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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遐 想 □曹征平

一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两个地
方，一个叫城市，一个叫乡村。

18 世纪工业革命，让人类进入到
现代社会。几百年来，有两件事情与
每个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这就
是工业化、城市化。工业化、城市化互
相促进、交相辉映，人类创造并诞生
了巴黎、伦敦、纽约、东京、上海等一
大批大城市和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
城市，让地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让人类的生产、生活更精彩。

几百年来，城市化浪潮汹涌澎
湃。2018 年，全球 55%的人口居住在
城市。一大批发达国家和中等发达国
家，城市化率更是在 70%以上。1978
年我国城市化率 17.9%，2017 年我国
城市化率58.1%。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城市化的进
程，这已是整个人类的共识。

二

在我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始
终学习、工作、生活在城市中。

作为一个城市的居民，我和许许
多多的人一样，经常把自己的城市和
其他更繁华、更美好、更富裕的城市
相比，希望我们生活的城市更美好。

作为一个城市建设发展的参与
者，我研究过自己工作的城市，也参观
过许许多多先进发达的城市，常常思
考：怎样把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美好？

哪个城市是标杆城市？是巴黎、
纽约、伦敦？还是上海、北京、广州似
乎是，又似乎不是。总觉得，这些著名
城市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也似乎存
在着一些缺憾。

比较完美的城市是什么样？标准
是什么？我看了大量专家的文章，也
同一些对城市有着思考的人士交流，
似乎有，似乎没有。

但是，我坚信，人们心中一定有
一个比较完美的城市的标准。

三

人是城市的核心。
建设好城市，必须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满足人民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

往，这就是我们城市发展的目标。因

此，必须研究清楚人对城市的需求，
就是人为什么要到城市生活？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来到城市，
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
了生活得更好。”

我体会，人们到城市生活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一、城市是一个能高效率
创造财富的地方。由于高度的专业化
分工，城市能让生产要素发挥更大效
率，也就是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比农
村要高出很多。这也是城市居民收入
普遍高于农村的经济规律所在。城市
可以给人们提供更多增加收入的机
会，可以让人们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二、城市是知识、信息汇集之地，人在
城市可以获得更多提升自己素质的机
会。城市让各种人聚集在一起，通过交
流碰撞产生新知识，让人们做大事，让
人生更出彩。科研机构、大学、学术团
体、文化机构聚集在城市，人们可以方
便地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为人们创造
更多成才、成名、成家的机会。三、城市
让人享受更好的生活，增强人的幸福
感。城市拥有比较完善的供水、供气、
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文化、
体育、商业、休闲娱乐等服务功能，可
以给人们带来生活的舒适感、幸福感。
同时，因大量人口聚集，这些服务设施
边际效用也更高，因而，投资成本也较
低。而边际效用低、投资成本高，也是
造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经济原因。

四

城市让人们更富裕，更有成才机
会，生活品质更高，所以吸引着人们
走向城市。

但是，到了工业化后期，城市发
展却出现问题，这就是“大城市病”。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增多和经
济快速增长，出现了城市拥挤、交通
堵塞、环境污染、空间紧张、生态下降
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于是，出现了宜居城市这一理
念。其标准主要有：良好的居住和空
间环境、人文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

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
宜居城市令人向往。相关部门也

制定了宜居城市标准，有 7 项一级指
标，48项二级指标，74项三级指标。

作为曾经的城市建设者，我曾详
细阅读过这些指标。我想，能不能用
更形象、直接、直观、简明的语言描绘
出宜居城市？这样，似乎可以让城市
的建设者目标更简要明确，让人民的
感受更直接。

