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说上海城市精神 

 胡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摘要：上海城市精神的讨论忽略了我们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前提中讨论这个问题。笔

者认为关键是二点，即政治理据和文化意识。它们将赋予上海精神以灵魂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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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城市精神的讨论已经得到了较多市民的热烈参与，这是近年来不多见的。少有人提到

的是，我们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前提中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弄清楚这一点有助于讨论的

深入。一是政治理据。我赞成讨论上海城市精神，首先这是因为：一个重要的现代城市，尤其

在她的经济起飞时期，确实是需要及时的文化探讨来给她定位，需要充分的精神投入来赋予她

某种灵魂；而这样的探论与投入，又决不仅仅是政府以及个别精英的事情，而必然是这个城市

里全体公民的事情。其次，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政府的管理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

动员的能力，二是充分的公共财，三是协调内部关系的能力。在城市面临发展的关键时刻，通

过全社会的政治动员，自下而上地唤起公民的参与意识，以“城市精神”一语来凝聚全社会充分

的公共财（公共财绝不仅是物质的），同时又在这样的讨论中，通过沟通对话，求同存异，逐步

协调理顺了内部的各种关系，这正是体现了这场讨论的正当理据。所以，与其说最终有一个本

质主义式的上海城市精神，不如说，讨论的目的并不止于目标聚焦，更重要的是城市现代化的

真实进程，在于公民社会政治实践的过程本身。第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以来，上海的地

位有了很大的跃升，成为中国发展最快以及竞争力最强的尖锋城市，然而我们也清醒知道，这

一切成功的基本路线仍是财政主导、自上而下的。现在上海终于重新发现自下而上的思路，这

为时不晚，我相信这样的讨论在上海城市发展史上将是意义深远的。 

   
  二是文化意识。讨论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文化意识的自觉。一个有文化意识自觉的城

市，才算得上是一个大城市，才可能从地图上站起来，具有真正的影响力。首先，作为中国最

具国际化特色的城市，上海城市精神根本离不开世界现代文化的眼界。无论是台北还是北京，

无论是巴黎还是东京，只要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就一定有她作为现代性的共同特征，尤其

是在全球化趋势强化的时代。所以，我们讲上海的城市精神，首先是讲她作为现代大都市的共

性。现代化大都市的共性，有两层含义，一是所谓现代性原素，即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资讯

公开、文化多元、科技发达等等。不可能设想一个没有上述现代性原素的城市精神。何况比较

其他世界城市，上海在这些方面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因而在规划城市精神时失落了这些原素（尤

其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民主），将是不可原谅的。二是所谓现代性问题。作为国际大都市，又不

可避免地共同面临着现代性后果的某些困扰，诸如环境、心理、精神危机以及科层主义和技术

世界等复杂困惑，这必然形成一些必须共同担当的问题。其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即消费主义物

质主义及其过度的发展。我们讲上海城市精神，自然该有对这样的问题的成功回应，这样才有



 

 

世界性的贡献。因而，对于现代性如何既能批判又要顺承，在现代性自身的自我正当化过程中

使城市精神凸显，这正是一个重要的思想立场。 
  然而，作为最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活力的城市，上海城市精神的构画又根本离不开中国社

会文化的当代性。什么是当代性？如所周知，中国的社会文化，正面临着大转型的关头。所谓

大转型的含义是：由原先计划经济时代，转而为市场经济的时代；与此相应，由全权型的政府，

转而为服务型的政府的时代；又是与此相应，在文化价值迷失的过渡时期，重新建立政治和文

化的基础的时代。作为最有活力的城市，如何回应这样的时代课题？譬如，个人与社会的新关

系如何协调？服务型的政府在城市精神中起到什么作用？人文精神如何在价值转型的时代重新

凝聚世道人心？等等。 
  其实，现代国际大都市在接受着现代思想价值的洗礼、解决着共同的课题的同时，也不断

打造着自身的独特性与魅力；而在不断化解自己具体的、独特的问题的同时，也不断取得新的

世界性，及对话的可能性。我们今天讲城市精神，也正是对这些问题的回应过程，以及在城市

的共性与个性间往来游走的过程。所以我主张讨论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文化精神，不应成为一个

本质主义式的讨论，而应成为对于问题的回应。不仅是对于共同问题的回应，而且是对于具体

的独特的问题的回应。 
  由上述亦可知，我认为结合世界形势和中国当代社会来看，最大的问题即全权型社会的转

型与消费主义的兴起。上海城市精神，如果真的有突破性的贡献，如果真的要赋予某种灵魂于

这个城市的新生命，就应该在如何回应这两个问题上，认真下点功夫。由于篇幅所限，下面我

只能概而言之。 
   
  在中国社会体制转型和加入世贸的内外作用下，全权型社会的转型，是一次重大的机遇。

可以说孕育着重大的新活力。上海城市精神的建设，我认为一定要将这样的重大契机纳入题旨。

所谓全权型社会的转型，有多方面的含义，最重要的含义即民间社会的成熟发展、公共空间的

充分展开，以及个人权利在法治社会的充分自由。没有这样的条件，什么提高城市竞争力、创

造性，什么让城市生活更美好，都只是一句空话。因为真正的竞争力创造性，只能是置根于前

者之中。我们往往以一些容易看见成果的目标，来取代了真正的城市精神的建设。譬如，世博

会是一个近期的目标，但是，个人权利的充分伸展与民间社会的真实活力，相比较而言，世博

会无疑只是一个手段。通过这样的手段，我们可以更有效地提高市民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程度。

