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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化：功能定位、模式选择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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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启钱

我们都很熟悉这样一幕：去某
个机关某个单位，或者去某个居民
小区，“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
到哪里去？”三个“终极哲学问
题”，是门卫师傅的必问题。在门
卫 师 傅 眼 里 ， 你 总 是 “ 来 者 不
善”，得证明自己是个有善意的人。

这背后除了责任心，还有对善
意的理解问题。也许是被人骗多
了，我们遇人遇事总习惯性地先朝
坏处想，选择怀疑，选择警惕，选
择不相信。比如，老人倒地有人去
扶，会怀疑是不是他撞的；买卖双
方都认可无理由退货，真去退的时

候 ， 卖 方 则 一 定 会 忘 了 “ 无 理
由”，会问是什么原因要退；医生
向患者推荐某种有效的药品，常被
怀疑有利益裹挟其中。

前段时间，在柳州至南宁东的
动车上，陈医生应列车紧急广播要
求，救治了一位突发疾病的乘客。
结束救人准备返回自己车厢时，陈
医生被列车乘务员叫停，让她出示
医师证。陈医生表示自己没有携
带，列车乘务员又提出查看其身份
证和车票，拍照存案，还要求她写
一份情况说明并签字。在救人过程

中，列车乘务员还全程录像。出手
救人原本是善意之举，做了好事的
人，搞得如同“犯了事”。

相比之下，笔者在国外读书、
旅游和考察时，也常遇到门卫，但
多数人只和你打个招呼，善意的脸
上漾着微笑，因为他们相信你是善
意的，不需要任何证明。善意无须
证明，实际上是民法的一条基本规
则。为维护市场交易秩序，民法上
确立了“善意取得”这样一项基本
民事制度。所谓善意，是指行为人
动机纯正，没有损人利己的不法或

不当目的的主观态度，或行为人在
实施某种民事行为时不知存在某种
足以影响该行为法律效力的因素。
比如在高铁上救人的陈医生，在应
召前去时，既没有想到做好事还要
凭证，更没有想到通过救治病人获
得什么利益，这就是一种善意。

“善意取得”的意思是，如果
一个人不知情，主观无故意，且没
有重大过失，那么他就可以不受受
让物上的权利瑕疵的限制，而取得
受让物。如果在物的受让过程中有
纠纷，原权利人、债务人不能证明

受让人为恶意即视为善意，受让人
无须证明自己的善意。简单说，我
按照市场交易价购买了一部手机，
但不知道这个手机其实是别人的，
当所有人让我归还手机时，如果他
不能证明我具有事先知情或以明显
低于市场价格购买等恶意，那么我
购买手机的行为就受到法律的保
护，不需要证明善意。

这种做法在法律上叫“善意推
定”，与刑法上的“无罪推定”类
似。在法律上保护了善意第三人的
合法利益，维护了正常的市场交易

秩序，在道德上也保护了行善者的
善心。善意无须证明，但需要鼓
励。我国 《民法总则》 第 185 条规
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
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
责任。立法者设立这一规定，是
为了解决“英雄流血又流泪”的
问题。假设那天陈医生在高铁上
的救人行为造成了患者的某种损
害 ， 无 论 陈 医 生 有 没 有 带 医 师
证，列车员有没有全程录像，有没
有写什么情况说明，陈医生都不用
担责。

这是对善意的最好鼓励，应该
成为常态。因为在陌生人社会里，
善意正如信赖一样，不可或缺。希
望有一天，门卫师傅不再问“终极
哲学问题”，而代之以“你好，我
能为你做什么？”

善意无须证明

程应峰

一些古谚，能够流传下来，
自有其理由。只是，断章取义的
事古已有之，人们为某种需要，
让古谚失去了本色，流传成了讹
传，且不乏其例。

比如“以德报怨”。人们通常
的理解是：别人欺负你，你要
忍，打落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
别人欺负你，你反而应该对他更
好，要用你的爱心去感化他，用
你的胸怀去感动他。事实上，孔
子的原句是：“以德报怨，何以报
德 ？ 以 直 报 怨 ， 以 德 报 德 。”
（《论语·宪问》） 孔子的意思
是，你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
别人以德待你的时候，你才需要
以德来回报别人。可是现在别人
打了你，你就应该“以直抱怨”，
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孔子也有刚
烈如火的一面，并非永远温婉忍
让。

再比如孔子这句“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意思是说，国
家统治人民，指使他们去做事就
行了，不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在做
什么。此话现在看来，明显就是
封建统治阶级几千年来玩弄的愚
民之术——老百姓知道那么多干
什么？最好都是浑浑噩噩，照着
统治者的意思庸庸碌碌生活一辈
子就行了。但这真是孔子的本意
吗？孔夫子原句是：“兴于诗，立
于礼，成于乐。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论语·秦
伯》） 整句话是说，诗、礼、乐
这三样东西是强国兴邦的基础，
一定要做好，如果人民掌握了诗
礼乐，就让他们自由发挥；如果
人民掌握不了这些东西，就要去
教化他们，让他们知道和明白这
些东西。好好一句话，硬是被那
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了。

