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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骚乱对我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的启示

邱国兵

!!摘!要!巴黎郊区的骚乱#与其人口高密度%居民结构 单 一 和 阻 碍 社 会 流 动 的 社 区 设 计 思 路 与 原 则

紧密相关&现在的城市规划#需要提出混合式居住空 间 的 新 思 路 和 方 案#即 要 在 一 个 社 区%一 个 邻 里 单

位甚至一栋楼内#为收入在不同档次的家庭创造居住空 间#使 他 们 有 共 同 参 与 公 共 事 务 和 活 动 的 机 会#

有助于培养社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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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末到##月中下旬!一场大骚乱袭击了原本"平静#的法国巴黎郊区$事件的起因

是#*月&(日克利希苏布瓦镇的两名刚看完球赛的北非裔男孩!误以为警察在追捕他们!慌不择路

跑进了一所变电站!结果被&万伏的高压瞬间夺去了生命$三天后!上千名主要移民自北非和阿拉

伯地区的居民走上街头!抗议警察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巴黎郊区其

他类似的移民区!招致数名警察受伤!多名骚乱者被逮捕并被判处监禁$随着事态的发展!骚乱者

跟警察玩起猫捉老鼠的游戏!偷偷点燃汽车%政府大楼%商店%工厂%超市!甚至幼儿园!大骚乱日渐

恶化$这场看似偶然的突发危机!直到##月中下旬才逐渐被平息$
在对这场骚乱的分析与反思中!法国政府不适当的移民政策!以及北非和阿拉伯移民在就业%

置业和教育等方面受到的歧视和排斥!无疑是骚乱发生和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人口高密度%居民

结构单一和阻碍社会流动的社区设计思路与原则!同样是这次恶性事件爆发的重要肇因$因此!从
城市管理和城市设计的角度剖析巴黎骚乱!对我国科学合理地规划与管理城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柯布西耶!%住房是居住的机器&

从城市管理和社会学角度看!这场大骚乱与巴黎郊区的人口密度%居住环境和人口流动状况紧

密相关!而这些因素又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城市设计思路和取向的影响$巴黎郊区的城市设计!尤其

是居民区的规划深受&*世纪初法国著名建筑师勒&柯布西耶’T9+A8>?D;98(的影响$在法国!勒

&柯布西耶与沃尔特&格罗庇乌斯’̂ 7C698B8AS;?D(%密斯&德罗’F;9DP7<:98(和弗兰克&莱特

’=‘T‘ 8̂;LE6(并称为现代建筑的第一代四位大师$尤其是柯布西耶所著的)走向新建筑*一书被

称为现代建筑运动的宣言!大工业时代的乐观%整齐划一%崇尚批量生产的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

城市规划和设计风格!这使他相信修建城市%房屋与制造汽车%飞机等机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在柯氏看来!城市建设%发展与制造飞机%汽车一样!都是在数学与几何计算%新材料的选择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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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展开的大规模工业生产!由此"柯布西耶提出#住房是居住机器$的著名口号"主张运用现

代技术"创造居住空间上的最大效率"进而设计规划出巨型的居民公寓!
柯布西耶极度推崇工业化带来的高效率"坚信#只要大批生产的精神面貌产生"一切都将在眨

眼之间很快创建起来!$%#&’2#%((相反"对于传统的田园诗式的建筑和居住理念"柯布西耶则嗤之以

鼻)#我们在城市里和近郊区没有住宅"只有诗"秋天里的春天的诗"**而这个时刻"人已经很衰

老"受风湿病和死亡的折磨**活得很费劲!$%#&’2&*!(可见"他把这些都当作是累赘的+繁复的必

将为#时代精神$所抛弃的桎梏"对传统的城市和建筑审美情趣没有丝毫好感!正是基于此"柯布西

耶试图以工业大生产的精神去替代那些所谓已经过时的风格"强调#大工业应当从事建造房屋"并

成批地制造住宅的构件!必须树立大批量生产的精神面貌)建造大批量生产的住宅的精神面貌"住
进大批量生产的住宅的精神面貌"喜爱大批量生产的住宅的精神面貌!$%#&’2#%!(这样看来"能跟上