如果世博只是一些商人的漂亮订单和政府的宏大项目，就完全失去了真正的意义。 
  提高城市的公共参与水平和民间活力，有很多工作可做。从大的方面来说，不妨共同去培

育我们这个城市的责任伦理。我指的不仅仅是市民们的社会责任意识，也不仅是诸如企业与政

府要多关心出租车司机的过度疲劳，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这些都非常重要，同时更有效的是

应多创造一些条件来形成责任伦理成长的社会机制和文化土壤。譬如，多一些专家咨询、市民

听证，多一些舆论空间，多一些基层自主，多一些利益主体的多元制衡和公共监督，等等。我

们的城市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还可以做得更好。譬如，报载一项调查表明，

上海市中学校开展的雏鹰计划，评选优秀少年，然而其中有些标准空洞浮泛，并不是来自学生

的真实生活实践，学生建议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来定出标准。这表明了社会上仍存在的自上而

下模式化管理，也表明民间有着挣脱模式化的潜力。又譬如，我曾与好几位出租车司机讨论过

休假的问题，得到的几乎相同的答案是：“工会根本不会真的关心职工的利益。你不干没有人一

定要你干，有很多人等着这位子呢！”我还是认为上海这个城市其实有着丰富的责任伦理资源的，

真的调动起来，就可以赋予她新新不已的活力。这完全是可以胜于中国其他城市的。这件事，



 

 

政府有权力也有责任去做，民间也有义务有条件去做，知识分子也有责任去维护和养成这样的

社会精神空气。 
   
  城市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生活得更好而服务的。上海的城市精神，应该是上海这座

城市让人感到可亲可近、充满各种可能性、宽容不同的人、容纳多元的需求、富于生机、富于

人性魅力的意态、灵魂。我们一想到它，就像想起了家。没有比这个目的本身更高的目的。而

有一个一元主义的东西越来越霸道，变成“多种可能性”的天敌，即消费主义的盛行。人们越来

越意识到，二十世纪的消费主义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满足人的物质极大需求的同时，又打开

潘朵拉式的欲望之盒；在成功抵制宗教极端主义、专制主义，成全经济民主和权利自由社会的

同时，也成全了一个平面化、精神沙漠化和享乐一元化的世界。美国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卡罗

斯（Cary Cross）去年有一本新书《全面消费世纪：商业主义在美国胜利的成因》(An All Consuming 
Century)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提出消费主义是二十世纪以至将来最成功的意识形态。依我之见，

中国当然还不是物质商品极大涌流的时代，发展扩大消费仍然是我们的现代梦之一。上海在这

方面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辐射力。但是作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定位，不能不在文化意识上有一

种前瞻性，即一方面发展消费，一方面注意抑制消费主义的过度扩张。因为，正如卡罗斯书名

可以译为全面消费净尽、消费主义挂帅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离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无

论如何是太远了。消费主义挂帅至少有以下逻辑：第一，每一物品即有一价，即一切无所逃于

金钱掌控。第二，在消费主义那里，每物品必有一终结，即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的。消费主义

对物没有珍惜，引申为对世间一切皆无珍惜。第三，消费主义世界是剌激新新不已的世界，亦

即贪得无厌和追新逐异成为本能。第四，除商业关系外再无其他关系。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真

诚合作、人情味、责任、理想、道义，全都归于消费尽净。这岂非一可怕的世界乎？更有甚者，

连人性几千年来所积累的智慧成果，诸如勇敢、诚实、乐观、豁达、英雄气等，都正在受到消

费主义的消费，──百忧解（Prozak）正是一个例子。美国汉学家史华慈教授临终遗笔《中国与

当今千禧年主义》中曾说，中国今天实在没有理由为西方以消费主义、物质主义为主的普世理

念蔓延而感到兴奋。我们在关心上海这座年轻而美丽的城市的未来命运时，不能不考虑这样的

问题。举两个小的例子，上海的街头能不能少一点铺天盖地的广告？欧洲的一些城市，看上去

非常宁静优美，人们生活意态从容平和，其中没有无所不在的视觉污染和听觉污染，是一个原

因。一个城市的自由生态，其实与森林中极为多样性的物种自存与他存的共同空间一样的。绝

不是只讲一个指标，更不是只讲一个消费指标。另一个例子是法国政府最近规定新闻中必须有

一定比例的文化新闻，诸如重要的新书信息等，以及英国政府近年的文化政策白皮书中规定，

推动艺术家驻校计划，每年资助一定数目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进驻到校园中，推动学校美育，

培育青少年观众。英国的乐透(一种全国彩票)每一百元钱，其中五十元给中奖人，十三元进入

国库，五元给零售商，剩下的二十八元给文化。结果是英国单单是乐透花在文化上的钱，就有

将近一百五十亿人民币！我们其实是生活在我们自己制作的世界里，就看我们愿不愿意选择文

化的世界。政府该退出的领域要退出，而该出手的地方要出手，在文化上政府应有更大责任伦

理。学欧洲的文化节制消费？还是美国的全面消费净尽？这是一个问题。 
 

Saying a few words on city spirit of Shanghai 
Hu xiaoming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e discuss about city spirit of Shanghai neglected the context of knowledge and premise of 

thought. I think that political theor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re most important.They will endow spirit of 

Shagnhai with soul and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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