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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代 活 力 
1 7世纪古典主义与当代城市文化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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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瑾瑾 

【提 要】成功的城市形象在于它有与政治、经济融为一体的文化软实力。巴黎城市的文化软实力核心 

就是古典主义美学观。这使得巴黎在17世纪之后的每个时代都充满了 “时尚”、“新潮”的现代性。并因领导 

着世界的文化潮流而具有世界性，使法国的政治、经济在世界上保持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探讨古典主义如何 

成为巴黎城市文化形象中永远的 “现代活力”，对拥有着大量传统文化资源的中国，建设 “现代⋯‘世界”的 

城市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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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性的大都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 

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它具有较强的文化 

软实力。巴黎，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大都市。它似乎具 

备永恒的活力——在每个时代它都以新潮、时尚呈现 

出 “现代”性，因领导着世界文化潮流而具备 “世界 

性”。因此威尔·杜兰在 《世界文明史路易十四》中 

说，从奥古斯都以后，“没有一个王朝像路易十四时代 

拥有如此多伟大的作家、画家、雕刻家与建筑家，并 

在礼节、时装、思想、艺术上为其他国所艳慕模仿。 

外国人视巴黎为心智与教育的中心，许多意大利人日 

耳曼人甚至英国人，都认为巴黎较其故乡更为可 

爱。”【1】巴黎的这种魅力，即现代活力来自于巴黎的城 

市意象，以及城市意象内在的古典主义美。 

理性呈现的是严谨的秩序，以及与此相反的情感 

性和主观性。主观情感也有秩序，但相比理性而言可 

以说是 “无序”。理性与主观晴感二者辩证统一。主观 

情感是艺术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关键词，是艺术的灵 

魂。理性与主观情感同存于古典主义艺术美中，巴黎 

城市的 “现代活力”正在这里。前面引文中的 “可 

爱”，正是那些理性艺术带给观者的主观隋感。 

城市文化软实力在此体现为城市文化，或者说是 

城市文化形象。城市文化构成的主体是城市意象。城 

市意象主要有：历史和传统、仪式与庆典、自然符 

号、城市景观和建筑等艺术作品、城市设施等，他们 

是城市形象的标识。但是，决定城市文化的关键是透 

过城市意象所表现出的文化思想、价值观念和美学观 

念。成功的现代城市形象应该具有持久的 “现代性” 

(文化新潮的引领者)和 “世界性”(影响的广度)，更 

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以及动态发展变化的牛寺．I生，它 

具有辐射广泛的文化凝聚力，在多元包容的同时具备 
一 个核心性的文化元素。法国l7世纪的古典主义就是 

巴黎城市核心性的文化元素。 

巴黎城市意象中的古典主义 

作为路易十四的一种政治手段，17世纪法国古典 

主义具有比较明确的内涵：政治上歌颂国王路易十 

四；崇尚理性；古典主义艺术创作标准。这些都渗透 

到巴黎城市意象中，表现如下： 

(一)法国古典主义的内容和 目标必须以国王为歌 

颂的对象 

城市意象中第一类就是历史，我们在此更希望换 

成大卫·哈维所说的 “记忆”来表述。大卫·哈维借助 

马克思的理论，把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描写的巴黎 

当成心理地理学，在 “历史 (受到排列与铺陈)与记 

忆 (潜在且未经整理，但会出其不意地爆发)”二者 

之间，他更推崇 “记忆”。因为 “记忆”可以超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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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爆发”出远比历史更多的信息。阿尔多·罗西指 

出，“巴黎本身即是巴黎市民集体的记忆，巴黎跟记忆 
一 样，连接着事物与场所。”这些 “事物与场所”就是 

具有 “记忆”特点的 “历史”。阿尔多·罗西曾说，“伟 

大的观念流经巴黎的历史并且塑造了巴黎。”【 】“路易 

十四”就是这种带有 “记忆”特l生的城市意象，“古典 

主义”就是具有永恒魅力的 “伟大的观念”。 

17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是国家最高权威，他与 

国家、神一体。权力集中在他的手中，他是一切媒体 

歌颂和宣传的对象，这是根本的政治态度和理念。 

首先，国王神化自我——自誉为古希腊太阳神阿 

波罗的化身。利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的 “象征”带 

来社会心理效应。荣格认为 “文化性的象征依然保持 

着其本源的神秘性或日魔力”。象征常常 “在潜意识中 

发生着作用，复活并强化其中最主要的东西——心理 

倾向。”“这些象征是我们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设人类社会的有生力量，消灭这些象征必将给人 

