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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

陈蕴茜

摘
!

要! 自有城市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物化的空间存在!而是一个被赋予政治"经济"文

化"心理多重功能的空间聚合体#近代以来!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国家权力对城市

空间的重构作用日益明显!大量公共建筑"公共空间的出现!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也重塑着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城市通过功能分区与空间分异而形成的$城市空间剥夺%现象!反映出严

峻的社会分层问题#国家权力对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既体现了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在城

市化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性!又凸显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现代性#在今天的城镇化浪潮

下!如何在城市空间构建中兼顾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建立属于全体市民的自由"公平的城市!

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国家权力&城市空间&近现代中国城市

城市是一个集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功能于一体的空间聚合体$也是人类密集型的居住区%中国城

市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权力密切关联%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增强$其渗

透性已达到几乎无处不在%与传统时代相比$国家权力对城市的控制日益加强$导致城市空间重构$并

透过空间操控对城市空间中的人产生深远影响%

一!国家意志与近代城市空间重构

清末民初$政府已经开始引进西方规划理念对城市进行改造$出现了负责规划和建设的市政公所$

传统城市空间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如袁世凯在天津河北新区进行规划建设$民初北京市政府对旧城进

行改造$拆除城墙#城门和翁城$并在外国规划师的设计下进行城市改造$广州市大规模进行市政规划与

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对城市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中国城市逐步走上以西方城市为模版的发

展道路$各地以旧路拓宽#旧城改造和发展新区带动城市空间重构$城市面貌大为改观%

由于中国民间资本力量薄弱$城市改造大都由政府承担$南京国民政府采行党国一体的集权政制$

因此$城市空间重构中体现出很强的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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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各地政府设立了专门的规划与建设机构$

聘请专家参与编制或公开招标规划$中央政府还直接参与大城市的规划%&首都计划'就是中央政府主

导的规划政治的产物$全方位重构了南京城市空间$而&大上海计划'由上海市政府和中央政府共同制

定$蒋介石曾亲自过问该计划%各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空间改造还带上了深刻的党化意识形态色彩$这

是中国城市空间结构发生变化且完全异于西方城市的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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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孙中山逝世后被奉为国民党的精神领袖$总理遗教被赋予宪法地位$孙中山在&实业计划'

中对中国许多城市的定位和规划自然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大上海计划'就是为了将上海建成孙中山定

位的(东方大港)$蒋介石甚至直接称该计划为(总理大上海计划)$(大武汉)发展规划也是受孙中山的影

响$事实上各地政府都尽可能地吸收孙中山的规划思想并付诸实践$桂林甚至将城市规划直接命名为

&大桂林三民主义实验市计划'%

孙中山的影响远不止此$因为国民党发动了全国性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各个城市为了纪念他而重构

空间结构$以南京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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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孙中山奉安南京$政府建造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领袖最大的陵

墓***中山陵$并将灵榇经过的道路拓宽建设为中山大道$这条道路贯穿大半个南京城$打破了南京自

明代以来
&""

年未改变的城市格局%全国各地也大规模修建中山路#中山纪念堂#中山公园#中山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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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桥等%有的城市限于财力无法重新规划修建$则通过更名改建的方式来实现空间系统的转换%当时

政府的城市规划普遍奉行(马路主义)$以新建或改建道路带动城市更新$由此中山路在城市中最为普

及%据笔者初步统计$民国时期有中山路的城镇达到
41$

座$中山路一般都是主干道$有的城市还建立

起由数条中山路构成的道路系统$有的则建立以三民主义关键词命名的道路系统$甚至个别城市道路名

称全部中山化和三民主义化%此外$全国建有
110

座中山纪念堂$不少中山堂都位于城市的中心$有的

是官署办公地$有的是城中最主要的象征性和标志性建筑$而孙中山铜像则位于中心广场$形成城市新

的核心%现代公共娱乐空间的出现是中国城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民国时期全国出现了

1!$

座中山公园%中山符号在城市空间的普及以及在城市中心的霸权地位$是对城市空间的颠覆性重

组%中山纪念空间的建设将新的市政建设理念传输至民间$各地城镇交通得到明显改善$公共空间也得

到拓展$促进了传统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型%

城市与国家政治#民族兴盛密切关联%由于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希望

中国能够以崭新的形象屹立于世界$城市空间遂成为实现民族复兴梦的载体%&大上海计划'特别选择

远离租界的江湾地区建造一个新上海$目的是(与两租界相抗)$最终取代租界!