有一位曾担任过多座城市的市长
和市委书记的城市实干家，用八个字
描绘他对城市发展的追求：靓丽、繁
华、宜居、和谐。靓丽，就是规划科学、
建筑精美、灯光璀璨、景色宜人，能够
给人留下深刻的城市印象；繁华，就是
经济发达、商贾云集、就业充分、人民
富裕，城市充满发展活力和发展机会；
宜居，就是功能完备、蓝绿交织、水城
共融、生活多彩，让居民能享受高品质
的城市生活；和谐，就是社会安定、公
平正义、团结包容、安居乐业，让生活
在这个城市的人感到温暖。

我深以为然。朴实、形象、直观。
我向往生活在这样的城市。

五

商品房堆砌起来的城市，不是宜
居城市。

水泥建筑如森林一般的城市，不
是宜居城市。

建设好城市，必然先规划好城
市。发展粗放、让人没有宜居感的城
市，究其原因，皆是没有好的规划，或
是有规划却不按规划发展。

城市的规划建设，体现着城市领
导者的能力水平。

从一些宜居城市的实践看，我认
为应该着力研究好城市的三个空间：
生活空间、公共空间、产业空间。

规划好生活空间，让城市更舒
适、更宜居。生活空间是以居民社区
为核心，满足市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场
所。不仅解决居住舒适问题，还能让
居民更方便地上学、购物、就医、休

闲、交通便捷。
规划好公共空间，让城市更有内

涵、更有品位。公共空间是市民社会活
动的场所，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和独特
魅力所在，主要包括公园、广场、体育
场、图书馆、博物馆等公益设施，以及
山、林、河、湖等市区内的自然环境。这
是城市是否舒适宜居的重要方面，也
代表着一座城市的特色和形象。

规划好产业空间，让城市更宜
业、更繁荣。就业是城市聚集人口的
最重要原因，产业空间则是城市经济
的空间载体，是城市的活力之源。

一座把生活空间、公共空间、产
业空间融为一体的城市，我想，一定
是宜居之城。

六

土耳其著名诗人希克梅特说：
“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不会忘记，那
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面孔。”

每当我们想起巴黎、纽约、威尼
斯、罗马等世界著名城市，映入我们脑
海的，是那一张张独特的城市面孔。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在迅
速扩张变化，但说起很多城市，却很
难有鲜明的印记。

“千城一面”，缺的是城市设计。
“城市设计”，介于城市控详规和

建筑设计、城市景观设计之间，兴起
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城市设计是落实
城市规划、指导建筑设计、塑造城市
特色风貌的有效手段。一些城市之所
以给人留不下深刻印象，原因就是没
有城市设计。

城市的面孔主要靠城市设计来
展现。要以艺术家的眼光和工匠精神
来设计城市，尤其要突出两个方面：
一方面，要突出靓丽。这是现代化城
市最鲜明的特征。要从整体平面和立
体空间上统筹城市建筑布局，协调城
市景观风貌，使城市建筑错落有致，
彰显城市特色、时代风貌，创造经典、
塑造大美。另一方面，要突出历史文
化。这是城市发展的根和魂。要打造

