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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构成框架及主要研究内容。方法方法 从城市时代性发展的角度

来界定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基本特征，从智能化城市的城市主体与客体两个方面对其审美对象、审

美价值观和审美规律进行分析。结论结论 研究智能化城市的数字美学，要将美学观念与当代先进的科学

技术手段融合在一起，以感性指导来调整实践操作的艺术表现形式，以理性构建来完善智能化城市进

程预期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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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discusses the framework and main contents of digital aesthetics in anthe intelligent city. It defin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art in the intelligent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development，analyzesthe aesthetic

object，aesthetic values and aesthetic rules from both urban subjects and urban objects. During the researching process of

digital aesthetics in the intelligent city，aesthetics concept is integrated into should contemporary advanced science

technologies to guidethe artistic performance or practice by its perceptual concept as well as improve the presentation

process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lligent city by the rationality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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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走向成

熟和文明的标志，而城市文明的进步程度成为人类文

明发展的判定标准之一。科学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使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新的飞跃，使经

济、社会和人类文明上升到新的层次，并直接作用到

人类生活的空间。城市的发展，总是与当下的政治、

经济、科技、文明等的发展融合在一起。当今的世界，

互联网已成为全球应用广泛的一项基础设施，信息系

统和虚拟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等社会需求紧密联系在

一起，人类已经进入智慧时代。在新文化新科技的作

用下，城市的发展进入智能化城市时期[1]。

1 智能化城市的数字美学顺应时代发展而生

智能化城市的物质基础条件是信息经济中的计

算机与网络，而知识经济中的人力资源与人类智慧成

为城市发展的动能，智能化城市将信息经济与知识经

济融合于一体。中国第一个城市智能管理系统——

北京城市智能管理系统由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

究中心季铸教授主持完成，并于2011年 1月正式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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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2012年4月，中国工程院确立了“中国智慧城市”

试点城市名单，北京、杭州、西安、武汉、宁波等榜上有

名。智能化城市建设在智能经济中十分重要，中国经

济从此被纳入智能管理轨道，北京也成为世界智能经

济的中心。

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既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

