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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巴黎是世界最具社会亲和力，文化魅力的都市之

一，本文旨在探完形成今日巴黎的潜在动力因素之一：历

史性公共空间复兴中公共利益的长期积累。文章重点对注

重公共利益而产生的实效进行挖掘探讨。将此实效分解为

。对内的社会效益及对外的文化效益”两方面，运用巴黎多

处改逮实践和城市社会心理学，城市文化资本论等理论对

这两方面展开论述。最后得出结论：尊重历史性公共空间

蔓兴中的公共利益既有沟通市民与城市的社会效益，又有

创造“城市注意力经济”的文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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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引言

巴黎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文化名城之一，她与纽约．伦敦分别代表了当今

世界的时尚．流行和前卫。她的城市之名不仅因为其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延续．

更在于其精心的延续性经营。对城市中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共空间的成功复兴是

巴黎的魅力源泉之一．那些存有历史记忆并充分考虑到公共利益的公共空间更

使人们回味无穷。贝尔西公园，雪铁龙公园这些成功改造的案例都带动了巴黎

一方的复兴．使市民与游客留连忘返。尊重思想力量的巴黎人一直都在不紧不

慢地经营着这座城市值得骄傲的文化财富。

在我国．与巴黎历史文化财富相当的城市可以说为数不少。英国著名规划

咨询师罗宾·汤普森教授曾建议中国应该将重点放到城市复兴上来，原因有

三：第一，文化遗产及社区生命力濒临被毁边缘：第二．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

了一些未充分利用地区；第三，快速增长为城市复兴创造了有利条件“J。我们

在城市复兴中可以向巴黎借鉴哪些方面呢7本文主要从公共利益角度加以关

注．以求城市中宝贵的历史文化空间得以充分利用．更加彰显城市风采。

2相关概念及社会，文化效益研究简述

2．1历史性公共空间及公共利益的涵义

首先明确本文涉及的两个重要概念：“历史性公共空间“及”公共利益”。这

两个概念本身展开都比较复杂，在此只做简述。

(1)城市公共空间是指属于公众的场所，是市民可以无拘无束地光顾．自

由自在活动的地方．也是享受城市生活．体认城市风情．彰显城市个性．领略

城市魅力之所在伫1。本文将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形成独特价值的公共空间定义

为”历史性公共空间”。它是城市肌理的核心部分．也是城市活动的百宝箱。

能够拥有诸多历史性公共空间是一座城市天生优越的禀赋．正如芒福德所

说：“城市主要还是一种贮藏库，一个保管者和积攒者。城市首先是掌握了这些

功能以后才能完成其最高功能的，即作为一个传播者和流传者的功能口1。”城市的

历史性公共空间便能集中反映此容器所存的城市自然景观演变．历史文化发

展．社会人文精神．它可以算是城市价值的凝结与城市市民的心理归宿。

(2)公共空间中的公共利益概念是多元和矛盾并存的。城市复兴活动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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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敏感的文脉和环境中展开，规划师总是要在政府．公众、