时代节拍的城市设计和建筑风格"必须是简单+简洁+统一+整齐的"比如在建筑材料上"柯布西耶就

鼓吹#用质地稳定的’人工(材料代替变化无穷的天然材料$%#&’2&**(!在单体建筑的设计中"柯布

西耶去除了以往楼宇设计形式的繁文缛节"大量采用横平竖直的线条"其建筑往往以贯穿整个外墙

面一行行平行的窗户为标志!这种横平竖直样式的房屋"更像是工业设计的制成品"甚至可以凭预

制件直接搭建起来!
不难看出"柯布西耶的城市建筑新理念包含着明显的崇尚机械式的科学+民主和平等的成分"

他对新建筑精神的宣扬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让更多体力工人+低收入者等社会中下层都拥有卫生+
体面的居所!他认为)#从根本上改造大城市的出路在于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减少城市的建筑用

地"提高人口密度$%&&’2#)("只要实施得当"就可以实现#既保持人口的高密度"又形成安静+卫生的

城市环境$%&&’2#)(!为了使房屋价格控制在这些低收入者可承受的范围内"就必须使#居住机器$
能够最大限度地容纳人口!

应该说"这一套挑战传统的城市建筑设计理念"对于欧洲拥有丰厚历史和人文传统的城市"是

没有多大的市场的"相反却在空白土地面积广大+没有历史传承和负担的郊区影响较大!于是"在

法国许多城市的郊区"建起了大量柯布西耶式整齐划一的高层居民公寓楼"一些原来住在城市的低

收入家庭"纷纷迁入这里居住!

二!郊区的居住区设计"法国与美国的不同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世界 各 国 任 何 主 要 城 市 而 言"试 图 将 所 有 居 民 都 安 置 在 市 区 内 居

住和生活既不现实也非必要"更 会 造 成 市 区 人 口 拥 挤+交 通 堵 塞+秩 序 混 乱+地 价 高 昂 等 负 面 效

应!因此"不同的国家和城市出于不同的原因"采取 不 同 的 方 式 和 手 段"都 将 一 部 分 居 民 分 流 到

郊区居住!在郊区居民区规划和设计的模式上"法 国 和 美 国 在 实 践 和 指 导 思 想 上 就 存 在 巨 大 的

差异!
法国运用勒,柯布西耶的社区规划和建筑理念"在郊区大量建造规格统一+样式整齐的巨型公

寓楼"把城里的劳工阶层+低收入阶层全塞到这些钢筋混凝土的格子里!然而"这种设计理念付诸

实践后的弊端很快就呈现出来!高层+巨大公寓楼成为移民和贫民的专属聚居区"这些巨型公寓楼

很容易沦为犯罪的中心!由于楼层众多"单层面积大"楼道曲折狭长"采光不善"使得这些公寓楼很

难被有效管理!楼梯被毒品贩子+皮条客等控制"在夜晚几乎没人敢走!犯罪猖獗的居住区和公

寓"甚至不得不炸掉!巨型公寓楼的这种悲剧是具有普遍性的"绝对不是只有法国才会招致可能的

骚乱!早在巴黎骚乱之前"美国学者约翰,利维’bAE<F4T9P@(就曾指出)#在公房方面的经验告

诉我们"高层结构不一定能很好地解决所有人的问题**高层建筑相对雷同看上去使高层公房更

容易发生犯罪"同时也会使建立社区感和互助感更为困难!$%’&因此"可以说巴黎骚乱实际上是#勒

,柯布西耶式$居住区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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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勒!柯布西耶原本不错的理念会有这样的恶果？最主要的原因是勒!柯布西耶把建筑

看作是建造他的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工具"试图由此设计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为现实中的人

