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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的近现代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从街道房屋的建设到法律

制度的制定都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相近的形态，但是从根本上说中国内在的文化并没有因此而西方化，西方文

化也并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吸收，在现代城市化的进程中两者不断地摩擦导致中国城市化阻力增强矛盾增多。

因此结合中国文化的特点，建立“中国模式”下的城市化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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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中国城市化发展得以平稳进行，从文化角度对发

展问题进行剖析研究，寻求适于本土城市化的文化方式和

文化诉求尤为重要。
一、西方文化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为理性地

改造世界，后者为理性地适应世界，这使得在两者的文化

体系中前者强调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分离，依靠自身的

欲求从自然中寻找或制造所需，后者则为顺应自然的规

则，天人合一。正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唯物”心理，导致了 18
世纪 60 年代的工业革命兴起。在这场革命中西方文化体

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更新，机械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

得西方发展理念风靡全球成为了现代化发展的主流方式，

这一思想体系较之以前则更加理性化、法制化，个体的独

立意识更强，也更能适应发展速度极快的现代社会。同西

方先进发展理念产生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中国文化因为

长期受制于封建统治体系，呈现出严重的政治化、封建化，

已经很难进行自我的更新优化，百姓表现愚昧、麻木，对于

压迫具有很强的忍耐能力，同时传统的封建统治观念深入

人心，所以国内本身很难爆发具有时代意义的根本性的革

命，此时中国的本土文化已经很难满足时代的需求。18 世

纪中叶，英、法、葡、德、美等国家向海外实行殖民主义扩

张，这一变动对常年处于封建统治状态下的中国造成严重

冲击，加之国内文化疲软，经济落后毫无反击之力，这使得

当列强打开国门之时西方文化亦随着铁蹄倾泻而至，并且

凭借其远优于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而在中国国内得到认可

并蔓延。
虽然这在本质上是异质性文化的强势入侵，严重地冲

击着国内的精神物质基础，但是它的进入也以前所未有的

强度刺激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在

西方文化快速渗入中国后，国内的发展从街道、马路等基

础设施，到市政体制，管理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趣味等均

表现出明显的西方化[1]。例如上海，“从市政建设与管理，上

海士绅自治运动，到上海人的行为方式，婚丧嫁娶礼仪的

变化，多有西方的影响，……这不是仿照租界，而是学自泰

西”[2]，西方文化的到来为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带来了新的

生机，也正因如此，使得西方文化在中国很快得到了一定

的认可，并快速蔓延，甚至于北京市政公所及其官员认为：

“要使中国强大，便意味着沿着西方道路进行现代化”，这

些都使得西方的发展理念和生活方式在中国城市化历程

中打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中国

的现代城市化发展中捕捉到大量西方化的元素，鳞次栉比

的高楼和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一方面显示着现代社会失

去了情感的理性、利益，另一方面也严重违背着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过分依赖外来

异质文化作为核心指导来进行城市化的发展，必然会使之

与本土的环境产生不适应性，与本土的文化产生强烈的摩

擦，若不能很好地将中西方文化相结合，则必然阻碍本国

的城市化发展。
1.中国的传统文化重于集体，现代社会重于个人

西方文化认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崇拜有限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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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是超凡脱俗的崇高理想境界。为此，他不愿使他的

神带有令人敬畏的性质，他也根本不去捏造人是恶劣的罪

孽造物的概念。”[3]所以作为以西方文化为发展内核的现代

城市化发展，整体也随之表现出对于个体欲望满足的重

视，强调个体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而传统的中国是宗法社

会，强调的是集体的存在和发展，个人价值的实现是在满

足集体需求的前提下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传统文

化是趋于集体化的价值观要求人们抑制自身的欲望，并加

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依赖。
诚然，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的分工愈来愈细，个体的独

