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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乃是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無可避

免的時代趨勢。

由於城市本身即為一超複雜的循環系

統，囊括了政治、經濟、社會、空間、文化

等各綜合層面，因此僅只依賴單一學科領域

或觀點，想要真正認識、理解、規劃乃至解

決城市問題，無異是緣木求魚。

大抵來說，現今臺灣學術界所關注的城

市研究範圍來自幾個重大學科，主要包括：

空間規劃學、地理學、經濟學、歷史學、社

會學。近年來，從現代文學與影像創作文本

（小說、電影、戲劇）出發，進而導出以城

市空間為論述題材的「文藝地誌學」，則是

城市研究在時下趨於跨領域學術整合潮流的

另一新興視角。

2008年11月，群學出版社刊行臺大地理

系黃宗儀教授論著《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

觀》，即由「文藝地誌學」脈絡當中取徑全

球化空間理論與文化研究的詮釋新作。作者

以香港、上海、臺北三城為空間座標，與

當代華人小說電影相互參照，包含由王

家衛電影「重慶森林」、「花樣年華」

鋪陳香港人的上海記憶，由王安憶散文

〈尋找上海〉、長篇小說《長恨歌》捕捉上

海人的懷舊敘事，以及由王文華小說《蛋白

質女孩》窺探上海人的臺北想像等，依序立

論、各有所本。

相較於亞洲城市不斷快速面臨的巨大變

遷，港臺兩岸三地的城市研究正欲迎頭追趕

上時代步伐、追索著數百年殖民歷史所累積

繁複多采的孤寂身影。

◆ 全球化下的資本主義城市

自從近代城市聚落成形以來，所謂城

市建設與發展莫不經由大量經濟資本堆砌而

成。易言之，現代城市空間，即為資本主義

建構的社會空間。

關乎經濟發展與城市生活的矛盾衝突，

五百多年前北宋詩人張俞已然有感而發，作

〈蠶婦〉一詩感嘆：「昨日到城廓，歸來淚

滿巾；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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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說，城裡那些達官貴族渾身上下