开发商中协调利益主体。虽然有一点很明确：“城市规划的目标

就在于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共利益应该始终是规划师的基

本价值观的核心内容【41。”然而．具体到公共利益是什么时，却

没有法律的定论．“规划师的社会职责就是捍卫公共利益。但是

下一步要好好研究到底公共利益是什么7”嘲

鉴于此．本文将对公共利益的认识中，普遍得到认可并具有

较多成功案例的归纳为三方面：增加市民共享性，协调利益主体

间矛盾，延续城市历史文化。本文将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深入探

讨尊崇公共利益而带来的巨大效益。

2．2公共利益产生的效益：社会．文化效益

公共利益的复杂性使得公共利益的效益也趋于模糊，具体到

一块历史性公共空间的复兴规划上也是如此：市民也许在优美的

空间中漠然地漫步；政府看不到某处公益性土地的经济效益；城

市也不会因为有个别宜人空间而改变多少⋯⋯总之．公共利益以

其”微薄”的效益一次次让位于其他利益。这种对公共利益不明不

白的积累所造成的后果．便是今天我国一些超大城市与巴黎的魅

力差距。

处在当今急功近利建设的年代，对公共利益产生效益的深入

理解是发挥其历史．时代价值的基本前提．我们要维护公共利益

必须先说服自己．找到它确实的效益。其实公共利益并非都是

”微效益”的。长期的公共利益重视度不均造成了巴黎与北京宜居

性相差甚远。本文正是试图从实例和理论两方面寻找公共利益的

实效。下文将从城市历史性公共空间“对内创造城市凝聚力，对

外创造城市辐射力”两个角度，把公共利益的效益做一具体化深

入．即对内主要体现为社会凝聚效益，对外主要体现为文化竞争

效益。

3公共利益的社会性：市民空间

遵循公共利益营造的城市历史性公共空间，向市民敞开了城

市的情怀，诉说着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很好地激发市民

的城市自豪感与主人翁意识，增进不同阶层的市民对所在城市的

感情。这些单凭经济发展是很难做到的．这可以说是注重公众利

益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此类公共空间可以称作市民空间．从贝尔

西公园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市民空间在市民中引起的良好反响．

它的价值也能用一些城市设计的经典理论加以概括。

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以“记忆的公园”为主题的设计方案十

分尊崇该地区的人文．地景沿革：以基地历史上纵横交错的仓储

运输道路为基本骨架，保留了大部分历史路径及古树；保留部分

铁路线作为唤起人们记忆的符号．并且形成休憩观景的空间：结

合城市道路重新组织贯穿全园的平行于河道的步行游览路线．两

者叠加重合形成历史和现实的对话[61(见图2)。

在促进市民共享性方面，包括贝尔西公园在内的巴黎所有公

共空间都为公共机构所有．不以房屋建设为目的．任何人均可在

任何时候无条件使用。假日草坪上有免费的艺术展览，园内随处

有休憩区．公园完全由开放．融合的空间所构成I见图3)。

3．1巴黎的市民空间——贝尔西公园

贝尔西公园是贝尔西协议开发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园位于

巴黎东部塞纳河右岸．面积约13hm2。原有基地既有浓郁的中世

纪般的乡村景观又具有反映不同时期历史演变的空间形态特征
圈3公园内供休憩的草坪

(见图1)。 资料来潭：张凡<法圈城市历史地段景观创作与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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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利益为幸引提升社会．文化效益——巴黎历史性公共空间复兴的启示●