%计划实施期间$历任

上海市长都称计划的成败并不只关系到上海$而且关系到民族存亡%因此$&大上海计划'必须规模宏

大$以彰显国威$大空间#大尺度成为设计原则$庞大的行政中心#宽阔的景观大道#恢宏的中式建筑以及

大广场#大公园#大运动场等共同打造出象征国家意志的新上海空间$虽然以当时政府的财力来看$根本

无法支持如此庞大规划的运行%

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还引发了城市建筑民族风的盛行$而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助作用%

&首都计划'规定公共建筑要(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使置身于中国城市者$不致与置身外国城市无殊

也)

"

%其实不仅首都如此$民族主义建筑风格一度成为二三十年代城市发展中的主流%如上海市政府

明确提出政府建筑(应代表中国文化$苟采用他国建筑$何以崇国家之体制$而兴侨旅之观感)

#

%因此$

即使建筑造价相对高昂$也要采用民族形式$中式风格的市政府大楼#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传统形式的牌

楼#园林等$构成了气势恢宏的大上海市政中心$展现出国民政府极力强调的民族性%同一时期青岛#广

州#北平等许多城市新建的建筑都具有民族风格$

$各地中山公园也主要采取中式建筑形式%

国家意志还体现在政府在城市规划和实施过程中的行政中心意识#权力无限性和随意性%&大上海

计划'实施过程中$政府最关心的是行政中心的建设$而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新商港区#码头和铁路建

设几乎从没有提上过日程$导致建设大上海市中心最后几乎完全变成了建设大上海行政中心%

%&首都

计划'也体现出鲜明的官本位色彩$因规划宏大$资金困难$政府遂优先建设行政类#政治纪念类的公共

建筑$民生工程则被延宕%由于集权体制$制定规划是以政治为导向$而忽略了财力和历史因素$实施起

来缺乏可行性$加之领导人的喜好$规划经常被随意更改%南京中央政治区规划就是因为孙科个人为了

强调纪念孙中山#墨菲想加入华盛顿模式而制定的$但忽略了交通#造价成本等因素$而蒋介石等另有打

算加之与孙科之间有矛盾$最终该计划未能实施%&大上海计划'也是如此$虽然相关系列计划通过市政

会议批准$但计划屡遭变更和随意改动$如第一公园最后变成了江湾体育场&

%这些都体现了威权政治

下城市规划的随意性以及官员的专断%这种随意性和专断还表现在中央对地方城市规划的钳制上$如

天津在抗战前因为中央政府三度改变其隶属关系$从特别市变成省辖市$后又回归特别市$由梁思成等编

制的&大天津物质建设方案'实施受到影响$制约了城市的发展%抗战后$天津市政府又制定了完整的&扩

大天津市区计划'$结合多种规划理论建造新型城市$但该计划又遭到行政院的冷遇而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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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集权政府$体制内官员个人权威也影响到城市空间发展%如蒋介石除直接干预中央政治区

的建设$还曾亲拟手谕$指示中央设计局和内政部制定县市建筑标准式样$并通令全国遵照办理!

%又

如南京市长刘纪文的强势使中山大道在民众的反抗声中能够顺利建成$而福州市建设厅长被绑架$则使

市政建设停顿近一年"

%正如时人所评论的$(城市的市政$也是以人定优劣)

#

$汉口#上海市长能力强$

任期内城市发展迅速%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市长任期较短$城市规划和管理均缺乏长远性和延续性$

而且一些市长为在任期内尽快出政绩$对前任的计划置之不理$导致城市发展严重受挫%因主政者个人

的因素而影响城市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集权和人治体制而导致的特有现象%

集权体制造成政府在城市空间重构中主要突出行政中心$竭力打造政府形象$相对忽略公众利益%

宁波就因城市空间改造工程过大$经费短缺$商民负担加重$最后废市%南京#上海的征地常常引发政府

与市民间的冲突%由于土地法规定(于国计民生有妨碍时)