类生活服务#他臆想在设计图上画出一条条简洁而优美的平行线条"成千上万的人就能按照他想

象的方式生活#可是"人们一旦搬进去以后"这些郊外的巨大公寓楼却渐渐成了一个阶层的居住

地"似乎一辈子就在社会中被固定住"很少有流动的可能#这样"柯布西耶式的建筑不是鼓励各阶

层之间的融合和沟通"相反把一个阶层和其他阶层隔绝#结果"这种非人性化的$居住的机器%成了

$异化的机器%"成为反叛集团的滋生地#
美国的城市发展走的是与法国几乎相反的道路##%’$年起"联邦住宅局&6E9=9:987C1A?D;<L

O:N;<;D6876;A<’制定了给独立式住宅提供保险贷款的政策"这一政策鼓励了城市居民涌向郊区的

行动#当然"与法国迁往郊区的下层居民不同"美国$下乡%的居民多是家道殷实者#到了&*世纪

$*年代"美国政府为退伍的二战老兵提供无首期抵押贷款的优惠购房政策#这项政策排除了房屋

购买和销售双方的风险"选择到郊区居住的人口又一次大幅度增长"一直持续到(*年代初期的经

济繁荣#久而久之"在城里上班的中产阶级有财力在郊外购置花园别墅"城里留下的大部分却是穷

人"美国遇到的问题反而是大都市贫困化现象"同法国郊区一样"美国市区中破旧的公寓楼成了犯

罪的中心#不过这些公寓楼数量不是很多"居住在此的市民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不是特别高"因此

反叛力量不容易聚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区别于法国的"就是美国的许多市民"由青年时期

刚刚就业时住在喧闹拥挤的城市里"到成家立业育有子女后便移居到环境更安静(面积大得多的郊

区房子里"直至子女上大学(走向社会造成的家庭$空巢%化后"又卖掉郊区的大房子"迁到城里的公

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其他阶层混居的几率增大#相比之下"法国的柯布西耶式设计的房子全

是一样的型号面积(一样的价格"各阶层的人无法混居"等于在消费中制造了阶级对立#
客观地说"美国的不同阶层居民混合也只是相对的#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城市尤其是

大城市而言"由于居住区的分化而导致的分裂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这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市

民对城市和社会状 况 的 不 满#在#%)&年 出 版 的)美 国 大 城 市 的 生 与 死*&GE9.976E7<:T;K9AK
B8976ON98;J7<+;6;9D’一书中"简!雅各布斯&b7<9b7JA>D’最早对城市中心的贫民窟的清理(城市

内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功能分区等城市建设原则和策略提出了拷问#这一重要著作已经成为城市规

划和设计理论的经典"雅各布斯的理论核心之一就是呼吁城市的不同功能(不同社会阶层和种族之

间相互融合"她的理论很快在城市规划与设计行业中获得支持"里昂!克利尔&T9A<i8;98’的城市

设计便是围绕反分区的思路展开的"他提倡在规划中用步行尺度的综合功能的邻里单位"代替单一

功能的城市各类小区#
到&*世纪"*年代初"城市规划和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当时普遍存在的城市问题的反思"促成了

所谓$新城市主义%的出现#与雅各布斯(利克尔一样"$新城市主义%非常重视追求邻里单位的公共

空间秩序"提倡用步行尺度和追求邻里个性来推动合理的社区建设和发展#从邻里层面出发的所

谓$新城市主义%设计原则包括+首先"一个健康的邻里应该包括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人和不同类

型的活动,其次"每一个邻里中心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公共空间作为社会和商业交流活动的场所,再

次"通过创造一种适合步行的环境"增加邻里范围内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们相互交往"密切邻里关

系"形成一种具有浓厚生活氛围的社区,最后"单体建筑设计应该尊重周围的城市理念和当地的传

统(习俗#
从柯布西耶的理念到$新城市主义%设计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人们对城市和郊区居住区规划的

