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的兴起：从古典城市到

“现代城市之母"
卫金桂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教授】

西方世界古典城市的典范是罗马和拜

占庭。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阿拉伯人的

征战、十字军东侵，这些城市衰落了，继之

而起的是巴黎及其影响下的现代城市。它

所奠定的大学制度、时尚、礼仪、公共空间

和设施等等，几乎为所有民族不同程度上

追捧效法，法兰西文明由此而不朽。

一、巴黎的奠基

巴黎的历史有两千多年之久，最早发

祥于西岱岛。当时居民据说仅几百人，居住

在不到半平方千米的旧城岛上。到了公元

4世纪，罗马人的一个部落强占岛上高卢

人的村庄，建立了“巴黎吉”人的首府，巴黎

由此得名。公元508年，法兰克王国定都于

此。经过几百年发展，到了10世纪末，雨

果·卡佩国王在此建造了王宫。此后又经过

两三个世纪，巴黎发展到塞纳河两岸。虽然

教堂、建筑比比皆是，但它依然是古典城
市。在历时300年的维京时代，巴黎一直面

临被维京人灭亡的危险。

9到10世纪的“糊涂王查理”将鲁昂及

周边土地赠予维京人首领罗洛，换取后者

改信基督教并停止袭击法兰克领土。罗洛

率领整个军队皈依。这种同化还没有超过

一代人的时间，斯堪的纳维亚的语言和传

统逐渐被法兰西文化所取代。法国得到了

延续，这是巴黎得以发展的重要一步。

13世纪60年代，法王路易九世解决了

巴黎行政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他诱导市民选出一位市政长官和四位

助理，在被称作“市民接待室”的市政厅办

公。市政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在经济方面，诸

如对有关商业和航运案件作出裁决，保护商

业公会的权益，裁决水上商人的讼案等。有

权逮捕违章商人，并可以没收他们的商品。

路易九世于1254年设立“国王岗哨”，

它不固定于某处，而是根据需要随处移动。

“国王岗哨”由20名骑兵和40名步兵组

成，由国王出资供养，受一名岗哨骑士指

挥，这位骑士作为国王雇员受市政长官领

导。沿塞纳河从芒特桥上溯到巴黎诸桥固

定的市民岗哨被称作“坐岗”或“睡岗”，负

有监督执行市政当局有关码头、水泉、下水

道、河流以及港口的各种规章的责任。

就这样，路易九世借组建巴黎政府草
创了巴黎市政府和警察系统，巴黎作为王

权控制下的城市，统治机构初步建立了起

来。与此同时，大学之母一巴黎大学正式形

成，它以众多优秀校友和子校，成为巴黎名

城坚固的堡垒和符号，巴黎也由此具有了

其他都城无与伦比的优势。

然而，直到16世纪下半叶数十载，法

国饱受宗教战争的摧残，依然动荡破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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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的巴黎街道还能见到野狼出没。不

过也就在此时，它作为一个全新城市的模

型开始出现了。

二、现代巴黎的支撑工程

建筑是城市的灵魂。巴黎的飞跃性进

步也是从重建和扩建地标性建筑开始的。

约斯托在1598年出版的《伦敦概况》

及托马斯·德洛纳在1681年出版的《伦敦

现状》中指出，当时主要是作为商业中心和

金融枢纽被世人关注。巴黎充满创新活力，

吸引多样文化，激发着能够革新都市生活

的思想。这种概括给人以巴黎是生活化小

城市的感觉，缺少大都市气派。

但是，英国革命的动荡和宗教冲突使

其财力受到巨大影响，以至于光荣革命后

的国王威廉三世因欠出版商债务太多不得

不废除出版条例。

法国则如旭日东升。

1643年5月，西班牙陆军的主力被法

军击败，法国陆军由此取代西班牙成为欧

洲第一陆军。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法

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之苦后终于获得

和平。外患不再是压力，建设强大的国家、

尤其是首都，被排在了首要位置。在取得一

系列军事胜利、欧陆没有强大的对手后，法

兰西第一次提出了建构强大的国防体系的

思路，在国境上修建了固若金汤的堡垒，在

国内则大张旗鼓地改造和建设。1676年，

路易十四亲笔签名的文件写道：“古罗马人

相信，只有为帝国征服更多领土者才有资

格改造罗马⋯⋯鉴于法国的边界已经越过

莱茵河、阿尔卑斯山、比利牛斯山，路易十

四能名正言顺地昭示天下，为他的首都增

加一条美丽的新环形道。”