$

$政府可以强行制止土地移转$但对于是否

妨碍(国计民生)$则由政府定义%征地的地价也是按所谓的官价$而非市场实价$甚至有的城市每平方

米拆迁价都不如房租高$百姓深受其苦%上海工务局局长曾批评(建设固然重要$人民财产权益同样应

受到尊重$何况这并不是不能兼顾的事)

%

%然而$不仅地价低$政府因政治工程需要$限期拆迁$而补偿

金却拖延数年支付$有的拆迁户因迫于生活压力而自杀%从市政府到中央政府$对于征地均以国家利益

为名强制推行$采取限期登记$超限不登记视同自行放弃地权&

%政府的权力不受限制$为所欲为$不惜

违法$有时不等内政部公告强行测量和拆除围篱$甚至不呈请内政部核准公告而擅自处置地权%市民直

指政府允许官员在同一区域建造三层洋楼为私宅$却逼迫平民拆迁$还有的官商勾结$照顾私人关系$同

一块土地给出不同的地价$市民抨击国民政府鱼肉人民$(人民畏政府之威迫$谈虎色变$痛地权之被夺$

呼吁无门)$市民在商会带领下到市府请愿$甚至发生武力冲突'

%即使有法律规定$但在集权体制下个

人财产也不能完全受到保护%也正因为政府权力的无限性$民国城市空间在国家意志主导下才得以迅

速实现重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当然$必须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开始关注公共利益$在传统城市中由士绅#宗族#同乡组织等承

担的公益工程$逐步由国家规划建设$大量公共建筑#公共空间的出现$在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为市民带

来了益处%政府还从西方引进公营住宅模式$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体现了国家与个人关系发生的变化$是

现代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国家为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

二!功能分区!空间分异与社会分层

近代中国城市建设基本上是对西方城市空间模式的移植$政府及专家接受了功能分区#道路系统和

公共设施配套等现代城市建设理念%随着功能分区的精细化$城市在国家主导下被分割为一个个相对

独立的空间系统$传统城市空间中以权力及社会尊卑等级为中心的结构分区$逐渐转换为以商业经济为

中心的功能分区$相对模糊的空间界限被清晰的空间规划所打破%

南京国民政府在制定&首都计划'时已经充分认识到(分区之作用..关系于城市者至大)$将南京

分为六大区!中央政治区#市行政区#工业区#商业区#文教区#住宅区$而在商业区中又进行了大小区分$

对住宅区则进行了等级划分)

%南京城市空间打破了原来的局限$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大上海计划'

则将新上海市中心区域划分为政治区#商业区#住宅区$市中心除北部商业区以及城市核心区域的行政

区外$其余的地块都划为住宅区%少数城市的功能区则根据地情而有所变化$如北平#西安增加了古迹

文化区和风景区$杭州则划分出公园区#风景区/汉口制定了专门的&汉口市分区计划'$而且因地制宜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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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小工商业区并建简易住宅)

!

$延续了传统(前店后宅)的居住模式$突破了商住分离的功能分区/

个别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如无锡$政府邀请工商界人士参与讨论$最终形成分区计划%还有的地方政府对

旧城部分不予分区$只在新城区进行功能分区%抗战之后受(卫星城市)#疏散理论等西方新规划理念影

响$城市的功能分区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特征$且与自然#历史等资源逐步结合$如桂林城的

功能分区更注重将山水纳入城中$而(大柳州)计划分区细化$有
!$

个功能区$兼备战时需要$建设有机

疏散式的工业型田园城市$以实现孙中山实业计划中的理想社会"

%尽管有的计划因战争等原因最后

没有完全实现$但总体而言功能分区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对空间结构的定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功能分区不仅影响城市结构$同时也影响社会分层$因为住宅分区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关系极为

密切%民国时期城市化发展迅速$加之灾害#战乱等多重因素$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住房供应奇缺$

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而国民政府又没有足够的财力应对$由此$城市出现了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本

来政府的城市规划应该能起到缓和矛盾#防止两极分化的作用$但国民政府却未能做到%虽然针对这一

城市普遍存在的世界性难题$南京#北平#上海#杭州#广州#郑州#汕头#厦门#宁波#苏州等地政府也曾筹

集资金$修建平民住宅$改善了部分贫民的居住条件$但是$政府财政投入不多$建成的平民住宅数量有

限$对于数量庞大的贫民窟和棚户区而言只能是杯水车薪$即使南京到
!214

年前仍有
!4

万人住在棚户

区#

$占到全市人口的
!

