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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故事》

内容概要

“没有城市，我们能否存在？”
城市，人类文明的结晶，自诞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城市的拥趸以华美的辞藻热情讴歌其博大宽容、
时尚新奇与激情碰撞，而厌弃者则将其置于自然的对立面，不遗余力地抨击城市带来的空间冲突、资
源短缺与环境污染。
本书作者选取了世界上最具特殊样本意义的城市，从“第一座城市”加泰土丘的诞生到古罗马城的衰
亡，从克利夫兰的兴起到斯德哥尔摩的理想城市规划，从马德里的定都再到战后柏林的重建，进行了
一次次引人入胜的探索，内容则涵盖了从城防工事到下水道工程，从居民安置到市集扩张，从流行病
防治到交通纾解等诸多方面。这是一本关于城市的故事书——它们如何生长、兴盛、衰亡并自我修复
乃至涅槃，它们与周边乡村如何展开吸附效应和寄生关系，它们的鲜活如何依赖贸易网络和外来移民
。追随作者完成这次穿越古今、环绕世界的城市之旅后，我们不难发现：城市不是制造麻烦的根源，
而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对于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改造运动和城市化进程，这些世界著名都市的经验和
教训绝对不乏有益的启迪。

Page 2



《城市的故事》

作者简介

约翰 · 里德（John Reader），作家、摄影记者，拥有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的荣誉研究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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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作历史书看还不错啊，资料也丰富，作者的文笔也不错
2、像散文，信息多而杂
3、城市是人类理智及其自身与他人社会感的最高体现。从柏拉图的此话洐伸开来，我们对城市的认
识已脱离了“手段or成果”之争，还是《城市的胜利》中的观点，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
另，此书作者系摄影记者出身，原著收图百余幅可惜了！
4、最后发了颗糖
5、历时研究不错，但结论稍显保守，可与《城市的胜利》对看以磨练批判性思维。
6、有点乱。读的第二本新知文库。雅各布斯的水还没看。继续找来读，回家了，别堵车才好。
7、前半部分讲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信息量大，五星。最后着眼于现代城市的问题，较松散，可能因
为习以为常了。
8、作者的观点是城市是自组织的结果，而不是它组织。
9、笼统
10、城市不是制造麻烦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手段。第一本独立操作的新知，撒花～
11、像纪录片一样的叙事。刚开始看不太习惯，结尾几章不错的
12、信息含量超级高的一本书，作者文采也好，就是某些地方稍稍有点表述不清。因为信息含量太高
，读起来会有点累，但进入状态之后格外有阅读快感。喜欢5、7、8、10、12、13、14、15章。最后两
三章没兴趣，没读。
13、作者视野开阔，历史跨度和地理跨度都很大，涉及的知识领域既多且杂，佩服。前十章基本是按
照年代次序写的，后面各章则依主题展开，包括食物、供水、卫生、能源、交通等等，数据资料充实
，思考也比较深刻。弱点是，跟新知文库的另外几本相比，欠缺趣味性。
14、非常朴实无华，即是最大的优点也是最大的缺点，拾取时间与空间上的片段，阐述了历史进程中
城市的发展与随之而来的影响
15、城市的核心是商业。本书后面走马观花式的案例以及多角度分析当前城市存在的各种弊病，有些
破碎，干货也不多，但是还是一本饶有趣味的科普读物。七分半
16、城市方方面面的小史料
17、如果玩过模拟城市建设类游戏，应该会觉得很有阅读快感，个中智慧要比我们随手点击鼠标来的
丰富。
18、作者沿着城市的起源、发展和完善的主线引述了很多有见地的问题，如何取得城市在游览和生活
上的平衡，城市和农业到底谁引致的谁，权利和经济发展为何不能协同并进，尤其对作者在第十章关
于城市出现短缺的叙述感兴趣。城市在发展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的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
宿命地接受一个黯淡的预言，它很可能就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在我们不能改变自身去适应的环
境里，我们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
19、新知文库一如既往的丰富有趣。城市发展历史，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这世界上的每座城
市都是独一无二的。
20、清晰而透彻地处理了人与城市的关系，层次稍有点不清不楚。
21、人文历史资料翔实。富有思辨色彩。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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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罗马神话中，被狼养大的战神之子罗慕路斯与雷穆斯一夜建造了罗马城。后人反其意而用之：“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设计的精巧繁复，必然是在几代人的智慧和汗水中不断完善的。摄影记
者出身的英国作家约翰·里德太了解过程的繁辛，讲起《城市的故事》不忘追根溯源解释每一处来龙
去脉。作者反复强调，城市本身是用于解决问题的。跟随作者亲临现场，看看农业社会的问题、发展
中城市的困境、现代化的瓶颈和危机，读者可以站在城市建设者的立场去思考：如何解决、如何改进
、如何突破。从无到有、从雏形到成熟，阅读体验颇有几分见证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成就感。“在我们
不能改变自身去适应的环境里，我们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城市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正是对
环境的改造。这个观点颠覆了许多传统论断，例如传统上认为，农业和战争是促使城市兴起的驱动力
，农业成为可靠生活来源，聚集在一起的成功农夫共同抵御外敌、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过剩的产
能发展出手工业。里德以完全没有战争痕迹的古老城市为证据，认为传统观点是本末倒置：人们有目
的和选择地开拓周边环境，建立了城市，有了职务分工才“刺激了农业的过剩生产”，城市及文明果
实又“成为发展军事力量的重要因素”。出现新的需求、新的问题，城市提出相对最优的方案。譬如
对粮食运输的要求，推进了道路交通的发展；对城市污水的处理需求，衍生出复杂有序的地下管道和
处理系统；亟欲增加电力生产，太阳能发电应运而生；瘟疫爆发死亡率攀升，生物医疗的发展紧随其
后。套用现成模块按图索骥是容易的，在模块诞生之前呢？如今看来顺理成章的规划在当时却是难能
可贵，惟有大胆设想、几种方案的比较、权衡、实验，才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模块。然而，我们还远远
没有达到终点。当下关注的焦点，仍要用建设城市的思路去解决，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食品安全
、病毒变异⋯⋯里德不同意有些人将问题全盘归咎于城市化和工业化，它们并不比农村更多弊端。甚
至在屡遭诟病的环境问题上，也与我们认知的不同：城市植物比乡村更具多样性，没有臭氧污染，植
物生长得更快。我国亦有相似的研究表明，农村燃煤造成的空气污染远超城市污染。城市是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的手段，尽管它不是一劳永逸的目标——倘有必要，人类将来或许还会改变生存的环境——
却足以在当下与我们比肩而行。身居一座熟悉的城市也好，欣赏陌生城市的美景也罢了，我们对城市
的印象鲜少是采光、运输、排污等等的细枝末节，这让我们多了几分观看的心，少了几分参与的情。
在里德列出的最想定居城市排名中，也看不到多少有血有肉的印记，但故事偏偏是由参与者书写的。
我们对城市现状的困惑、不满、要求，更需要倾注智慧和汗水，需要参与的热情。毕竟，人，才是城
市的根本。罗慕路斯升天成为庇佑罗马人的吉祥之神，心知建立城市仅是肇始。城市创造了那么多奇
迹，我们对它怀有那么多期许，能挖掘出几分潜力，最后还得在自己手中找答案。——丙申年读约翰
·里德《城市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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