一批有历史文化印记的建筑群、单体
建筑、城市雕塑、文化景观，把城市的
人文典故、特色文化、民俗风情变成
城市符号，给人留下独特而深刻的

“城市记忆”。
城市设计的重点主要是对构成

城市公共空间的街道、片区、节点、地
标、山水等五大元素进行深入研究、精
心设计。一、街道。作为城市的轴线，不
仅构建了城市的框架和外延，也是城
市历史文化的载体。人们在街道中穿
行，观察着城市，也直接感受着这个城
市的文化、气质和品位。北京的长安
街、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柏林的菩提
树下大街、伦敦的摄政街，这些著名街
道，不仅是一条路，也是一个城市的代
表，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严格
地讲，对于城市的重要街道都要进行
城市设计，大到景观协调、建筑风格，
小到树种搭配、色彩配比、雕塑小品都
要精心设计。二、片区。作为城市的组
成单元，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也是
城市服务水平的集中体现。上海的陆
家嘴、香港的铜锣湾，不仅是经济商业
中心，也是城市的名片和现代化的标
志。三、节点。主要是公园、广场等公
共空间，作为城市的“磁力中心”，主
宰着城市形象，关系到市民的归属感
和幸福感，北京天安门广场、纽约时
代广场、伦敦海德公园、巴黎卢森堡
花园是其中的经典和代表。四、地标。
就是标志性建筑。像上海的东方明珠
电视塔、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纽约的
自由女神铜像，只要看到这些标志就
知道是哪座城市。要依据城市总体规
划，在重要片区、重要节点、城市边界
设计和建设一批标志性建筑，让城市
给人的印象更加清晰。五、山水。是城
市景观系统的重要元素。要按照尊重
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把山水作为
城市天际线的重要参照物，来设计和
控制建筑物的高度、密度、体量以及
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真正让城市融
入自然，让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

七

我们必须重视城市发展的一个
普遍性误区：把城市发展理解为抓城
市就是抓城建和城市管理，而很少研
究城市经济。

城市经济是城市生存、发展的动
力之源。必须由抓城市就是抓城建
的传统思维，向城市建设、城市经济、
城市管理“三城齐抓”转变。把城市
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此聚人
口、聚产业、聚财富，促进城市持续健
康发展。

城市经济在城市不同发展阶段有
着不同的形态。在农业社会，“筑城以
卫君，日中而为市”，当时城市主要是
政治中心、军事重镇，但也有了相当的
经济活动功能。在工业化初期、中期，
城市是大工业的聚集地，产业工人是
城市的主要人口。在工业化后期和后
工业化时代，“退二进三”，工厂退出城
区，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

科技进步，催生着现代城市的新
兴产业。新兴服务业，特别是互联网、
智慧产业，成为城市经济和城市发展
的强劲动力。

适应大势、顺势而为。谁更有眼
光，谁更能把握大势、抢占先机，谁的
城市就能更繁荣！

八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也是人们共同
的企盼。

未来理想之城是什么样的城市？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一个前所未

有的新区正在徐徐拉开规划建设的
大幕。到本世纪中叶，雄安，将建成高
质量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
色，高点定位。”

“中华风范，淀泊风光，创新风
尚。”

“蓝绿交织，疏密有度，水城共融。”
······
雄安，将努力建设人类发展史上

的典范城市。
我们相信，她一定会建成一座人

类的乐居之城。
在对城市的遐想中，我们一起

期待！

在音乐家之中，斤斤计较金钱的，
莫过于罗西尼和理查·施特劳斯两位了。

罗西尼时代，作曲家已经不再如巴赫
和贝多芬时代那样穷困潦倒了，曲谱能够
立刻换来大把金钱，音乐如同女人漂亮的
裙子和男人剽悍的坐骑一样，成为了畅销
商品。罗西尼就这样把自己的艺术，毫不
隐晦地当成了商品，在自己的作品和金钱
之间，他常常忍不住画起等号。

两者交换的关系如此赤裸裸，不是
会让艺术跌份吗？他不怕。这和他童年
艰苦的生活有关，他常常回忆起爸爸当
年给人家当小号手时的卑贱，自己跟随
妈 妈 的 草 台 子 剧 团 到 处 艰 辛 地 流 浪 。
钱，对于他曾经是那样渴望，因此，当
钱攥到手里时，罗西尼的感觉和感情便
与众不同。

晚年时，瓦格纳曾经拜访他，罗西
尼忍不住对瓦格纳算过这样一笔账：他
花13天写完了 《塞尔维亚理发师》，拿到
的头一笔稿费是 1300 法郎，平均一天
100法郎。当年，父亲辛辛苦苦吹一天小

号的报酬，仅为区区两个半法郎。
不要责备罗西尼，那是他真情的流

露。他很看重这一点，念念不忘童年的
悲惨经历，他要把那时的损失加倍地找
补回来。他不是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音
乐家，他绝不故作清高，他看重市场，
因为这会给他带来好的效益。这一点，
他并不隐晦，就像是一名集贸市场上斤
斤计较的小商贩。