认识"是一个从着重机械(理想化(阶级分层到追求有机(人性化(阶级融合的过程,从城市设计到社

区(邻里规划最后具体到单体建筑的设计"又回复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上来#正是认识到了人是社

会性的动物"除了遮风避雨的基本生存需求以外"人类更有人际交往(谋求正向的社会流动等要求

和渴望#因此"城市设计必须把上述需要作为重要因素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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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城市设计"构建和谐的社区和邻里

事实上!现代的城市规划和设计几乎很少能完全摆脱勒"柯布西耶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

条件下!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为广大职工修建了许多苏联式$方格子%居民楼!及至目前伴随着城市化

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巨型公寓楼又拔地而起!规格也非常整齐划一!市区边缘地带和郊区的居民小

区建设更是如此#从法国的经验看!这样的发展势必隐藏着相当的危险性!各社会阶层的分化被不

同档次的住房和小区固化和强化!有导致各阶层隔离的倾向#因此!现在我国的城市规划需要提出

混合式居住空间的新思路和新原则#
最彻底&最理想化的方案是’在一个邻里单位(小区)&甚至一栋楼内!为不同经济条件和收入水

平的家庭创造适合各自居住的空间!让企业家&白领管理层&工人&知识分子&服务员&政府官员和民

工等尽可能住在一起!共同参与社区内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比如本区(县)人民代表的选举)!一同管

理所在邻里单位(小区)的公共事务(比如共同商讨选择物业服务公司)!一起参加文化休闲&娱乐和

体育等活动!还包括让他们的子弟一起上学等#这个方案有助于培养社会各阶层的凝聚力!促进各

阶层之间的理解和交流!让大家不论在哪个位置上!都有一种对自己居住共同体的忠诚和热爱#否

则!不同阶层的分居就会在利益整合时孕育难以愈合的社会矛盾#
当然!就现实情况来说!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分区居住无疑是主流的模式!而混合居住更多地

带有试验或探索的性质#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应该是相对理想方案次一级的社区规划#在城

内社区中建设适合不同阶层居住的住宅!当然这些住宅的造价和售价也会有相应的差异#在郊区

社区中进行混合多样的住宅建设!使不同品质和层次的住宅面向和吸引不同收入水平的住户#这

样!对于同一阶层住户而言!相近的生活背景会增加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矛盾#同时!在整个社

区!各个小的邻里和单个建筑又能形成互相兼顾和搭配的$高层-小高层-多层-低层%混合型社

区#在这样的社区中!必须设有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如绿地&健身场所等)!并对该社区内不同楼

型的住户开放#同时!社区的超市&餐饮等服务场所亦应无差别地对所有住户提供服务!以促成不

同阶层的居民的交往#有学者把这种模式称作$大混居&小聚居%!认为这样既可以促进阶层间的接

触和交往!防止教育&商业和环境等公共资源的过分不合理分布!也可以使不同阶层之间保持一定

的距离#其实!这样的居住模式不完全是乌托邦的臆想!过去北京的胡同就往往是三教九流杂居!
引车卖浆者与达官贵人混合居住在一起#*$+

需要指出的是!混居的方式往往需要政府直接介入#如果市民纯粹通过市场获得住房!分开居

住就是必然的现象!这源于市场力量决定$集体消费%!也是导致穷人区&富人区形成的客观原因#
因此!政府要做的起码 有 两 个 方 面’一 是 针 对 完 全 以 富 人 为 销 售 对 象 的 所 谓 豪 宅&别 墅&$高 尚 社

区%!圈占了过多的优越地段!包括市中心区域&商业中心地段&风景名胜区等!政府应对这种趋势有

相当的了解和调控!防止优质的公共资源,,,特定地段的土地和相应的居住区,,,完全被富裕阶

层占有和掌控#二是政府应通过房产政策的引导&社区建设的规划&土地转让的特定倾斜等措施和

手段!鼓励和引导地产商多开发混合式的居住区!使不同经济背景和收入水平的居民有可能住进同

一个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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