类带来严重的损失。”l 3I阿波罗是太阳原型的象征符 

号，具有光明和智慧的特性，也代表了阳刚之美。路 

易十四用它来象征自己，使他与太阳神达到人神合 
一

。 “朕即国家”，国家的神圣性也与国王合一，国王 

自然是 “神圣”的符号了。 

当然，个人形象更重要的是靠实力说话。15岁开 

始自己执政的路易十四正当英俊少年，像阿波罗一样 

可爱；成年的国王举止优雅，创立并且善于宫廷交际 

礼仪，成为上流社会的楷模；征服西班牙和波兰，扩 

充国家疆界的国王，向世人展示了他神一样的威德； 

而他对国内大手笔的政治、经济改革更是显示出他超 

凡的政治智慧。至今，法国人仍然视他为法国的骄傲。 

其次，17世纪的法国，在人们目见耳闻所及的所 

有地方，都尽可能地体现国王的伟大和神圣。用建 

筑、雕塑、绘画艺术作品表达一个共同内容，即国王 

就是太阳神，最典型的是凡尔赛宫。在那里，到处是 

太阳神的标志性符号。花园里、围栏上、屋顶上、墙 

壁上，陈列品上，哪怕是任何一个细节的装饰，都可 

以看到太阳神的图徽。 

第三，大量文学艺术家和经典的作品成为巴黎的 

城市意象，他们创作的主题都是赞美路易十四以及 

“太阳王朝”。 

当时法国的所有文艺作品只能表现路易十四有如 

神一样的伟大和智慧。高乃依的 《熙德》，尽管没有严 

守古典主义戏剧的艺术法则，但在堂罗狄克与施麦娜 

之间的爱情故事中，国王对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和人品 

非常清楚，引导着一对恋人摆脱误解，走向 “有情人 

终成眷属”皆大欢喜的结局。法国古典主义喜剧作家 

莫里哀的 《伪君子》，答丢夫欺骗了剧中的主人，并且 

行骗到王宫中，向国王告密，在即将发生主人公蒙冤 

的悲剧时，因为国王英明，识破了答丢夫的虚伪，拨 

乱反正，以喜剧结束。 

总之，路易十四借助古希腊、古罗马文学艺术中 

这种人性和神性的完美统一，将自己铸人古希腊、古 

罗马的神话故事中，进一步铸人建筑、雕塑、绘画、 

戏剧中，又以他自己在执政业绩和社交行为展示他的 

国王形象，并且利用凡尔赛宫以及身边的贵族营造极 

尽奢华的宫廷文化氛围，最终塑造出他自己以及他的 

太阳王朝灿烂辉煌的形象。他本人，连带着他的古典 

主义，成为整个法国17世纪，甚至是欧洲17世纪最为 

经典的城市意象，影响至今。 

(二)法国古典主义的艺术表现 

巴黎古典主义城市意象最为经典的是它的艺术。 

17世纪以后，欧洲经历了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 

现代派艺术潮流，但都是以法国为领军者，其艺术的 

源头可以追溯到l7世纪古典主义和巴黎。人们一般把 

理性与感情、感性、情绪对立起来理解。但法国古典 

主义的理性，更多是指反对与国王意志背道而驰的个 

人主观意志和情感，宣扬热爱国王的情感。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表现最典型的是戏剧创作：题 