我觉得，这样评判罗西尼并不会冤
枉他。1816 年，随着他从乡间小镇的

“野台子”步入那不勒斯，随着 《塞尔维
亚理发师》 的走红，他已经彻底脱贫。
1820 年，28 岁的他和比自己大 7 岁的歌
剧女演员伊萨贝拉结了婚。伊萨贝拉是
当时他所在圣·卡洛歌剧院的首席女高
音，爱上了他这样一个从肉铺和铁匠铺
来的穷小子，显然是看上了他的才华。
而罗西尼看上的绝不是已经 35 岁的伊萨
贝拉衰退的姿色，而是人家身后每年两
万法郎的收入，还有一幢在西西里的豪
华别墅。那时，他已经不缺钱，却还要

肥肉添膘，就如同一个暴发户一样，钱
已经不仅仅是为了花，而成为了一种占
据自己心理空间的象征。

罗西尼先生的后半生，没有再写什
么歌剧，而以吃喝玩乐著称。他已经有
的是钱，他可以随意挥洒，来补偿一下
童年的凄惨了。音乐创作，对于他已经
退居第二位。

只是，他玩得并不那么高雅，总还
是摆脱不了乡土味道的俗气。他在波伦
亚乡村养猪，采集块菰，还在巴黎开了
一家名为“走向美食家的天堂”的餐
厅。他亲自下厨，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替代了当年作曲的好功夫，他吃得脑满
肠肥，玩得乐不思蜀。

据说，当时，他的拿手绝活是一道
名为“罗西尼风格的里脊牛肉”的菜
肴。这在当时的巴黎，足以和他的 《塞
尔维亚理发师》 齐名。当时流行的不再
是罗西尼荡气回肠的音乐，而是他有关

“罗西尼美食主义”的名言，他说：“胃
是指挥我们欲望大交响曲的指挥家。”

“创作的激情不是来自大脑，而是来自内
脏。”也许，这就是罗西尼真实的一面，
对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
了，他怎么还能够拿起笔，再写歌剧呢？

罗西尼的晚年，爱戴他的人们筹集
巨额资金，准备在米兰为他塑一尊雕
像，建一座纪念碑。他听到这个消息后
说：“只要他们肯把这笔钱送给我，我愿
意在有生之年，每天都站在市场旁纪念
碑的石台子上。”

我想，这绝对不是他的玩笑话，如
果真的把钱都给了他，他是会站到那石
台子上去的。如果有人肯再多出一些钱
的话，他甚至还会整天卖他的“罗西尼
牌”牛肉呢。假如撞到如今变着法子甚
至无中生有演绎出名目繁多的宫廷菜谱
的那些“聪明人”手中，还不凭着“罗
西尼”这一道菜谱，就赚出大钱来？

之所以想起了“罗西尼牌”牛肉，
是因为这真的有点儿像眼前有些所谓艺
术家的一个隐喻。陈年旧事，有时候，
会像陈皮一样，味道十足。

在南方人眼里，北方人非常讲究时
令与天气，尤其是东北人。夏天的极致
叫盛夏，冬天便叫隆冬了。东北冬长夏
短，常要度过四五个月的冬天，因此，
盼春的心情自然相当迫切了。春节刚
过，他们似乎从冬里醒了过来，即便周
围的世界仍是一片白皑皑的雪国色彩，
人们都敏感地支起耳朵，四处聆听春天
的跫音。

最爱盼春的心情。比如，吉林身处东
北腹地，松花江结着冰，冰上撒着细密的
雪粒。早晚，江面上水汽缭绕。第二天，
江边两侧的树上，定是长满了极美的雾
凇。农历一二月，常见这种情景。