此时巴黎的君主也有了展开这项工程

的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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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预计．路易十四在

位期间，法国财政收入是英格兰的四倍多，

是荷兰共和国的三倍多。但法国长期对外

战争，耗资巨大，而且海外市场没有竞争

力，于是催生了完全不同于英国的金融业，

那就是大商人给王室贷款，共同富裕，一起

成长。因此，金融家特指与王室进行融资业

务的人，他们与王室均积聚了巨大的财力

和经济运行能力。金融家一词就源自法国，

特指这些为王室筹款的人。

1669—1670年，巴黎历史上里程碑式

的改造开始了。巴黎的改建采取了全面规

划的方案，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市政机构首次请来了从建筑师到工程

师的各行业专家，研究城市布局，采纳了专

家关于城市发展规划的建议。布隆德尔是

法国重大军事工程和民用工程的建筑师，

后来成为巴黎的首席建筑师，也是法圈基

家建筑学院的首任院长。自1669年起，他

掌管巴黎城市的公共工程，旧城墙改造成

绿色步行道的计划得以成功推行。今天，世

界大城市里的每一个公园、每一条林阴大

道都可以追溯到这里。由于全新的规划，巴

黎的修建改变了历史上建筑无序发展的状

态，大批融入大环境的革命性公共工程建

立起来，开创出许多时髦元素，并被极力推

广。当时一份文件这样结尾：“巴黎公共工

程规模之大，外形之美，今日的各国人民，

未来的子子孙孙，皆可领略法兰西之宏伟，

太阳王之英明。”

在土地有限、人口拥挤的巴黎．翻建、

扩建而非新建巴黎旧有著名工程，是必然

选择。这些工程主要有：

新桥

这座桥始建于1606年，是巴黎最古老

的桥。由西岱岛分别连接左右两岸的两座

独立拱桥组成。这座桥被改建后面貌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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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全然一新。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若昂·得

让在其《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中如

此叙述其影响力：“巴黎的创新始于一座

桥，这座桥就是新桥。历史上第一次，一座

城市被一项新型的都市工程(而不是主教

堂或者宫殿)所定义。巴黎人，无论贫富，都

很快接受了新桥。他们将这座桥视为巴黎

的象征，以及巴黎最重要的景点。”新桥也

是历史上第一个旅游景点。十七世纪作家、

旅行家贝尔涅里曾在广大世界里旅游过，

他说新桥是“全世界最美丽、最令人惊叹的

风景。”他告诉巴黎人：“不需要离开巴黎，

就可以欣赏到全世界最美妙的景观，走一

趟新桥足矣。”

