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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有的城市都包含了记忆的因素!城市的记忆作为一种宝贵的资源"通过显性物质实体与文化

心理潜质在现实#未来中存在#变化与延续着"它成为城市人感知#体验与理解自身与其生存环境在时间

因素中延承变换的基本脉络线索!文中以$记忆%概念切入时间#空间#人与环境等基本要素关系"试图

采用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从心理学与社会学视角对城市与建筑的本质进行再思考"进而探讨城市设

计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工作中深层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取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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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城市

!!近年来%记忆的概念已经成为心理学’社会学’历

史学’文化人类学等诸多领域广泛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但是%大多数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却少有应用于城

市设计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理论与实践范畴中(
记忆是一种存在于内在意识与外在现实之间的动

态和互动艺术%在纵向的时间范畴中%个人通过在现实

记忆过程中产生的瞬间性意识片断%追溯过去所经历

的事件与体验%以此在未来变换的时空环境中确认与

建构自我身份认同(而在横向的社会脉络中%集 体 记

忆则对形成与保持群体’社会的文化特征以及加强其

成员的集体认同感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忆与场所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记 忆 空 间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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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存方式一直可以追溯至古代的记忆艺术中!古典

建筑经常被人们积极地使用在记忆学习系统和演讲辩

论中"人们将房屋的空间序列与不同的记忆材料或演

讲部分相对应!通过场所意象的恢复与暗示来帮助回

忆"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记忆系统就是把熟悉

的记忆地点和想要记忆的事件内容相结合!即所谓的

#地点事件法$"对于城 市 与 建 筑 来 说!记 忆 是 创 造 其

成为场所的关键因素之一!它体现出人的主观意识与

外在现实 环 境 间 的 关 联 与 互 动"城 市 建 筑 将 历 史 事

件%社会生活以空间结构的形式表现与保存!城市的平

面%区域%肌理%纪念物等物质空间结构贮存与浓缩历

史!其特定的形态秩序反映出城市社会在不同阶段时

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关系与作用!作为历

史参照的内容"这些物质空间形态不仅构成市民们最

直接的日常生存生活经验与社会观念!同时也成为达

成集体回忆与社会认同的主要内容"记忆作为一种宝

贵的资源!不仅成为城市人感知体验自身在周围环境

中存在的基本脉络线索!同时也构成了城市与建筑的

精神和灵魂"正是记忆的存在!城市物质结构与社 会

文化的演变才受制于内在发展规律!表现出不同于其

他城市的独特风貌与形象"当今许多中国城市之所以

产生形象趋同%场所感消失等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由于

城市历史文化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而导致城市记忆

被迫中断"在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如同个人%社会共同

体!可以被视作一种由物理过程和心理文化过程相结

合的有机发展体"

!!城市建筑的心理学!社会学再思考

#记忆$及其相关概念将城市建筑与人%社会的 网

络关系有效相联!以此切入人与环境%时间%空间等基

本要素!则可以引申出城市建筑在心理学%社会学的多

重向度与视角上的新含义!同时!也为设计者们从观念

到方法上发展出城市建筑形态建构的新方式"

首先!是对城市空间的再考虑"城 市 不 再 只 是 建

筑实物%设计方案草图%模型等单纯的物质表现或视觉

形式!而是应考虑与人%社会层面相关的潜在关系"从

人的角度上看!城市包含了与身体实践相联的空间意

识与体验!即在眼睛%理性之外!运用听觉%触觉%嗅觉%

味觉等综合 感 官!对 抽 象 空 间 进 行 的 实 实 在 在 体 验"

这就特别需要设计者确立将以物质形式表现出的城市

建筑纳入到日常生活主观体验范畴中进行考虑的新观

念"从社会的 角 度 看!城 市 如 同F:1:U9.:所 述!是 一

种#社会 产 品$!一 种#具 体 的 抽 象 物$!即 经 历 从#观

念&意象&认同$的过程"这 就 要 求 设 计 者 从 单 纯 的

表象#形态$转向对内在#意义$的关注!即如何通过实

体空间来完善与丰富人们的生活!同时取得在社会%文

化与环境等方面的价值"

其次!是将时间因素纳入对 城 市 的 再 考 虑 中"在

以往!城市似乎只是与空间%形态的建造结果有关!但

其实!城市并不是一眼就能了解的静态存在!作为一种

历史产物!它与记忆相关!表现为各种物质与非物质要

素在时间中的连续过程"使用者的主体意识行为与关

联事件都会导致场所功能%氛围%情感 的 改 变"因 此!

