从

物理背景变为引导生产流动和集聚的生产资料，

空间的生产先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而获得资本的

首选青睐。资本引导的城市规划推动了城市内部

空间的重组和外部空间的扩张。同时，消费社会

的兴起，使得城市空间成为商品，具备了消费的基

本条件。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表明，对城市空间的

征服和整合是消费导向的资本赖以生存的主要手

段。城市空间所具备的消费主义特征意味着城市

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的形式投射到城市日常生活

之中。
城市历史地区的仿真更新是生产和消费同时

作用于城市空间的结果。一方面，城市历史赋予

空间时代、社会、生产模式与关系的特殊性，即文

化资本，仿真是文化资本的生产手段，是人对日常

生活中文化消费需求的反馈; 另一方面，更新的本

质是空间的生产，空间更新匹配注入的新功能，剩

余价值产生的效率是更新的依据和评价标准。
( 二) 文化符号象征的系统化重组

文化是一个产生象征的系统，它已经与城市

生产体系里的资本和身份交织在一起。⑥ 因此，文

化资本的运作逻辑是: 将文化符号组合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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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系统，通过文化商品的销售完成向经济资本

的转化。象征系统的建构意味着人的体验成为文

化商品的主题，文化通过服务业为人提供了多样

性、场所性、秩序性和事件性的体验。具体来看:

文化主题被地方政府和商业机构作为多样性商业

开发的策略工具; 文化产业提供了多元化文化产

品，并通过消费定义了空间身份; 文化符号作为视

觉空间组织手段，赋予了空间整体形象; 文化活动

作为激活空间的事件，集聚人气。
城市历史地区仿真更新的内在动力是服务业

主导的空间功能置换。历史地区本身拥有成熟的

人居环境。受都市文化旅游和休闲产业发展的影

响，历史地区所积累文化的经济价值被认知。资

本介入历史地区更新的结果是: 原住民外迁，传统

人居环境全部或局部瓦解，但是通过对有形和无

形文化符号的仿真复制，历史地区的文化象征得

以强化，进而吸引服务业和游客集聚，实现文化资

本的经济效益。仿真采用文化主题的高度概括统

一、文化产品的系列化衍生、文化空间氛围的整体

营造等方式吸引人前来消费。

五、结论与思考

城市历史地区仿真更新是文化资本的空间再

生产过程，文化符号经由资本重组，结果所体现的

并非原真性历史文化，而是带有浅层文化特征的

消费氛围。迪斯尼式的重组手段营造了一种审美

化的、非真实的日常生活消费空间。文化符号隐

含的高雅含义和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和市场逻

辑，并与消费合谋，成为文化消费品介入日常生活

之中。
仿真更新在满足城市特定阶层消费需求的同

时，驱逐了原住民。尽管历史空间表皮呈现出审

美的丰富性———新旧文化符号交织冲突、文化商

品玲琅满目、文化活动种类繁多，但是从承载功能

来看，原有的多样混合人居环境被简化为单一的

商业消费聚集地。资本逐利的本质为历史地区划

定了隐形的边界，消费准入规则使得历史地区成

为一块文化飞地。秉承“经营城市”理念的政府采

用企业化方式来治理历史地区，导致社会公平的

缺失，在貌似公众对社会文化集体追求的背后，隐

藏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被变相剥夺的事实。可

以想象，一旦消费者出现审美疲劳，资本会毫不犹

豫地去追求新的增长点。仿真更新的历史地区失

去资本支持后，仿真的虚构性反而成为历史地区

彻底重建最充分的理由，历史文化最终将走向衰

亡。
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历史地

区更新的主要目标。历史地区的形成是一个长期

的过程，它所承载的文化是人居过程的精华沉淀，

它的价值在于地方文脉的延续和城市多样性的丰

富。历史地区的灵魂是历史社区，更新的目标不

是消灭传统社区，而是通过恢复社区的活力实现

文化的可持续保护与传承。因此，历史地区的更

新应该是基于社区、基于多元价值观、基于利益相

关者多方参与的自我有机更新，而不是基于消费

的文化符号资本化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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