新时代的智能化城市，又是从智能化城市的发展视角

来审视美学，美学的审美价值标准要通过“城市”这一

媒介来进行研究。与传统的美学相比，智能化城市美

学是一种新兴的当代美学知识体系，而数字化更是一

种新兴的科学技术，它的出现与发展标志着工业化时

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决策者直接导致一系列的

城市行为，因此，城市数字美学的研究思路已经打破

了旧有的美学现象，颠覆了原有的美学理论。认真观

察新生的审美现象，分析新的审美经验，提炼出新的

审美理论，因此，对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研究势在

必行。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范围与内涵的深度及广

度大大超出以往城市美学的范畴，必须进行深入的调

查取证、研究分析与思考论证，才能建立并完善智能

化城市数字美学，研究审美活动与审美经验，并上升

到美学理论的高度，使其在智能化城市进程中发挥巨

大的美学指导作用。

2 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审美对象

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审美对象，既包括作为审

美主体与创造活动主体的人本身，又包括城市的物质

存在客体与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城市以往以边界划分作为城市形态的重要特征，

以功能进行城市分区，以资源占有及利用形成城市特

色[1]。从古至今，城市的整体规划、建设改造、发展变

迁，都在政治需求、经济发展的多重目的性综合诉求

下反映出其特定的时代意义，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

程中形成不同时代的艺术特征、美的规律与美学诉

求。美是脱离不了实际的，城市美学的研究对象一方

面是作为现代城市高速发展时期的产物的智能化城

市，另一方面是生活在智能化城市里的城市人的审美

经验。城市美学不仅要研究新的先进城市形式的物

质客体，诸如智能化城市的各类建筑、园林景观、交通

干线、公共设施及各种生活现象，还要研究生活在城

市里的主体，即城市人的活动特点与审美价值取向。

历史是由人类自身的活动来创造的，美也是一种生产

力。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要研究城市人的审美意识、

活动状态[2]，以及其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对城市风貌等

带来的直接影响；更要研究城市人的审美意识的形成

原因、表现形式、具有的美学价值、可能的发展方向等

问题[3]。这必然涉及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文学意

义上的美学对象研究，二是科学技术层面上的对象，

即信息体系及智慧化管理机制的研究。只有这样，才

有可能深刻地把握城市人的审美意识，完整构建以城

市审美经验为内容的现代美学思想。

3 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审美价值观

城市的地域特征、功能架构、产业布局、民俗文化

等决定其最终的发展方向，由此带来的审美经验也是

丰富多样的。而全球互联使得现代城市打破了以前的

单一格局，传统意义上的边界被打破，信息与资源共享

让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流合作成为必然，服务型社会

要求城市的发展是建立在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社会

环境充分保护的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与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

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自由性。城市的界定不再局限

于准确的边界定位和一定的地理面积，大城市与周边

中小城市甚至是乡镇之间的多角度多元化整合发展，

大中型城市之间的跨界融合，使得城市美学的审美经

验更加复杂。

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审美经验不是单一的固

态形式，而是一种具有生命感染力的动态美。美的静

态形式，其审美境界永恒悠远，以时间为基准，如在天

人合一的古代美学观影响下建造老北京那样充满宇

宙哲学的城市[4]。动态的美，以物质丰硕为导向，以空

间为基础，人在这样的场所体验到的是便利与自由。

城市的改变往往由交通便利情况、政治经济地位以及

城市拥有的资源而决定，既有如深圳这样完全城市化

的重要经济中心，又有如海南自然风光资源突出的旅

游城市等。

4 智能化城市数字美学的审美规律

数字化的城市美学与以往的城市美学最大的不

同，其实是由当今城市本身的特质来决定的。现代城

市服务于大众，在形制之美、功能之美、道德之美上体

现出新时代的技术之美和视觉之美。

4.1 形制之美

城市是不断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动而发展改变着

的。农业大国时期王城都市的建立，首先是选择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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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条件的聚集地，然后是考虑军事上政治上的安全