"

4

$其他各城市的棚户区也普遍存在%

各地政府不仅未能消灭棚户区$而且还对住宅区进行了等级划分$这导致了居住空间分异更加明

显$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分层%南京#上海#广州#青岛#贵阳#南昌等地的住宅区均有着明确的分级$

政府划分不同等级的地块以供不同社会群体使用$区域之间的地理界限尤为清晰$高级住宅条件优渥$

配套设施齐全$而平民住宅区#贫民生活区则与高等居住区相距甚远$处于城市的边缘甚至在城外$交通

不便$公共设施配套与高等住宅区有着天壤之别%一边是带有显著的西方文明特征的现代空间$一边是

污秽不堪#疾病横行的异质空间$界限分明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进一步导致居住空间分异%空间分异

会带来居住隔离$异质人群彼此隔膜$社会阶层间交往减少$进而引发贫困固化$加重社会分层%富裕阶

层或权力阶层可以凭借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占用更多更优的城市公共资源$进而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机会$这种空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导致(城市空间剥夺)现象$贫困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被漠视$

这不仅强化了社会分层$甚至会导致阶层对立%

城市贫困群体及弱势群体缺乏空间竞争的能力和参与空间决策及监督的能力$只有通过国家和社

会组织的力量才能确保其在市场的马太效应下维持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空间资源和空间利益$

%但由

于民国时期社会经济不发达$是一个强政府#弱民间的社会$加之战乱等原因$除少数大企业为职工修建

工人和职员住宅之外$只有政府才能承担为贫民建住宅区的职责%然而$各城市达官贵人住宅所处的空

间位置$享用的空间尺度都明确地反映出$政府更多地以权贵阶层利益为中心来进行城市规划$没有重

视下层民众的利益$未能调节社会分层的有序与合理$使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异维系在一个合理的度内$

违背了孙中山(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的遗训%

$民国社会的最后崩解

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相关%

三!权力!空间与现代性

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的重构$折射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民族国家发展中所具有的独特性$但事实

上$它也有与西方城市发展相似的特性$即蕴含着深刻的现代性!国家权力通过规划设计#管理控制城市

空间来实现对人的(园艺化)形塑%正如鲍曼所说$(现代思想将人类习性看作一个花园$它的理想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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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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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放 等! 多视角解读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那些"墙#$一%

是通过精心构思#细致补充设计的计划来预定的%它还通过促进计划所设想的灌木#花丛的生长***并

毒死或根除其余不需要的及计划外的杂草来实行)

!

%在国家权力的规划下$城市应该是文明#整洁#秩

序#统一的空间$它必须按照理性设计来实现对社会个体的鉴定#分类#排序%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国

家透过相对完备的现代科层制$逐步在城市中建立起全方位的管理系统%由此$国家权力在城市中可以

长驱直入$直接控制和影响着空间结构的变化$更进一步透过城市空间的操弄$对城市及生活于其中的

个人实施全方位监控%

城市空间不能(有碍观瞻)$为此政府制定了详细的空间规划#建筑规则以及管理细则$而且这种管

理是随着国家权力的强大而日益细密化%自清末民初开始政府就出台城市管理法规$到南京国民政府

时期已经形成完备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并付诸实施%政府对城市空间的管理极为细致$不仅颁布&建

筑法'规范建筑物的建设和使用$而且还对建筑上的附属物也进行管控$如规定!(妨害善良风俗之广告

禁止张贴$违反党义及妨害公安之标语禁止张贴)

"

$并不定期开展所谓清壁运动$将(有碍观瞻)的广告

清除#

%对于有碍观瞻的棚户区$政府将它视为肮脏的地方$是吸毒#盗匪等犯罪易于滋生的区域$政府

遂制定棚户区管理规则$实施监控%各地政府都曾努力甚至武力拆除棚户区$即使抗战时期无家可归的

难民居住在重庆的棚户$也因(有碍观瞻)被警察逼迫迁移%政府为此开辟平民住宅#平民新村#工人新

村$制定严格的管理规则%而对于城市空间中出现的小商贩#算命先生#娼妓#乞丐$政府则采取严厉的

取缔政策$以保持城市空间的(洁净)%与此同时$政府对此类地区进行改造$增设救济院#图书馆#教育

馆#小公园#女子习艺所等新型空间$其目的是要将原有区域改造成文明#洁净的空间%

不仅如此$现代民族国家是要将过去的臣民改造为国民$城市空间也就成为改造和形塑国民的装

置%除了原有的学校之外$国民政府开始修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国货陈列所#民众教育