在印象里，最先透露春天信息
的是李花。童年时光，是在一个盆
地一样的山村度过的，的确该称为
山村，周围被几座山环抱着，但山明水
秀，养人，特别是初春时候漫山的花
儿，让人早早体会到什么叫作姹紫嫣
红。自己家的房后，种了几棵李树——
这是最喜爱的树。仍记得，初春时，它
们齐放白英的轰轰烈烈，仍记得蜜蜂在
花瓣间采蜜时的勤勤恳恳，仍记得爬到
树上采那黄澄澄的果子吃的酸涩与甜蜜。

二十余年前，老家搬进了城里，李
树所在的田园被亲戚包租种地了，那些
树，也被人们连根拔除。时常想，是否
还有机会再回去种上几棵，再看看少年
时代那些洁白的花朵，那些可爱的蜜
蜂，还有那些或青或红的李子。每读李
商隐的那首 《李花》 时，那种想念便更
加强烈：“李径独来数，愁情相与悬。自
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减粉与园箨，

分香沾渚莲。徐妃久已嫁，犹自玉为
钿。”毕竟，徐妃早已出嫁了，她的发丝
也泛出了和玉钿一样的白。早已离开了
故园，却对那钟爱的李花，牵肠挂肚。

二月中旬，可以略微瞧见树枝干上鼓
起了小蓓蕾，像一只只惺忪的眼睛慢慢睁
开。这迷离的样子最是撩拨人们盼春的
心情。忽而，吹来的料峭寒风又把她们吓
回被窝里去，想必，她们也在等吧。

唐人李峤应该同样在李树前，这么
痴痴地看过，且听他吟道：“潘岳闲居
日，王戎戏陌辰。蝶游芳径馥，莺啭弱
枝新。叶暗青房晚，花明玉井春。方知

有灵干，特用表真人。”这些可爱
的花儿，是一只只调皮的精灵，她
们很是懂得慰藉看花人的渴望，把
自己的美与香，特意表给身边那些

“真人”。
只有雪花的寒冬里，盼春的心情是

美妙的。这个过程要持续一两个月，就
像期盼着一件喜事那样，情致是对生活
的期许，是对生命的热爱。

每到农历三月，几乎每周都要去那
座小山一趟——是去那里接收春天的信
息。每周，几株李花的变化都是在通知
人们，春天离大家还有多远，这是季节
变换的细致美。

连整个隆冬都等了，还差这阵子的
反复考验吗？过年了，春姑娘已然备好
了嫁妆；她轻声暖人的呼唤，已让人间
的婆家欢呼雀跃起来。黄历上的立春，
可不是白写的，它昭示着人们盼春的热
切与喜庆。

到了三月，人们盼春的心情已到了

极致。虽然知道春天马上就要来
了，但是春天就是要和人们捉迷
藏。偶尔晴暖的阳光、温柔的天
气和凉凉的溪水，会让人以为这
就是春天了，但调皮的余寒仍是
会冷不丁跳出来，甚而，雪花还
会降落。

清晰记得，寒流在几日暖晴
之后跟着出来了，好多人都已经
换好了春天的装扮，不得已又将
柜子里的冬衣套上。包括那几株
已经开心了几天的李树，她们花
苞已经很有些雏形了。看着她们
挨冻的样子，令人心疼得紧。但
她们似乎早有准备，已能适应这
气候的各种脸色了。

三月中旬，寒流终于走到了
尾声。此时，杏花开了梨花开，所
有的花儿都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开
放，她们也和赏花的人们一样，盼
春盼了一整冬，又熬过了春寒的
反反复复。那几株李花更是如一
身白色连衣裙的妙龄女子——楚
楚动人。

宋朝的朱淑真曾赞誉李花
说：“小小琼英舒嫩白，未饶深
紫与轻红。无言路侧谁知味，惟
有寻芳蝶与蜂。”汪洙不同意这
种看法，他说：“枝缀霜葩白，
无言笑晓风。清芳谁是侣，色间小桃
红。”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蝶蜂还是小桃
红，都很羡慕它们可以与李花融为一
体，那么亲密地相处。而我们不过是看
花人，或许，这几株李树更像是孩子，