在协调利益主体方面，整个贝尔西地区在改建过程中运用

”协议开发区”机制。首先由国家收购土地，然后由国家企业或团

体进行土地开发，再由不同开发商参与成片地区的开发。其工作

流程见表l。

巴黎规划院与景观建筑师代表公共利益．制定总体目标和基

本原则．整体思考城市景观；协调建筑师与项目建筑师代表私人

利益．完成地块的控制规划与具体项目的设计。每个事关利益的

程序都在法律的监督下严格执行w。

贝尔西公园在充分尊崇公共利益的基础上产生了良好的社会

影响。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城市景观的和谐统一：由景观设计师

总体协调公园及其周边组成部分，使空间相互之间产生了对话与

交流。例如，公园周边的住宅设计为其提供了良好的界面，并将

公园绿色引入街坊W I见图4)。

其次是提高了市民生活品质：它鼓励城市功能混合发展，为在

其周边开发的住宅区及商业活动eO,L,fEl]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休闲

场所；赋予场所地方人文特点．保护并延续了该地区特有的历史文

表1协议开发区规划设计流程

豳4住宅区立面规划导则

资料来源：城市规划行业信息同

http：／／www．china-up．com／specia垤uihua／Francet／Francet．htm

注：规划对贝尔西公团周边住宅设计提出要求：三面围合的街坊，面向公园的点式

建筑使绿色得以进八街坊内部．沿套团一边强调横向联系。

化，提升了土地价值及地区竞争力。现在它是最受巴黎市民欢迎的

公园之一。同时也是巴黎密布的独具魅力的空间中的一个。

3．2市民空间的独特价值

像贝尔西公园这样的市民空间缘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影

响呢7可用下面的理论加以廨释。

(1)城市场所文脉价值

对城市文脉与场所感的不断关注，反映出城市设计从现代主

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性变化。Teaml0将获得社会文化．历史

事件．人的活动等文脉意义的空间定义为场所17／，这对人们认识

城市历史性公共空间的意义产生了革命性的推动作用。后现代主

义的城市设计与规划强调地方文脉的重要性，力图在设计中延续

地方特色．历史肌理和传统街道模式，这使人们更为贴近城市发

展的脉搏。一座城市的历史空间往往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市民

通过它摸索往日的片段，游人通过它了解城市的内涵．人们的生

活又不断作用于它，使它不断更新演变。只有有”故事”的公共空

间才会产生如此美好的延续故事。

这种张扬城市个性的价值观在我国尤为需要．正如罗宾斯所

说：”这种文化地方主义反映出那种铭刻人类生活时空记忆的深

层意识。目前，探究一定场所范围内所包含的生活历史的兴趣在

不断增长，这些地区通过保留地方记忆与遗产而使场所认同感和

社区得以延续IS】。“这种兴趣源自整个社会对现代城市趋于雷

同．丧失个性的担忧。

(2)城市社会心理价值

在当代世界，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细处应该体现出这

一点。从环境心理的角度讲．空间环境和个人的心理．个性有联

系．个人处于某一特定空间情境中可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唧。历史

性公共空间能给人们带来以下空间感受。

首先，使人们得到城市的关怀感。人们处在一个考虑到人体

尺度，交往．休息，娱乐等多方面需要的空间中时．会产生积极

的空间情绪，并将这种情绪带到工作、学习之中。其次．使人们

感受到社会平等。城市中的人一直处于现代性的科层制度之中，

科层制度对人理性生活的要求达到空前的高度．因而市民迫切需

要摆脱这种束缚的空间flo】．一些公共空间中的独处冥想空间对缓

解社会压力是十分有效的。最后，新的城市空间可以促使新的城

市活动产生．如”人看人其乐无穷”．街头行为艺术家等等。越是

发达的大都市．在这种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就越为光怪陆离，这也

是城市的创造．包容魅力之所在。

{3)城市多样性价值

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而良好的历史性公共空间是构成城市多

①根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刘健副教授相关研究资料整理。

②《法国城市历史遗产保护》．城市规划行业信息罔．http：／／www．china—up．com／special／guihua／Francet／France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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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性的重要元素。在功能上，公共共享空间能以较低的租金为那些

经济效益较低但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活动在城市中提供一个生存空

间，而大规模的再开发项目常会摒弃这些回报率低的使用功能：在

城市景观上．不同时代建筑．街道的并置使它们共同显现出了价

值．由此避免了因现代建筑的单一而产生的专断感。巴黎奥斯曼时

代打破旧城市肌理．直接开出笔直宽阔的大道，在大道两侧修建现

代建筑，街坊内部保留原有建筑的改造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人们希望所生活的城市变得生动．丰富而又有趣，