还有“无毒不丈夫”，这句话
绝对是以讹传讹的古谚中，最有
代表性的一例。大丈夫，自然
指那些坦坦荡荡胸怀宽广的男
人，恶毒阴损、暗箭伤人是不
能作为大丈夫的前缀的。实际
上，这句来自民间的谚语本来
应该是“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
夫”，爽洁干净、工整对仗的十个
字，描绘出一个襟怀坦荡的谦谦
君子形象。

庄子的那句“吾生也有涯，
而知也无涯”，在我们的学习生活
中，实在是极好的励志警句，古
往今来，多少学子受此激励。但
这是不是庄子的本意呢？他的原
话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
涯 ， 以 有 涯 随 无 涯 ， 殆 已 。”
（《庄子·养生主》） 意思是
说，我的生命是有限的，但面对
的知识是无限的，要我以本来有
限的生命，去追求那种永远看不
到边的东西，是不太明智的。他
要告诫人们的是，读书和掌握知
识是必须的，但要把握好生命的
度。

还有庄子的“相濡以沫”，如
今也是常被误解。常人看来，这
是两性情感的一种美丽状态，但

《庄子·大宗师》 中原话是：“泉
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强
调与其在死亡边缘这样互相扶
持，还不如大家找到一条水路，
开开心心地回到广阔的江河湖
海，回到各自的天地。在庄子看
来，如果男女之间到了要相濡以
沫的地步，不如干脆洒脱地放
手，给彼此自由。

许多古谚，一旦被讹传，并
且作为另类思维的导向存在，就
会扰乱价值观念，容易让方向感
缺损、判断力不强的人步入迷茫
甚至背道而驰的境地。

讹传的古谚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
特里·克拉克 丹尼尔·西尔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1月

朱晨凯

场景，是一个地方的整体文
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当一个社区
变成一个场景时，它可以成为
培养各类精神的地方。从经济
增长到居住地选择，再到社会
活动，场景理论涵盖了城市生
活的方方面面，正在重新定义
城市经济、居住生活和公共政
策等。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
会生活》 一书，主要致力于诠释
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及其为什
么重要。书中介绍的场景理论，
是国际上分析城市的文化风格和
美学特征对城市发展作用的理论
工具。场景理论，对于城市与社
区发展有什么作用？书中指出，
场景理论能够把抽象的、模糊的

文化进行合理操作，把文化从哲
学、文学、宗教、伦理学、人类
学等研究范畴，拉入到社会科学
实证性研究议程。文化艺术很重
要，但仅停留在认识层面是远远
不够的。如何把它变成城市中可
以让人触摸、体验、测量、验证
的东西？因为只有这样，文化才
能真正为城市政策服务，为广大
民众服务，为相关从业者服务。
场景理论使文化与地方空间发生
联系，并形成一套可以测量和验
证的理论工具。

书中指出，一个地方之所以
能够持久保持繁荣，不仅与经
济、地理因素有关，文化也扮演
着重要的作用，有时还起决定性
作用。本书从地方美学与文化风
格入手，采用大量数据与比较分
析，来诠释这种文化驱动力对地

方发展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如果忽略文化作用，那些地理位
置不好、经济要素不丰富的地
区，很容易陷入发展“宿命论”。
用场景来分析地方文化风格，并
找到这种地方文化特点与发展、
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因果关联，这
在城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均具
有很大意义。

本书中的许多实例和分析来
自北美，但这些想法是通过与全
球各地的国际合作者多年的对话
而形成的。中国学者对于场景
的研究也已经开始，他们已经
注意到类似问题，因为越来越
多人开始关心周围环境的质量
和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如何
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地治
理城市，这本书可以给我们许
多启示。

打造场景对城市发展有何作用

【精彩书摘】 【周边图书】

场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密不
可分，打造场景，有助于驱动城
市经济发展，但经济并不是场景
形成的必要前提条件。比如一些
艺术区的形成，更大程度上是艺
术家扎堆的结果。就现实情况而
论，场景的形成有多种可能：既
可能因为自上而下的政策规划，
比如一些城市规划的创意社区；
也可能因为自下而上的市场演
化，比如一些开发商打造的集商
业、娱乐、休闲和住宅为一体的
多功能区。

高 值 场 景 至 少 可 通 过 三 种
“外力”打造。首先是高层级政
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顶层设

计”。比如港口、机场、铁路等基
础设施，因牵涉面广，投资大，
建设难度大，通常离不开宏观政
策的支持。其次是地方政策，这
可以视作地方的战略发展规划，
甚至还可细化到城市的区位规
划。再就是“自下而上”的经
验。这一点很重要，放眼现实生
活，许多名气很大的场景，其实
是自发形成的结果。俗话讲，物
以类聚，人以群分。兴趣爱好接
近的人聚集于同一社区时，显然
更有助于形成场景特色。