卢浮宫

该宫始建于1204年，原是法国王宫，

亨利四世花了13年时间建造了卢浮宫最

壮观的部分——大画廊。路易十四将其扩

建成正方形庭院，并在外面修建了富丽堂

皇的画廊，陆续购买了欧洲各派的绘画充

实收藏，使其成为誉满全球的艺术大本营。

凡尔赛宫

该宫奠基于1624年。原为法王路易十

三的狩猎行宫，非常简陋。1664年路易十

四决定将皇家行宫迁往凡尔赛。他在位的

50年间，凡尔赛宫兼收并蓄了很多法国艺

术家与建筑师的设计精髓，将其扩建成欧

洲最宏大、最华丽的宫殿。路易十五和路易

十六继续为其增添新内容，重新装饰并融
会所有建筑风格，其最终格局有7()o余间

房间，占地面积510no平方米。

香榭丽舍大街

1616年，王后玛丽·德·美第奇决定把

卢浮宫外一处沼泽改造成绿树成阴的大

道，即“王后林阴大道”。1667年，皇家园艺

师勒诺特为拓展杜伊勒里花园视野，将大

道东西中轴线向西延伸至圆点广场。新的

繇徽燃l娅声HAI、)【，AIZONGHENGl＼墨0∥

林阴道从卢浮宫出发直至现今香榭丽舍圆

形广场。1709年两旁植满了榆树的中心步

行街的建成，使这条街成了巴黎举行庆典

和集会的主要场所。1724年，昂丹公爵和

玛雷尼侯爵接手了皇家园林建设管理，完

成了香榭丽舍全线规划，使其成为巴黎最

有威望和诱惑力的街道。1828年该大道所

有权全部收归市政所有，设计师希托夫和

阿尔方德为香榭丽舍添加了喷泉、人行道

和煤气路灯，使之成为法阁花阔史上第一条

林阴大道。拿破仑三世耗时18年扩建巴黎

后．香榭丽舍大道成为“法兰西第一大道”。

孚日广场

从查理六世开始，今孚曰广场区域的

建筑群就被大加翻造，并被辟为行宫。亨利

四世干1605年到1612年开工修建广场。

整个17世纪，广场经历了多次改造，每一

次都为巴黎注入新的活力。18(m年，政府

为了感谢第一个缴清中央税赋的省区，以

法国东北部的孚日lJj脉为意．将此处正式

定名为“孚日”。

除了以上区域，圣路易岛、西岱岛也得

到不断建设和重整，一系列著名别墅拔地

而起，壁垒被持续拆除，林阴大道得到推

广。后来的凯旋门、旺多姆广场、蓬皮杜艺

术中心等新建筑不断增色，使巴黎成为世

界L独一无二的建筑王国。

三、巴黎成为欧陆文化中心

在～个专制的时代，君主的文化趋向

对于国家文化事业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

义。波旁王朝的君主们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开放政策的影响

力，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巴黎成为欧陆文化中心。

法国王室有与美第奇家族联姻的传

统。亨利二世的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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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四世的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是意大利豪

门美第奇家族的成员，她们通过自己的日

常生活和摄政，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

生活方式和文化作品引入法国宫廷，深刻

影响了王后及贵族的生活。

路易十四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

助者。伏尔泰评价路易十四“对艺术的奖掖，

要比所有其他的君王来得大”。据伏尔泰估

计，路易十四每年所买的法国艺术品要花

费80万利维尔，送给各城市、机关和朋友

作为礼物。他是最慷慨的艺术收藏家，他画

廊中的画从200幅增加到2500幅，其中多

数是皇室委托法国艺术家创作的作品。

蓬皮杜夫人是路易十五公开的情妇，在

艺术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她常常为国

王寻找新的娱乐，这样就使她参与了凡尔赛

宫的创建，在她富丽的寝宫里，到处都是极其

安逸、舒适的风雅艺术品，在路易十五时代

延续巴黎艺术的力量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法国王宫的时髦奢华，欧洲宫廷

巴黎化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如在俄国，宫
廷礼仪不仅全盘巴黎化，语言也是法语。年

满18岁的贵族不会讲法语就不能结婚。当

时的著名作家、甚至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

都能用法语写作。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

小说，其中会不时夹杂着法语。当时欧洲上

流社会都以会说法语为荣。

其二是形成了国际化的法兰西学院和

百科全书派。

路易十三首相黎塞留是法国文明史上

杰出的人物。伏尔泰如是说：“自黎塞留将

戏剧带入宫廷后，巴黎足可以与雅典媲

美。”威尔·杜兰特在其名著《世界文明史》

中的看法亦同：“法国古典文学全盛的第一
个时期，是黎塞留鼓励戏剧和诗歌创作。”

他不仅通过资助和监督剧作家的工作，还

亲临观赏演出，参与剧本创作。由于黎塞留

的申请，路易十三给予一批名演员高薪，以

·掰·

皇家意志的方式阻止对演员的歧视，皇家

剧院支持和资助悲剧演出。

1629年初，在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

塞留支持下，法兰西学院成立，除法国大革

命期间停办一段时间外，一直延续到现在。

学院里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批评家、数

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学家、经济

学家、法学家、雕塑家、画家、音乐家精彩纷

呈。学院将法国大师拉辛、拉封丹、孟德斯

鸠、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梅里美、小

仲马等等，介绍给世界，极大地提高了法国

和巴黎的声誉。他们中产生了很多著名的

百科全书派的骨干。

其三是突破国界与阶层的沙龙。

沙龙在法兰西文化对外影响力方面作

用甚至无与伦比。法国沙龙与两百多年来

最优秀的精神生活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是

当时最显赫的名士淑媛汇聚的场所。这里
是18世纪伟大哲学家的摇篮，这里端坐着

礼仪的裁定者和社会成就的主宰者，他们

没有国界的限制，突破了等级制度，每个追
逐名望的人都要来此接受评判。内阁要员的

政治生涯在这里起落，作家和艺术家从这里

开始成名，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也从这里产

生。如通过乔荚林夫人的沙龙，作家、艺术

家可以和重要的文艺赞助人直接接触，特

别是来自国外的赞助人。她以这种方式对法

国艺术和文学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她的

沙龙也因此被列入“18世纪的重要机构”。
要想凸显巴黎在文化方面首屈一指的

地位，那就必须使巴黎的影响力盖过罗马。

法国政府在这方面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派员学习。

1666年，王家首席美术家勒布伦奉命

去罗马创办法国王家的卫星机构一罗马
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学院荣获罗马奖的学

生由法国政府保送至意大利留学5年。他

们抄袭、摹绘古典与文艺复兴作品，期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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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3个月产生一件“杰作”，回国后优先受