材必须取自古希腊、古罗马神话；结构设计上遵守 

“三一律”，即一个故事情节发生在24 d',时之内的同一 

个地点；语言上讲究辞藻华美、典雅、精准和音律 

美，用语的宫廷趣味。戏剧理论代表人物有布瓦洛， 

戏剧家有高乃依、拉辛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 

建筑上最为经典的要数凡尔赛宫。凡尔赛宫的建 

造者从接受心理学的角度，严谨地设计观赏者的感官 

和心理。他巧妙地安排建筑内外的各种元素，层层渲 

染，形成氛围，感染观看者的心灵，最终形成观看者 

内心的崇高感和神圣感，然后巧妙地把这种感觉移植 

到法国路易十四的身上，以此来建造凡尔赛宫。 

1．中轴线。 

首先，从大门到主体建筑的布局、形状，再到前 

面花园，设计者全力打造了可以置身其中去观看，并 

且直接被感染的一条中轴线，以此来显示古典主义的 



理性与王权的权威性。其次，采用对称手法呈现中轴 

线，彰显理性。换句话说，理性渗透到了这条中轴线 

以及周边所有的元素中。为了强调这条中轴线，凡尔 

赛宫本身的建筑和两边的花园都采用了严格的对称布 

局。 

2．由理性呈现出严谨的秩序感。 

花园和喷水池呈几何形状，连树木都被修剪成几 

何形状，雕塑摆放严格对称，充分体现秩序和规范。 

规范、等级、层次营造出理性特有的那种宁静、祥和 

的氛围。进而层层推进，正面花园的阶梯和近景中景 

远景的递进层层，形成了非同寻常的景观效果。达到 

伟大和崇高的景观效果。就像用等级秩序营造宫廷礼 

仪的盛大场面，以显示鼎盛王朝威望一样。因此，凡 

尔赛宫的花园被视为几何式园林艺术的典范，也是古 

典主义理陛美学的典范。 

3．运用神话 “象征”的效果，营构古希腊、意大 

利典雅和静穆的古典艺术氛围。 

与巴洛克艺术和洛可可艺术相比，法国古典主义 

艺术更强调理性的适度性、精准性，反对感情的肆意 

宣泄，反对贵族的奢侈淫逸，也反对资产阶级暴富后 

的低俗平庸。主张张扬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中那种理 

性的静穆、端庄和典雅的美，有四射的魅力而又不嚣 

张。因此，凡尔赛宫内外大量古典主义艺术风格的精 

美绘画、雕像作品表述的大多是古希腊、古罗马神话 

故事人物。在花园内和喷水池旁，设置了一些以法国 

著名的大河 (塞纳河、加龙河、罗讷河、马恩河)等 

自然景观命名的神像雕塑，风格和造型与古希腊古罗 

马的雕像一样。这些作品，在造型、艺术手法和审美 

观念上基本一致，把路易十四、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 

话人物、法国、欧洲融合一体。当观看者置身于其中 

时，很自然就会被神话、原型、集体无意识、象征等 

因素激活自己无意识中的原型，最终被感化和认同， 

路易十四所推崇的古典主义艺术由此被人们接纳。绘 

画和雕塑艺术在这里的功能显然已经不限于装饰建 

筑。 

4．意境特色。 

凡尔赛宫殿中心轴线的园林景观，视角辐射天 

地，意境阔大。观赏者站在凡尔赛宫前面最上端的台 

阶上，纵 目西望，景深的纵深感深远，层次递进明 

晰。脚下高大而多层次的台阶把人的视线向下、向纵 

深的远方引导，把景观推开，推远；近景对称的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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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花坛、水池、树木、雕塑凸显了中轴线，强化中正 

的心理美感；稍远些的绿带，借助喷水池和雕塑做过 

渡，连接着远景细小的河渠，再远则是遥远而广阔的 

田野，引导人们把视线延伸向茫茫无际的天地宇宙中 

去，中轴线因为这种纵深的深远感而显得意境壮观、 

雄浑，构筑出来集庄重、静穆、伟大、崇高、壮观、 

阔大的美感。用中国画的构图法来表述就是一副 “阔 

远”构图法。 

与中国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不同，凡尔赛宫的中 

轴线能够从视觉上，直接观看和感受到这条中轴线的 

存在，给你君临天下的视觉和心理感受。设计师巧妙 

地将自然景观，建筑手法，园林、树木、池泉，以及 

雕塑、绘画溶为一体，把古希腊、古罗马和当今的法 

国与王权融为一体，从视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上，以 

及心理上给人以立体的背景感召、心理渗透的效果， 

融文化于一体，实现了古典主义文艺思潮的最终目标 
— — 从理l生去感受国王和王朝的 “神”性。 

从建筑的角度，凡尔赛宫经典地展示了17世纪的 

“理性”。理性主义指导着各种建筑语言和语法，形成 

理性的秩序和层次，营造静穆、伟大、神圣的景观效 

果。古典主义艺术的主观感受 (包括对国王的主观情 

感)与客观理性手法巧妙合一，让凡尔赛宫以 “记 

忆”的方式，永远如实地存活在每位观者的心灵世界 

中，成为巴黎城市的 “现代活力”。 

凡尔赛宫的建筑，集建筑、雕塑、绘画、文学艺 

术于一体，把路易十四所规范的古典主义美传遍法 

国，继而传遍欧洲，最终成为西方古典美的经典符 

号。尽管巴黎在它的城市发展进程中，有过许多城市 

改造，但这种法国古典主义美的元素化作血液渗透到 

巴黎的各种城市意象中，被传承了下来。因此，我们 

看巴黎城市，虽然城市意象多元化，但总能感到它有 

一 种内在的整体统一的美感，这就是法国古典主义美 

化作了这座城市的内在魅力。这是巴黎城市形象最为 

成功的地方，也是它的活力所在。 

巴黎古典主义城市意象形成的原理及启示 

归纳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巴黎城市形象中的 

古典主义意象形成的原理如下： 

1．利用神话中 “集体无意识”元素，打破时空， 

使原始宗教神与l 7世纪的新神融合，打造出 “熟悉的 

陌生人”，成为文化经典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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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利用文学神话中 “集体无意识”的作 