使独立的家庭生活在城市空间得以拓展延伸，在公共生活中找

到新奇体验。在一个社会文化氛围优越的社会中．人们能充分

理解城市空间的涵义，享受规划师精心营造的空间给他们带来

的巨大愉悦。

4公共利益的竞争力：城市文化资本论

为城市带来对外的文化竞争力是公共利益带来的文化效益。

文化效益是个”慢热”的过程——投资周期很长．见效缓慢，正因

为此．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不重视它；但同时应该看到．一旦一个

城市建立了良好的文化效益循环促进机制．足够让这个城市在世

界称雄数百载。

4．1巴黎城市地位的巩固

巴黎便是以上观点的最好佐证。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使19世纪

的巴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美丽．最近代化的城市．这种优势一直

保持到现在。巴黎在200年问不断地对各类历史地段进行复兴改

造：卢浮宫到凯旋门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景观；万桑公园和布鲁

涅公园好像巴黎的两个肺．为市中心提供着氧气和休憩的场所；

拉维莱特公园，雪铁龙一塞万纳公园．贝尔西公园等利用城市工

业遗址进行了城市更新的成功尝试⋯⋯。这些看似不算气势恢宏

的逐步复兴改造将城市中比较分散的历史性公共空间进行有步

骤，小规模，又遵循历史发展的更新，为巴黎稳居“世界魅力城

市ToplO”的宝座做出了一份贡献。

4．2卢浮宫改造为巴黎带来的契机

1980年代．以法国二百年国庆为契机的城市空间的大规模整

治工程开始进行，卢浮宫的改造就是在此背景下进行的。

卢浮宫扩建工程主要与市民公共利益结合十分紧密。在空间

共享性方面．不仅广场是开敞自由的．人们还可乘电扶梯从广场

直达拿破仑厅。此厅因为其设计暨管理方式完全与美术馆的展览

空间分离。是一个可以独立营运的空间．人们不必购票就可以享

受这阳光饱满的大空间：另外，420席次的多功能礼堂，为孩童

图7从不同角度观看卢浮宫

资料来源：中回建筑艺术一

http：／／www．aaart．coln．c毗呻mjecffshow toupiao．asp?newsid--9506．

注：无论是站在广场还是建筑内部，金字塔对卢浮宫都没有生硬遮挡，两者相映成辉。

及团体所设计的简介室、会议室等．使拿破仑厅成为一个真正服

务大众的场所w。

在延续城市文脉方面．卢浮宫金字塔的形象建成后没有产生

与卢浮宫古典形式不匹配的问题．反而对宫殿的遮挡达到最小．

更加衬托出卢浮宫完美的造型。通透的玻璃幕墙使得建筑物中的

人们在任何角度都能完美地观看到周边古建筑。使新旧建筑达到

了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良好效果。

一个”亲民”的城市建设为整个巴黎城增添了一笔文化财富。

优美而对人民大众开放的空间使得这里比以前更具吸引力．到上

世纪90年代末，”金字塔“的年游客流量就已突破规划容量．达

至,jsoo万人次。预计到20lO年．这一数字可能突破900万”11。人

们从四面八方聚集．感受精彩的空间所传达的城市文化：白天．

这里是人群集聚之地，玻璃金字塔有”桥”的功能，将来自各方的

人“引渡”到不同的三个殿翼；夜晚．玻璃金字塔在灯光照耀下成

为都市焦点．吸引人们来到广场，让美术馆的生命从白天沿续到

夜晚．让公共空间更能充分得以运用田(见图5、6、7 J。

①中国建筑艺术同，‘巴饕卢浮宫扩建工程》，http：／／www．aaart．gom．cn／cn／project／show_toupiao．asp?newsid--9506．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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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利益为牵引提升社会，文化效益——巴黎历史性公共空间复兴的启示●

卢浮宫作为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以及巴黎十大工

程之一．与同期的其他城市复兴改造一起．造就了巴黎的又一次

辉煌。城市的公共空间和绿化空间显著增加；古城中注入了新建

筑的活力．城市面貌有了新时代的烙印。自从1990年代以来．

巴黎在世界城市中的竞争力稳步上升，2002年位居世界魅力城市

排行第五．并赢得“世界浪漫之都”．”时尚之都“等称号。

世界上与巴黎拥有大致相同的人口．规模甚至人均GDP产出

的城市有很多，缘何只有巴黎能这般光芒四射呢7张鸿雁教授首

创的”城市文化资本论”可以说是答案之一。

4．3城市文化资本论层面的探讨

。文化资本”的概念是从个人文化资本——教育和相关文化

资源的意义上延伸到城市的．“城市文化资本”的提出在一定意义

上强调的是城市业已存在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的

“资本性”意义，如城市著名人物的精神价值．城市创造的一系列

文化象征与文化符号等等。从“经营城市”到“营销城市“再到”城

市文化资本”运作，是现代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一个创新【12】。

城市历史性公共空间的复兴．可以说是城市文化资本得以利

用与释放的方式之一，也就是说，这些空间承载了城市的文化资

本。通过构建城市具有文化价值的空间体系．可以达到整合城市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心理等各方面要素的目的．使之形成

整体的识别机制，最终达到城市内各要素整合并形成1+1>2的

效果。

除了在空间上释放文化之外．城市历史性公共空间还将城市

的文化资本变成凝固的精神在时间中传播。每一次规划设计活动

其实都是一次信息的存取．在信息的输入中梳理历史的点点滴

滴．在信息的表达中又融入新时代的精神与需求。在输入和表达

之间．城市信息代代传承，步步更新⋯⋯遵循这一规律．城市得

以良性发展。

5小结

综合以上两方面分析，笔者认为：尊重历史性公共空间复兴

中的公共利益既有沟通市民与城市的社会效益，又有创造“城市

注意力经济”的文化效益，这些效益的积累便是世界名城声名远

扬的原因。这种认识既是对巴黎尊重市民．尊崇文化的经验借

鉴．也是一个规划学习者的职责回归。了解公共利益的社会．文

化效益只是实践公共利益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其

实现途径．前景等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

感谢清华大学刘健老师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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