安定，生产的集中便利，最终，城市形成“左祖右社”的

格局，以配合“前朝后市”的形制。以北京为例，其

“凸”字形的平面结构就体现了中国历代都市的传统

制度[5]。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在城市格式中轴线的

特征中产生。古都城居中对称的基本格局体现出和

谐、严整、方正、秩序的理性美，而现代城市由于工业

文明的快速发展，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商业贸易的扩

展，人口的增长，技术和运输条件的剧烈变化，在城市

形态、经济、社会、文化上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导

致城市规模的巨大增长，城市空间分布与城市空间结

构因交通状况的便利性和复杂性而改变。为了满足

城市发展的需求，一方面要改变建筑自身的形态，突

破原有的结构局限，向高层发展[6]，摩天大厦与高层建

筑群应运而生；另一方面通过修建铁路、水运、机场、

地铁线、高速公路、公交干线等新的交通设施，让居

民、商品等能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流动。智能化城

市更通过城市信息整合将人与地、人与自然、人与城

市、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系统优化，使城市不仅仅服务

于少数上层精英阶层，还更好更全面地服务于广大城

市居民。

4.2 功能之美

城市信息化过程主要有4个方面的内容：基于地

球表面测绘与统计的信息化，即数字测绘与数字地

图；数字型政府，即政府管理与决策的信息化；数字型

企业，即企业管理、决策与服务的信息化；数字化城市

生活，即城市居民的生活信息化。城市的信息化直接

作用于智能化城市的建设与改造，合理规划与利用城

市资源，如摩天大楼、高层建筑、大型密集型建筑群形

成了城市形态的基本组件，“大”和“高”的建筑在最少

的地理资源利用上完成了最多的经济回报；大型超

市、购物中心、综合商圈适应了零售业和批发业的改

变，居民区的设计围绕居住、教育、购物、娱乐休闲与

日常交通合理配置，体现出良好的社会保障。以上种

种规划，通过信息虚拟技术来合理配置资源，避免重

复与浪费，这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变分散

为集中，高效便捷，省时省力。

4.3 道德之美

智能化城市利用网络技术与空间信息系统来构

建公共虚拟平台，将城市信息如城市自然资源、社会

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经济等以数字形式获取并加载

上传，为政府和社会各界提供广泛而全面的服务。这

样就拓展了城市的外延，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源垄

断。互联网与资源库的建立，能将最前沿、最先进、最

优质的资源集中起来，信息资源共享与公众服务，互

助互利式的合作模式，有利于改变地域保护式的政策

不公、学术垄断、资源收益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有望

实现广大意义上的公平公正。美不仅仅体现于物质

形式，还体现在城市主体，即城市人在生产生活中反

映出的城市人格力量与城市精神。“人人为我，我为人

人”，智能化城市的内在美对所有人而言更美好。

另外，城市的审美活动丰富多彩，融入了时代元

素、电子技术、数码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

城市文化美是一种多媒介的美。K歌、大型音乐晚会、

街头狂欢、动漫主题产销会、创意性文化节、酒吧茶艺

类聚会等现代城市生活娱乐活动，在满足人的物欲方

面展现出面向大众的无差别参与性，比以前更多元，

也更积极开放。自由职业、个性定制服务业、小型私

营产业、电子商务的流行，丰富了生产与销售的途径，

尤其是在有浓厚历史氛围和地域文化[7]特色的城市

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个性创意设计师，文化创意产业

成为仅次于金融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成为各大城市

的新型知识性经济体。

4.4 技术之美

智能化城市展现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美，它的实现

建立在高度的科学技术层面和多维化的深层合作上，

对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有一定程度的依赖

性。首先需要建立有高速宽带网络和支撑的计算机

服务系统及网络交换系统的信息基础设施，其次是对

数据[8]的收集整理与分析，其数字化过程需要详实的

城市资料，包括城市历史发展变迁史、城市整体结构

图、精确的城市几何学、地理特色、自然资源等；其三

是需要大量的人才。此外，还要建立相应管理机构和

服务规范，对网络系统和数据进行建设、更新、维护和

升级，并协调用户的访问[9]。由此可见，智能化城市依

托于IT行业的软硬件技术，依赖于以信息服务为主的

资源与详实可信的数据，对整体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

展开测量、构想、运算、设计思辨、美学判断以及最后

的成果虚拟、推算演练、实践验证。以上种种以科学

性、可行性为先，艺术与技术的统一被提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上。以人为本，服务于人。

4.5 视觉之美

智能化城市的每个城市居民作为独特的个体，一

方面表现在社会整体感知上对时代主流文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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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一致性，如本土方言、流行服饰、美食、建筑风格

和民俗传统等城市文化意象，具有强烈的文化属性、

区域关系属性和文化认同属性[10]，形成了一个城市特

有的文化符号和视觉体系。另外一方面又因为自身

的文化认同和审美取向表现出个体的差异性，在视觉

美感上，表现出新鲜灵活的多样形式。将城市形象系

统、城市环境建设与人机工程学原理相结合来满足人

的视觉审美与心理需求，更具有及时性与交互性，大

大拉近了城市与人之间的距离。

5 结语

智能城市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基本坐标，以物理

设备、电脑网络、人脑智慧为基本框架，以智能政府、

智能经济、智能社会为基本内容。智能化城市的美，

是一种包容的、进步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美，它

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期规划上，是为了更有效地

建设现代美好生活，更完美地表达和谐发展的思维态

势，更好地创造理想的人类生态居住环境，是一种向

前的开放的美学。智能化城市的数字美学，将美学观

念与技术手段融合在一起，以理性构建来进行物化的

城市化进程预期与实现，以感性调整实践操作的艺术

表现形式，是一个远比过去的美学理论包含更多理论

创新的美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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