用，发掘古代神话的文化辐射力，试图将自己打造成 

为l7世纪的新神。从原型理论来说，阿波罗既有阿尼 

马斯的特性，也有太阳原型的特性，是西方人心目中 

的美男子典范，更具有阳刚之美。借助这一点，路易 

十四成为了法国民众心中似曾相识的、但很快就被接 

受的陌生人。路易十四国王、法国国家、古典主义艺 

术思潮，三者融合，借助集体无意识的效力，它不仅 

融入到法国，也融人到欧洲、西方，并且随着欧洲文 

学艺术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展和传播，也融人到全人类 

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路易十四成为巴黎城市的标识， 

成为法国的标识；“熟悉的陌生人”原理，使巴黎和法 

国走上世界文化的神坛，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2．利用人们追求多种感官上的审美享受，将古典 

主义最高的美学理想移植到现实中的每一个人，以此 

实现精英文化的大众化。 

古典主义美摒弃了巴洛克艺术的过度装饰与洛可 

可艺术的肉欲，借助高度严谨的理性创作法则使建 

筑、绘画、雕塑艺术带给人视觉上的冲击力，使人触 

目的同时，无法不被那种高度理想化了的古希腊、古 

罗马艺术的静穆、庄重美所感染，人们仿佛在这种欣 

赏和接受中使自己变得高雅起来。随着社会民众经济 

条件的改善，古典主义之美从贵族走向民间大众，成 

为法国全民的追求，并且随着古典主义在欧洲的传 

播，以及后世不断的复古运动，最终进入世界大众消 

费的领域。 

当人们观赏完了凡尔赛宫内部大量精美的绘画和 

雕塑作品，游览完了周边精致的花园后，站在凡尔赛 

宫南面最高处的台阶向南远眺时，那种天、地、人相 

融，以及神、凡一体的感觉油然而生，在无比崇敬古 

典主义庄严、宁静、神圣的理性美的同时，自我也被 

净化了。这种平民自我同化的现象，我们可以从17世 

纪以后巴黎城市出现的一些平民思想的雕塑作品中看 

到 (如凯旋门上的雕塑)，也是精英文化走向大众化的 

一 个体现。由此古典主义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审美趣味。 

3．利用政策和制度，灌输古典主义的文艺思潮给 

全社会，并延续至今。 

这种灌输其实带有强行教育的味道。社会教育有 

各式各样，像各种途径的大众传媒；城市建筑、城市 

雕塑和壁画构成了市容市貌，对市民具有背景感召与 

心理渗透的教育作用；市民参与的各种宗教、民俗庆 

典和仪式，或者是以各种名目出现的大众集会活动对 

民众进行的教化；还有来 自国家权威机构制定的政 

策、法规。其中以来自国家权威机构制定的政策、法 

规作用最大，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教育途径和形式。 

不能否定，巴黎作为一座城市，尽管在城市建设 

的发展进程中，有过对古典主义城市意象的批判性改 

造，但总体上还有很多与古典主义美学相关联的城市 

意象，使得古典主义之美仍然活在这个城市中，成为 

巴黎城市文化形象中永远无法磨灭的标识，并且使它 

立于世界各大城市之中，成为魅力四射的现代文化大 

都市。 

作为拥有大量传统文化资源的中国来说，在今 

天，我们不搞个人崇拜和封建集权，但我们可利用传 

统文化中符合当今世界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 

那些体现大众需求和心理的民本思想，那些凝聚中华 

民族的文化资源等等。我们通过发掘其中的 “原型” 

和 “集体无意识”，学习美国、韩国、日本文化创意产 

业的经验，利用多感官移植精英文化于大众文化中， 

使之普及，教化社会。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政策措施 

和制度设计，让这些优秀的文化资源，为打造中国城 

市文化形象的现代性、世界．陛发挥更大的效益。 

我们有幸看到，有些城市正在建设其城市的文化 

软实力，城市的文化形象，像西安，借助盛唐长安城 

的资源打造新的城市形象；江浙一些城市利用宋代文 

人文化资源打造城市形象；北京利用明清文化资源和 

首都的便利，打造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 

新形象。但还有许多细节问题，我们可以从巴黎城市 

文化形象中的古典主义元素的分析中得到一些启发， 

加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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