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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读《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

■高爱华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

想观念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重

大变革；与此同时，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

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都促使人们更

加迫切地探寻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事

实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环境、经济和

社会问题的相互作用和不断累加，使得原

本问题已十分严峻的城市更加脆弱 ，因

此，研究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一复杂的

问题意义重大。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的进程 ， 是我国物质文明进步的体

现，更是精神文明前行的重要动力。 城镇

化作为一种历史进程， 见证了中国经济

的高速发展， 也是中国社会以一种全球

化、 市场化及民主化的姿态面向世界的

投影。 中国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既具有自

身的独特性和内生性， 同时也受到来自

外部的影响； 中国的可持续城市设计发

展，离不开本土社会发展的趋势 ，离不开

世界发展的环境，更离不开城市发展历史

阶段的特点。

华建集团规划建筑设计院城市更新

研究中心主任莫霞博士撰写的《冲突视野

下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本土策略》一书，正

是在经济社会的全球化和本土化双重背

景下，对于当前城市发展问题的深刻思考

和积极探索，也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城

市发展所要面对的紧要任务和迫切需求。

该书借助多学科的综合分析，面向当前城

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的核心冲突问题，

聚焦“可持续城市设计”。 特别是运用社会

学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地将“冲突”作为认

识和解读可持续城市设计的视角，并借助

与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紧密结合的实证

研究，来探索“冲突视野下可持续城市设

计之本土策略” 的理论体系与实施机制，

以及分析与之相关的实践案例。

书中结合 1990 年代以来上海的城市

发展，深入剖析社会力、市场力和政治力，

将中国可持续城市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归纳并聚焦在“城乡冲突”“新旧冲突”“资