禄于政府。宫廷、教堂、雕像、绘画、壁毯、陶

器、奖章、雕版、铸币等，无一不铭刻着路易

十四的肖像，使罗马艺术附属了法国。这种

艺术的赞助与国家化结果产生了大批千古

不朽的作品，也对巴黎在艺术名望和数量

上压倒罗马艺术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路易

十四重臣柯尔伯斥巨资买入意大利古典或

文艺复兴艺术品，凡能将历代罗马皇帝的

显赫转移到法国国都与国王身上的事，几

乎无一不做。他的这种行为力度之大，以至

于教皇下令禁止艺术品外销，免使意大利

成为艺术荒漠。

二是强化法语在欧洲的影响力。

在波旁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时代，凸

显法兰西政府的力量、弘扬其文化辉煌、树

立法兰西文明和法语的权威地位、以法语

取代拉丁语，是法国的明确方向。法兰西学

院的工作清楚地展现了这一点。这在法兰

西学院的规章里反映得很清楚：“除了将我

们所说的语言，从南蛮觖舌之列提升出来以

外，否则要寻求国家的幸福是不可能的⋯⋯

假如我们能一直留意的话，它已经比现存的

任何语言都要完美，最后甚且可能媲美拉丁

文，就好像拉丁文曾和希腊文媲美一样。院

士的职责是净化语言，使它们免于过去已沾

染过的亵渎，不管是出自庶民之口，或法庭

中的群众⋯一·或那些无知的谄媚者。”

在黎塞留时期，法兰西学院的主要功

能是规范法语，院士们为发展变化中的法

语的清晰、纯正而工作，通过编撰固定语

言、使用的词典规范法语的正确运用，确定

各种术语。经过56年的努力，于1694年编

辑出版了第一部法语词典，此后持续修订

出版。从17世纪末开始，法语取代拉丁语

成为国际上的外交语言。

三是推广巴黎品牌。

跟历史上的名城如罗马、拜占庭、北京

等不同，巴黎重造的年代处于文艺复兴和

宗教改革后传媒业大发展的时期，大量的

图纸、谕令、法令、规划、会议记录等等得以

存留，这些为撰写各种宣传推广巴黎的书

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大航海以来的

传播能力，也为巴黎走向全世界起了良好

的推动作用。

最早向人们介绍巴黎的文字材料应该

是地图和旅游指南。它们比较简陋，可以折

叠成微型方块装入口袋。因为城市处在非

常快的建设过程中，很多区域不在其上，也

没有开放，随着城市建设的进展，它们更新

很快，花样也不断翻新。除了文字，还有其

他活动。比如阿尔努画的《长椅上的女士》、

木匠皮埃尔·介朗制作101条长凳安放在

杜乐丽花园、画面上出现的女士遛狗和时

髦衣装、新桥上的露天演奏，等等，都向人

们展示巴黎的生活方式。公共设施如街灯、

邮筒、公共马车陆续为各国所周知，成为巴

黎领先世界的名片。1671年，杜乐丽花园

被改造一新的当年，畅销书是安托万·库尔

坦的《巴黎上流社会举止礼仪见闻录》，从

饭桌到个人卫生无所不包。这部书很快被

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拉丁

文等多个文本。

这种情况说明，对巴黎的关注已遍及

欧洲。作家路易·安托万，德卡拉乔利对法

国化现象有着敏锐的观察：“欧洲的小孩还

没学会走路，就已经能结结巴巴地念出‘巴

黎’这个词语。”1777年，一位礼仪观察家认

定：在1600到1750年间，他们历经“转变”。

1600年的“欧洲人对风格一无所知”，而17

世纪末的欧洲人开始像法国人那样，衣着时

髦。“法国的时尚产业日夜不停地生产”出新

的款式，法国成功地把“欧洲变成法国”。

罗马和意大利在欧洲文化界的中心地

位被巴黎取代了。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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