都穿著綾羅綢緞，但社會底層的勞動者卻是

過著窮苦生活，連自己親自做的羅綺都不能

穿，揭露了城市身分階級的現實差異與不平

待遇。

由城市身分階級導致生活空間（l ived 

space）差異而無法見容於當權者的社會現

象，自古至今皆然。

今日秉持著工具理性思維的城市規劃

者，往往咸信只要有足夠的開發資本，就能

改造城市落後地區被視同貧民窟的不潔空間

（如不久前的臺北樂生）。就連時下鼓吹所

謂「樂活、簡單」的生活口號，在實際施行

層面也往往離不開物質浮華的名利媚惑。

在城市景觀如同萬花筒般迅速變化的

當下時刻，人們早已越來越無法辨識什麼代

表新奇、獨特，什麼樣的事物又屬陳舊、平

常。隨著大量跨國資本的流動挹注，具有紀

念碑功能的摩天高樓遂成為塑造集體意志的

全球城市景觀。

誠如書中所陳述，王家衛執導「重慶森

林」鏡頭帶著局外人的凝視眼光進入城市大

廈隱密角落，舉目所見呈現為一種受到全球

／在地雙重壓縮下特有的空間：混雜、擁擠

且如鴿舍般層層分隔。片中主角作為想像全

球化美夢的漫遊者，卻在個人情感生活方面

一再挫敗，不是對顯而易見之事盲目無知，

就是對所見所聞無能為力。

回歸現實生活的城市臺北，若是一言以

蔽之，我會建議：想要看見臺北多元化的真

實面貌，只管遠離東區101大樓就對了。

◆ 迷情上海：新與舊的雙重鏡像

經由全球化連結所形成的時空壓縮現

象，不惟在空間層面湧現了各種雙城連結

（比如臺北對上海、上海對香港、香港對臺

北）的地緣互動關係，更在時間向度突顯了

「新」與「舊」的歷時性差異。過去至少以

十年、二十年為一個舊世代，如今已迅速短

縮為三、五年了。

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年代期間，香

港和上海即為文學、小說家（如張愛玲、葉

靈鳳）熱衷書寫的背景素材。其影響所及，

六○年代香港、五○年代的臺北，處處可見

上海符碼。到了九○年代以後，上海陸續出

現一股懷舊熱潮，坊間大量湧現以「老照

片」、「繁華錄」、「舊夢」、「滄桑」為

題材的書刊及圖片冊，追憶昔日老上海輝煌

景況。至此，上海研究儼然成了一門顯學。

相較於華人學術界普遍關注的「香港

學」或「臺北學」，無論在歷史根源或規模

上皆不如「上海學」的縱深淵源。

長久以來，上海與香港不斷上演「東方

巴黎」與「東方之珠」的雙城記，兩者之間

不斷彼此凝視與自我定義，對於老上海的懷

舊想像也成了「上海學」重要主軸之一。

伴隨著城市發展快速變遷而衍生的消逝

危機感，本書以「雙重鏡像」作為時間（新

舊）與空間（雙城）的一組對比概念，並藉

由王安憶小說文本詮釋的「懷舊政治」，於

焉成了一種回溯歷史紋理、同時通往未來全

球化城市關連的論述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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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書以電影「花樣年華」為例，

指涉上海人在香港的情愛糾結，認為王家衛

鏡頭下的老上海氛圍並非完全重述歷史真實

之後的再現媒介，而是選擇性地攫取歷史片

斷的風格化美學符碼，延續東方之珠全球城

市身分想像的敘事策略，以包裹著華麗糖衣

的移民思鄉情結來展現對老上海的迷戀。

城市歷史的失憶症，必定引發更多的

失憶。一個沒有歷史（懷舊）記憶的現代城

市，終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站在全球化城市擴張的巨輪前，規劃者

無疑將面臨地方發展與舊城保存之間的權衡

困局，如何兼顧新舊風貌的共存與維護，將

是未來亞洲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共同挑戰。

◆ 誰的東亞城市？

作為中國第一個現代移民城市、也是最

早有寬頻網路的都會上海，隱然成為當前臺

灣海外就業市場主力。曾幾何時，甚至陸續

有臺灣人在沒有公民權的保護狀態下，不惜

挾資本與專業技術移民彼岸而意欲化身成為

「新上海人」。

對於臺灣人來說，上海既商業又時髦、

既新潮又守舊、既自負又包容、既東方又西

方，可說是一座充滿異質文化、瀰漫著租界

歷史與洋人習氣的華人萬國城市，以及全世

界資本家來華開疆拓土的「殺戮戰場」。

近年來由於中國政經勢力的快速崛起，

本書通篇所強調亞洲全球城市格局主要乃以

上海、香港為資本流動核心，而臺北，則在

無形之中成了被參照的「他者」。書內篇章

即使以王文華小說《蛋白質女孩》表述了全

球化時代上海人風靡於臺北流行文化的城市

想像，也只是將臺北視為一種異國風情、迷

失了主導性的參照座標而存在。

全球化趨勢所挾帶前所未有的跨國資

本，雖造就出頻繁往返紐約、倫敦、上海等

全球一級城市、擁有跨境身份表徵的流動菁

英。然而，一味頌揚全球化流動價值的結

果，反而導致本土文化根源急遽流失，以為

有共同語言之後彼此便能心靈相通的想法卻

是過於天真。

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學者應為觀

念上的革命者。

亞洲現代城市研究與亞洲近代殖民史乃

是一部彼此交織構成的糾雜歷史，諸如使用

英文（思維）來鋪陳東方語境的學術語言，

或在歐美販售隸屬東方國度的文化符號等種

種現象只是暫時的過渡，而非永久的必然。

個別理論往往難以把握現實世界的複雜

現象，一門學科過於專業化，很容易就此犧

牲（喪失）多元視野的學術生命力。

未來，由空間文化理論所發軔的城市研

究勢必要留有一種開放心態，納入更多西方

理論觀點所未能涉及的第一手在地史料，包

含了過去與現在一切物質材料、口頭傳說與

文字記載。正如《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

全書所呈現，處在學科邊緣、不斷嘗試跨越

傳統知識藩籬的求知者，方能為城市研究帶

來更多不同面貌與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