打造场景三种力量的建议，
虽然都离不开规划建设，但绝不
应等同于简单的大兴土木。换言

之，无论政策引领还是规划制
订，都应对照场景的维度内容科
学决策。盲目大干快上，极易形
成一些看似高大上，实际无人肯
前往居住的“空城”“鬼城”，以
及毫无内涵也无人气的人造景观。

再者，打造场景的三种力量
看似实施主体不尽相同，但最终
落脚点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人。
是人就有习惯有爱好，就有不同
的判断标准。倘若场景打造失去
人文关怀这一重要前提，表面光
鲜的场景实际可能冰冷异常，无
人问津。从这一层面看，投资多
寡与场景值高低并没有必然的因
果联系。

■打造场景，有助于驱动城市经济发展

其一，在建设文化场景时一
定要注意整体性和独特性 （原真
性）。顾名思义，文化场景至少包
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不必
多做展开，主要就是基于消费为
导向的各种设施与活动等，软件
主要是指这些设施与活动背后所
体现的审美趣味、价值观、生活
方式和体验等文化性要素。因
此，城市政策在规划和设计建设
什么样的设施和活动前，一定要
抽出一定精力去关注和发掘一下
本地区的文化性要素，让这些要
素作为硬件建设的支撑；甚至有
必要开展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工

作，然后在此基础上来谈如何规
划、如何实施等问题。

其二，文化场景的建设过程
中要防止“资本驱逐艺术”的现象。
大部分的文化场景建设，会涉及至
少四种力量，商业或市场机构、政
府机构、社会组织以及大众与居民
等，他们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如
何在这几种力量之间寻求一个平
衡点，至关重要。不然，过于商业化
或政治化的文化场景，会失去群众
可持续参与；过于民间化的文化场
景可能会缺乏整体性和长期性。因
此寻求平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关
键。千万不能出现商业资本驱逐原

创艺术家群体或科技人才群体的
现象，否则地区的增长只能是昙花
一现。因为知识经济时代下城市与
地区增长的关键资源就是这些高
级人力资本。

其三，文化场景的建设还要
处理好与本地区居民之间的关系。
通俗讲，某一设施或几项设施的建
设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发展的议程
中，或者说单一文化场景的建设一
定要融入本地区的社会发展中。这
样立意会更高，不仅限于经济增
长，而是整个地区居民素质的提
升和社会的进步。这也是城市政
策应该聚焦的重点。

■打造文化场景，应注意三个问题

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场
景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有助于培育城市发展
内生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下，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而
创新是靠创新创意人才推动。场景
理论强调，不同舒适物设施与活动
集合形成场景中蕴含的价值观与
生活方式，对诸如创新创意等优秀
人力资本有很强的吸引和聚集作
用。从而，借助于场景这个中介变
量，建立了创新创意阶层与城市发
展的因果关联，勾勒出了知识经济
时代下的城市发展内生动力来源。

第二，有助于理解拉动城市
文化消费机理。消费是一种人类
行为，场景对于消费行为有着独
特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充满文化
意义的消费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场

景，提供的不仅是作为工作与生
活的空间，而且还包括个体自我
与相互之间充满愉悦的体验空间。

第三，有助于打造创意城市
的环境氛围。创意环境是一个场
所“硬件”和“软件”构建的综
合，是能够催生构思与发明的先
决条件。典型的“创意环境”，包
括丰富的建筑空间、道路驿站、
艺术机构、便利设施、文化设施
等硬件，也吸引了创新创意人
才、交流平台、运营者、游客等
文化氛围。场景为分析与塑造这
些创意环境提供了一种框架。

第四，有助于引导城市公众行
为。公众行为本身就是场景的一个
重要构成元素，反过来，场景对公
众行为也起着导引作用。无论你在
哪里或如何打发时间或与人沟通，
不同城市场所所具有的场景对于

固化在个体中的对错观念、真假的
认同与归属等都有着较强的影响。
场景理论中的戏剧性、真实性和合
法性均为构建特定的场景引导适
宜的个体行为提供了指引。

第五，有助于做到舒适物与
美好生活需求的精准匹配。这一
点在城市规划中往往比较重要，
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布局与人们
美好生活需求密切相关。对于这
些设施与活动的规划与建设，现
实中部分城市往往是比较凌乱，在
协调性和本地性上很难做到一个
平衡，因为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给
出不同类型舒适物之间的文化意
涵和关联关系。场景刚好弥补了这
方面缺憾，它给了每一种舒适物在
文化上的意义，为匹配人们的美好
生活需求提供科学依据，这为建立
城市舒适物系统提供了新视角。

■场景理论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

本书是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
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及其研
究小组关于中国城市化的学术
研究成果。作者在书中论证了
中国城市化的功能定位，阐明
了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选择，预
测了未来 30 年中国城乡融合发
展的趋势。

《“一带一路”倡议与城市跨越发展》
刘波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二○一九年三月

本书围绕“一带一路”专
题，综合沿线城市合作发展、基
础设施投资、转型升级、互联互
通等方面，就如何改善营商环
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促进合作共赢等问题，提供
了解决途径。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
店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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