立性愈来愈强，社会集体由情感依赖维系转变为由社会制

度来维持，使得个人价值的实现可以直接作用于社会的发

展，也唯有当社会中每一个个体的需求被充分满足之后才

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如此的价值引导很容易诱发人欲的膨胀和物质主义

的盛行，但是它在西方文化体系的背景下会有效地被宗教

（尤指基督教）所束缚，人们可以在一面放纵欲望的同时一

面痛心疾首地悔罪[4]，从而避免了严重的功利主义和贪婪

的肆意蔓延。可是将这样的价值引导置于尚处于发展状态

下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却是另一番模样。
首先，虽然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保证集体的利益对个体

的欲望也表现为抑制，其作用效果同西方的宗教力量有所

相似，但是这一约束力因为前文所提到的中国近代发展断

层而带有很难磨灭的落后性，在进行现代化的初期又一度

摒弃传统文化，这些都一再地削弱着中国伦理约束道德的

力量。当外在约束力不断减弱时人性的欲望开始膨胀变得

没有节制，贪婪的本性开始出现并蔓延。因此，若要借用西

方现代化的个体独立主义发展中国，就需要重新唤醒传统

文化中的伦理约束力与之配合，不然很难治其根本。
其次，情感联系单薄。中国人素来强调集体之中的相

依相存，对于彼此之间的情感维系要求很高，但是中国现

代城市化发展中更加强调的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个体独立

意识，在人际关系上人们首先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其次

按不同功能建立人际关系，建立以理性、功能性和本我利

益为基础的目的联盟，每一个个体相对独立且不愿他人干

涉自己，导致社会氛围冷漠。这虽然提高了个体价值实现

的可能性，却使人们必须独自面对发展中的压力，虽然心

中对于情感的诉求依旧强烈，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置人于

千里之外，使人们的孤独感增强，归属感削弱，整体表现为

人口和文化一致性突出，首属交往被次属交往所代替，短

暂性亲属关系纽带减弱，家庭的社会意义功能降低，邻里

关系和社会整合的传统基础被破坏，城市中的交往具有肤

浅性，短暂性，匿名性和非人个性等。[5]

2.中国文化重于礼，现代文化重于法

社会的不断发展，其复杂性的增长是快速的，所以以

何种手段来维系社会的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中西方文化

因为其核心思想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故而其维护社会稳定

的手段也有所不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一味地依赖法理

来治理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中国的文化是一种群体性的文

化，因此切实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教导个体如何

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群体中尽量减少摩擦 [6]，找到自身位置

的中庸文化，强调“以和为贵”和“和而不同”，其中“和而不

同”的思想观念即是中国文化用以维系社会的准则，它认同

差别，承认不同，要求个体面向群众，具有较强的包容性[7]。
此外，当人与人之间出现较大的分歧和矛盾时，则会有以

依靠社会舆论，公众观点和自身道德对个体进行由内而外

约束的社会制裁体制，这种在价值观中内隐化的社会制裁

意识具有全面性和良好的弹性，但是也极易被掌权者所主

导。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今天的中国社会崇尚理性治

国。西方古典主义所代表的理性注重“从社会整体的层面

来看待人性，推崇均匀，严谨，庄重，强调形式规范和理性

精神，对人强调高雅，用义务和责任来维系人的自然情

感。”[4]这种文化崇尚知识和思想，认为“我思想多久，就存

在多久，严格说，我只是一个思想的东西，一个心灵，一个

理智或理性”，[8]因此现代社会的发展具有对理性管理的强

烈诉求。此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均

趋于复杂化，社会的发展也需要法律来进行统一管理。
但是，对于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化而言，法

律仅仅是维护社会发展的手段而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法”等同于“刑”，法代表的是外在的强制力，而非如同

西方文化中所代表的内化约束力，因而中国人对于“法”大
多是敬而远之的，难以主动以法规为自身的行为准则[8]。因

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人们大多是因为害怕法律的“严

厉”而选择遵守，并非内在如同遵守伦理道德一般作为行

为准则去执行，又因为随着社会复杂性的逐步提高，个体

欲望的不断膨胀使得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伦理观一再受

到强大冲击使之约束力被削弱，因此中国社会总体表现出

“礼崩乐坏”，和无视法律的约束为了满足私欲而不断打法

律“擦边球”的现象，令人担忧。
所以，从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价值观和规范手段所表