我们的确是看着她们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盼春是美妙的，心灵的高贵境界当

是这样得到与未得到的状态吧。人生旅
途亦如此，得到的是最终的结果，在之
前的那些过往，是让人们一次次情感悸
动的企盼。

清代学者朱象贤曾在《闻见
偶录》中写道：“大堂之前俱立一
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
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

虐，上天难欺’十六字⋯⋯予考旧典，此名戒石。
所刻十六字，乃宋太宗赐郡国以戒官吏，立于
堂前。”

戒石所刻十六字，属于古代诸多“官箴”之一
种。古代统治者为维护政权，特颁制“官箴”，用
以劝诫规范官员，促使其公正用权，从政为善。
殊不知，在宋太宗颁制之外，这十六个字的首创
者却是后蜀国君孟昶。

孟昶即位前期，大展文治武功，颇有作为。
他亲政之初，“于朝堂置匦，以通下情”；清除不法
故将，抑制权臣，加强集权，并作“官箴”颁布各
地。宋太祖后来从中摘取十六字，作为“戒石铭”
颁示天下。他励精图治，实行“与民休息”政策，
兴水利，重农桑，致国泰民安。此外，他还爱好文
艺辞赋，令人在石头上刻《论语》《尔雅》《周易》

《尚书》等十经，历时八载方告竣。
963 年除夕，孟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木板，以

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
春。”这大概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副春联。

可惜的是，孟昶以“官箴”制约百官，他自己
却渐渐骄矜自得，贪图享乐，不思国政。他下令
在全国挑选 20 岁以下美女入宫，不少人家唯恐女
儿被选，急于托人嫁女，时人称为“惊婚”。官吏
仿而效之，导致政风败坏。孟昶怕热，他在摩诃
池上建水晶宫殿，以楠木为柱，沉香作栋，珊瑚嵌
窗，碧玉为户。四周墙壁不用砖石，而以数丈开
阔的琉璃镶嵌。殿内罗帐锦被，极尽奢华，就连
溺器也用珠宝制成，号称“七宝器”。

964 年，宋军兵临成都，孟昶自缚出城请降，
被押往汴梁，不久去世。后来宋太宗以后蜀的经
验和教训为镜鉴，将孟昶所制“官箴”去粗取精，
删繁就简，选用其核心之四句十六字颁示天下，
令各州县刻石置于公堂座前，故称御制“戒石
铭”。宋神宗年间，黄庭坚出任泰和县令，曾手
书太宗所颁“戒石铭”，刻石立于堂前。至今，
黄庭坚手书“戒石铭”碑刻仍珍藏在江西泰和县
博物馆。

漫长岁月的消磨，使各地官府的戒石面目渐
变。有的“多置栏槛，饰以花木，为首为令，鲜有
知戒石之所谓者”。也就是说，即使戒石没有毁
弃，深刻的警戒意义却被忽略了。

元代沿袭前朝，依然建碑写铭。浙西廉访使
徐琰改写的铭文名气很大，其中写道：“天有昭
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

明清两代，戒石的形式亦有所变化。明太祖
朱元璋明令立于甬道中，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
亭”之称。清代前期，于衙署大堂前立“戒石碑”，
后期改成牌坊形式，现保定直隶总督署仍保存着

“戒石坊”。
古代颁制“戒石铭”，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

在督导官员廉洁勤政方面，也曾发挥过一定的积
极作用。对于现代人来说，也不乏借鉴意义。我
们不妨在此基础上撰写崭新的“戒石铭”：“尔俸
尔禄，民膏民脂，权乃民赋，万勿肥私。”

雪 国 盼 春 □袁恒雷

“戒石铭”的
心 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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