馆$这些场所普遍出现于中国的城镇%即使提供娱乐的公园也成为权力规训的空间$因为国民政府将公

园定位为社会教育机构$用以传播知识#提升民众文化素质%为了丢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培养体格健

壮的国民$政府又在城市普及公共体育场$抗战前已建成
001"

所$

%建设体育场既是为了培养国民健

壮的体格$也是为了形塑他们的思想$因为&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公共体育场(一切设备于可能

范围内须寓有党义意义)

%

%显然$国家权力已经将政治规训渗透于城市空间的各个角落%

国家权力渗透于整个社会肌体$权力场域呈毛细血管状的扩散和渗透$人们在享受娱乐空间与公共

空间#城市交通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得不(习得)党化意识形态语汇$也不得不对孙中山符号产生记忆%

国家意识形态通过隐秘的形式在城市空间中得到充分展示$对人们形成了隐性的思想控制$这是国家权

力运作深入微观层面的典型表现%由于国家权力过于强大$民国城市建设中的统一化#标准化$让城市

空间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尤其是中山符号霸权对城市空间的重组$改造了当地城市记忆系统#历史文

化资源$如广东连州城内有一条中山路$原来叫(天街)$取自唐诗(天街小雨润如酥)$特别有诗意$改名

后诗意和地方历史记忆荡然无存%国家意识形态消解了个性$也让地方性文化逐步退隐$这体现出国民

党在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对空间政治技术的充分利用$也折射出各个国家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普

遍存在的现代性特征$正如德勒兹等人所指出的$(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

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

&

%

四!结
!

语

近代中国城市在国家权力主导和规划下$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空间重构$以礼制#宗法和

王权为导向的传统空间布局$被现代行政中心#商业中心及公共建筑为主体的现代空间布局所取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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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间结构本来应该是在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下$由政府#经济组织和居民三个利益主体推动城市经

济#技术过程#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四种力量相互作用而构成的!

%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

件$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动力更主要来源于政府$且因集权体制$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展现国家意

志和党化意识形态的载体$中山化空间系统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城市景观%国民政府的空间策略促进

了城市发展$并在改变城市空间格局的同时$还影响着城市住宅分异$强化了社会分层$使下层平民无法

享受到公平的空间权利$政府未能完全承担起建立(空间正义)的责任%

城市应该是人类理想的诗意栖居的家园$但工业化以来西方崇尚理性与秩序$城市不再是自然形成

而是按规划和功能分区标准化地(再生产)出来的空间$近代中国城市在政府和留学西洋归来的技术官

僚的规划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城市现代性在近代中国的实践中$往往体现在政府权

力主导下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现代性$而忽略了城市市民为主体的社区或共同体的现代性$忽略了城市居

民对于地方的意义构建和参与%许多城市的城墙#古迹遭到拆毁$即使国民政府竭力想保持民族特色的

首都$实际上也已经欧化了$时人感叹(街道改筑$房屋改建$地名改命$今日之南京$实已尽失其本来之

面目$而全然趋于欧化矣..古迹之沦亡$文物之丧失$乃不知凡几矣2)

"地方性文化在统一化#标准化

的规划和建设中逐步消失$呈现出单一化的特征%城市空间作为(权力运作的基础)$逐步衍化为塑造国

民的装置$城市中的人未能摆脱被权力监控和治理的命运%

如何在政府规划中体现城市市民的主体性和城市社区的共同体性$尊重城市居民自身对城市空间

的意义构建$从而让城市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非一个仅仅强调秩序和安全的理性产物$正是雅

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出版以来西方学界对城市规划持续反思的主题%如何弱化国家在城

市空间中的权力$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治理)为本$建设属于全体市民的自由#公平的城市$是集权体制

时代的民国无法做到的$却也是今日城市规划和空间重构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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