现出的诸多矛盾来看，以西方文化为指导的中国现代城市

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适应于中国本身，只有当发展

与民族的文化内核相适应时城市化的发展才能够平稳地

进行，建立现代城市化中的“中国模式”是必须的选择。
二、现代城市发展的“中国模式”
结合中国文化特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笔者认为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文化层面来看，必须在保留中国传统

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特性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的特点来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发展模式”。
1.吸收多元文化，优化自身

首先，虽然西方文化的侵入对于中国发展的影响是格

外剧烈的，城市化过程中在文化层面所激起的矛盾是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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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是更适合于

现代社会发展现状的，所以在中国现代城市化的过程中对

于西方经验的吸收利用很有必要。
其实，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异质性文化侵入并产生强

烈影响的现象并不是仅此一次。从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

华，到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

征服者最后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

民族的新鲜血液，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这表明中国文化

本身即有着强大的同化力，因此我们需要注重的是如何将

西方文化逐渐中国化，为中国文化越过近代时期发展滞后

的鸿沟创造条件，并让其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
2.法礼同行，共同治理

首先，现代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社会分工

的细化，这使得社会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得以大幅度地提

高，因此选用法律治国是必要的。一方面法律具有客观性

和强制性，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和因为物质极大丰富而刺激

诱导的欲望膨胀时可以很好地予以规范和限制；另一方

面，法律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它是理性主义最好的代表，在

面对全球化的今天，理性冷静地处理问题，治理国家是必

须要倡导的。
其次，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更加注重的是道德说教而不

是法律的强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冷冰冰的、机械

的治国手段，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更容易受到个人判断和

理解的影响，道德、礼教能够内部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在

根本上解决矛盾。因此在中国不仅要不断完善法律体系，

更重要的是向公众弘扬正确的道德观念，只有当正确的道

德观念深入人心时，中国发展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才能得

以解决。
此外，道德是精神层面的指导，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

个体性，且很容易受到外在环境的影响，法律是客观的约

束，它具有强制性却缺少弹性很难在各方面对每个人进行

约束，因此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保证社会

的正常发展和运行。
3.文化创新，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全球化将中国置于世界背景之下，若想为中国传统文

化注入生命力就必须将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置于世界文化

背景下进行淘洗捶打，去粗取精，结合时代发展现状不断

创造出新的文化现象，让中国文化焕发出时代的力量。
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

化的优良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

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

召力。”[9]以中国文化为根基，面向世界；取自民族，发展文

化，不断鼓励优秀的文化作品创作，提倡文化内容、文化形

式等多个层面上的创新发展才能让中国文化更快地跟上

时代的脚步[10]。
4.从教育入手，根植良好观念

价值观的形成一部分来自于社会现状一部分则来自

于教育。今天中国的教育整体表现出了更多的实用主义，

更少的价值观渗透，更多的应试化教育，更少的培养性指

导。笔者认为只有完善的教育体系和健康的教育目标，让

孩子从小就接受积极、健康、现代的价值观渗透，才能让中

国文化在中国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加扎实平稳。
5.结合市场，发展国内文化产业

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十分迅猛，文化产业在利益导向

下文化价值内涵越来越少，不少学者都唏嘘感叹着中国文

化产业的厚古薄今。所以，只有让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起

来，承担起文化宣扬传承的重担，才能让中国社会漫起与

时俱进的文化。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发展建设和价值观念方面均表现出了

盲目的西方化追求。一方面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仅仅

是学到了西方建设方式的表面内容，却忽略了支撑起发展

的文化内核，使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动力不足；另一

方面，中西文化的内核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过分地追求

西方文化而逐渐忽视中国文化的引导作用，这不仅会激化

中西方文化的矛盾，同时也会加大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阻

力。因此，只有为中国文化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并将西方文

化中适应于当今社会发展的成分吸收进入中国文化，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模式”城市化发展，才能够在真正意

义上保证中国快速、平稳地完成现代城市化的进程。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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