对于时间的考虑要求设计者以整体%持续的观念看待

城市建筑!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除了采用动 态 的

历史时间观!同时也要将空间的社会生产%使用%评价

过程结合考虑"在这种观念下!采用传统单一学 科 范

畴的风格%形式美学方法!或功能主义经验论的方法来

描述与分析城市就必然具有局限性!因此!需要运用更

为整体和系统的方法来应对城市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必须结 合 具 体 的 城

市现实时空生活背景加以研究"专业人士并非孤立于

学术象牙塔之中!而更应属于他所在的那片社会与生

活的土壤!它要求专业者更多地深入生活!特别是与公

众紧密相关的日常生活!以此尽可能地弥合理想与现

实的差异"早在!)世纪B)年代!凯文’林奇的意象

地图以及要素系列就已经向我们证明!设计者们对于

一个良好城市形式品质的构想!可以通过与城市居民

交谈的方式!而不是来源于脱离具体时空的简单数据

与僵化模式"城市也不是凭空由英雄人物的知识和控

制创造出的乌托邦!而必须依靠城市日常生活与体验

作为基础!要求更多位于基层的市民和公众共同参与

到我们所有的建筑%城市与历史中来!进而唤起市民在

共同塑造城市过程中对于权利与义务%使命感与归属

感的集体意识!当然!与公众结合并不等于迎合%取悦

大众而进行#媚俗$(直接表现为作品的商品化和庸俗

化)!设计者同时也肩负着培养#高水平的世俗公众$的

责任"这样一种反思涉及到将学术专业领域的知识引

入到市民与其它社会群体等更加广泛的范畴中!以促

进当代城市文化的普及和公众整体素质的提高"

具体来看!一方面!设计者首先要突破传统封闭式

的理性分析方式!介入城市实地!并调动整个身心!行

走%观看%感 受%理 解!不 仅 关 注 政 治%经 济 等 关 乎#国

计$的大事!而且也要对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细节

进行体验!也就是说!将自己的角色从城市建筑表现者

部分转移到使用者的位置上!也只有在这种过程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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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筑才可以从纯粹的!客观"事物转变为与主体相关

的!场所"#从这种角度上看$也许专业设计者们需要

多多借鉴人类学家们的经验$学会从扶手椅中走向城

市这片广阔的!田野"$发展一种询问精神$创造出更多

切实反映公众意识和价值利益$并得到他们理解与认

同的!矮平台"作品#

另一方面$城市不断表现出的复杂性也 急 需 以 一

种更为开放和民主的方式利用一切资源与信息#这需

要采用综合系统的学科交叉新方法$将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以及设计艺术有机融合起来#例如$除 了 建 筑$

文字与视觉意象也都可以是与空间具有紧密关联的表

义性城市记忆载体$结合作家文学艺术作品中描述的

城市空间与艺术家%电影人创造的城市视觉意象$将有

助于丰富设计者对现实场所的理解#除了在专业学科

内打破传统界限$也可以考虑寻求来自社会层面的沟

通对话与交流合作$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跨学

科%多层面的合作在实际操作上虽然肯定会比传统方

法面临更多问题$但其可行性也已经被国外一些成功

的案例所证明#例如$美国洛城!场所的力量"组织$就

是在城市设计者%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普通市民的共同

合作下进行一系列决策与实践的#

G!结语

!城市是集体记忆的场所"#城市与建筑存在的本

质含义决不只是设计师的形态和空间规划$而更是城

市全体居民的情感%历史%文化的社会场所建构过程#

未来具有活力和生命力的城市与建筑将更为关注与个

体意识体验与社会道德为核心的策略性价值观$而不

只是集中 在 物 质 设 计 形 态 和 其 艺 术 性 上#这 种 内 在

性%多样化的趋势也要求我们从更为开放与多维的意

识思想与系统研究方法上进行再思考$为城市与建筑

引申出更多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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