源及环境危机”“公私冲突”“全球与本土

碰撞”等五个方面的冲突。 这五个冲突领

域，每一个领域都蕴含着上海城市发展的

脉络，通过丰富的素材案例，详尽的梳理

分析，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

和更加宽广的思路。 这本书更像是作者与

读者之间的一场关于社会问题的深刻交

谈，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和更多人的观点一

起拿出来剖析、探讨，努力为城市可持续

发展找到更加有效、成熟的理论指导。 笔

者作为一个对城市规划富于兴趣的读者，

在读完这本书后，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可持

续城市设计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作者

所尝试勾勒的未来规划设计的发展方向。

书中提到的这些冲突，正是转型期中

国本土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所主要面

临的，也是当前中国特定发展阶段和环境

下正在发生、发展的。 对于这些冲突领域

的考察，具有地域性、阶段性、代表性；有

关上海实践案例的探讨，对其他城市也很

有裨益。 正是基于这种“冲突”视野的建构

和对于城市发展问题的不断反思，为我们

搭建了一个更高视野、 更深内在的平台。

全书从理论解析到实践探索，从扎根现实

到面向未来，作者高屋建瓴，分析清晰，论

证严谨，案例经典，在近年来探讨可持续

城市设计的著作中，独树一帜。 因此，该

书作为对中国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可持续

发展的启迪与思考之作，十分难得。

无论城市的未来如何发展，都离不开

关注和处理好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的关

系，以及面向复杂的城市发展的更深入探

寻。 追根究底，都是对于人们美好生活的

向往。 我想，这也是基于冲突视野并探讨

可持续城市设计的意义所在。

叔本华何以享有悖论式的盛名？
■毛志辉

阿图尔·叔本华是德国继康

德之后、 尼采之前的一位具有划

时代影响的哲学家， 也是众多哲

学家中一位与众不同的 “另类”。

几乎所有哲学家从一定意义上说

都是乐观主义者， 而他却是一个

典型的悲观主义者；他不像康德、

黑格尔那样是地道的学院派哲学

家，但又不完全游离于学院之外；

他也是西方第一个厌恶基督教而

信仰印度教和佛教、 第一批反对

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以来公认的身

体/思想二元论的哲学家。 他还有

一个显著的特征， 就是文笔优雅

清澈、诙谐风趣、通俗易懂，基本

上没有艰深晦涩的哲学专业术

语， 这也使得他的著作成为非专

业人士阅读最多、 最受欢迎的作

品之一 ，喜欢他著作的大作家包

括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左拉、

莫泊桑、普鲁斯特、托马斯·哈代、

约瑟·康拉德、 契诃夫、 毛姆、尤

金·奥尼尔、博尔赫斯等，他们都

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 并在作

品或书信中流露出对叔本华哲学

的迷醉。

然而， 尽管叔本华在哲学上

有着不凡的建树， 是一位极其尊

重柏拉图、倾慕康德、崇敬歌德、

为使命所驱使的哲学家， 但他同

时却又是一个人类仇视者、 女性

仇视者、 愤世嫉俗者和非理性主

义者。 在世人眼里，他既无人爱，

也不爱人，不仅傲慢自大，而且藐

视母亲； 他还是一个学术上的失

败者、 一套自相矛盾世界观的狂

暴鼓吹者， 甚至是一个殴打女裁

缝、 憎恨黑格尔的进行人身攻击

的谩骂者。 何以他的哲学成就和

个人人格之间会存在如此严重的

“撕裂”？ 隐藏于他的众多表象背

后的自在之物又是什么？

戴维·E.卡特赖特所著的《叔

本华传》， 以 60 余万字的宏大篇

幅， 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叔本华的

生平经历，勾勒其家庭和朋友圈，

阐述其作品的深刻内涵， 分析其

哲学学说的发展脉络， 挖掘其人

生经历背后不为人知的点点滴

滴，生动地呈现出一个丰满、立体

的哲人形象， 为我们探究叔本华

的学说体系和个人生活提供了重

要的参考， 也向我们揭示出叔本

华何以能够享有悖论式的盛名。

作为第一部英语的综合性叔本华

传记， 卡特赖特的研究以海量的

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基础， 还参考

了许多德国学者关于叔本华的开

创性研究著作，这也使得这部《叔

本华传》“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叔本华乖戾性格的养成和杰

出哲学的形成， 都能从他童年和

青年时代的创伤中找到根源，可

以说， 正是特殊的家庭和个人经

历造就了这位悲观主义哲学家。

他的父亲海因利希是一位见多识

广的贵族商人， 母亲则是开放外

向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显然不是

恩爱的夫妻。 父母对他的期望与

他自己的兴趣格格不入， 卡特赖

特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述

叔本华和家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

纠葛， 他和母亲约翰娜之间不断

的冲突几乎构成其青少年时代的

主旋律。 虽然从未受过父母的虐

待， 且优渥的生活条件足以让他

听从自己的兴趣和志向， 但是明

显缺乏母爱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他仇视女性和缺乏关爱。 在他成

年之后， 无论是来自母亲还是来

自学术界的伤害， 都只是一而再

地加深他青少年时期的创伤。

成名是叔本华少有的愿望之

一，却偏偏天不遂人愿。叔本华在

1818 年底出版《作为意志与表象

的世界》时，刚满 30 岁，这部他所

宝重的作品，是他生命前 30 年间

对世界所形成的印象的表述，也

构成了他此后 42 年哲学的基础。

正如叔本华自己所言 ，30 岁之

前， 这个世界给人留下的种种印

象以及由此激发出的种种思想都

已固定成形， 而这些观点在人整

个余生当中只是发展成为同一本

体的种种变奏。 然而，《作为意志

与表象的世界》 却在出版后被出

版商和学界视作“一堆废纸”。 更

为凄楚的是， 此后他所发表的一

切哲学言论，几乎都石沉大海，乏

人问津。 17 年后，他出版了人生

中的第二部作品 《论自然中的意

志》，也仍未能吸引读者的阅读。

“极度的顽固”是叔本华的性

格特征之一， 支撑他忍受世人的

忽视，坚持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度

过了数十年的岁月。而在此期间，

在哲学家行会成员们的眼里，他

甚至连学徒都算不上。 1851 年，

叔本华的最后一部作品 《附录与

补遗》问世，庆幸的是，这部“写给

世人的哲学” 并未像此前的那些

作品一样夭折， 而是引起了报刊

界广泛好评， 并逐渐被哲学教授

们所接受。 叔本华的哲学生命在

晚年终于热烈绽放。

为展现出叔本华哲学的全

貌， 卡特赖特不仅翔实地记录了

叔本华的学术经历， 也对叔本华

的主要作品作了深度解读， 重心

则是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卡特赖特以整整两章的篇幅对这

部代表作作了讨论， 对书中的四

个篇章层层分解， 并对该书出版

后的遭遇作了梳理。 这部里程碑

著作围绕“意志”展开，第一篇认

为世界是表象， 将经验世界视为

受制于充足理由律； 第二篇转而

认为世界是意志， 一切客体都是

现象，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第三

篇再次回到世界是表象的看法，

讨论独立于充足理由律的种种表

象；第四篇回归作为意志的世界，

鲜明地表达出意志本质的人的行

为。 这部作品所涵盖的主题可谓

广博：生与死、自由与宿命、意志

散漫的本质、受苦与物料、幸福的

消极特点、宗教迷信、作为生命意

志最强表达的性冲动、 永恒的与

短暂的公正、权利哲学、作为正义

与美德基础的同情、禁欲主义、自

杀以及超越尘世与否定意志的灵

魂拯救等等。 而位于书末的论点

同断言世界是人的表象的开篇论

点遥相呼应：“对于那些意志已倒

戈而否定了它自己的人们， 则我

们这个如此非常真实的世界，包

括所有的恒星和银河系在内，也

就是———无。 ”

在叔本华看来， 世界具有两

面性 ，一个是 “表象 ”的世界 ，另

一个是“意志”的世界。 我们的本

质，即“意志”，不受时间限制，它

从不现身或消亡。 通过对意志行

为的认知，通过他所作的那个意

志归因于所有其他现象的涵盖

宇宙的类比，意志成为所有现象

的内在要旨与实质。 叔本华自信

自己哲学的生命力 ，那些 “诡辩

者们”（费希特、 谢林和黑格尔）

则恰恰相反，在他看来只是在做

着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游戏。

他高调地宣扬 ：“我的哲学将丝

毫也不会超出经验的范畴……

它同任何一种艺术一样， 都将只

是对世界进行重述。 ”他的自负、

固执和怪异， 都如同他卓越的哲

学体系一样声名显赫。

卡特赖特的 《叔本华传》，并

不只是关于叔本华作为一位哲学

家的论述， 而是以哲学家叔本华

作为主线，通过对他力图解开“永

困人心的存在之谜” 的人生求索

之路的刻画， 由此引出他对人类

存在的各个维度的探究， 呈现出

一套富于洞见、论调阴郁、思维缜

密、令人信服的世界观。全书严谨

详尽，虽然篇幅较大，但因为叔本

华的每一个见解都是那样深刻和

独到， 卡特赖特的叙述又是那样

详尽和平实， 其内容也就显得丰

富和充满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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