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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发布

京报调查
本版宗旨是“采集民意，

权威解读”——就公众关注
的热点话题进行调查，发布
调查结果，并约请相关领域
的专家学者结合调查结果进
行分析点评。需要说明的
是，调查数据作为一种民意
表达平台，或有偏颇之处，仅
供读者参考。

参与调查请登录以下网
址，每周一期。
www.bjnews.com.cn
http://netranking.com.cn

七成受众：民众有权评判标志性建筑

你怎么看苏州“东方之门”被调侃？

■ 调查数据

■ 旁边评论

调侃也是
一种表达权

1、你觉得“东方之门”在外形上好看吗？（单选）
A 好看，很美观 32.2%

B 不好看，有些搞笑 51.5%

C 不好说 16.3%

3、民众对一个标志性建筑有没有评判权？（单选）
A 没有，建筑需要专业的审美眼光 12.7%

B 有，如果建筑得不到民众认可，还谈什么
“标志” 75.2%

C 民众意见仅仅可以参考，最终还是要听
设计专家的 12.1%

2、你怎么看“东方之门”被调侃？（单选）
A 这样调侃只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没有参考
价值 32.1%

B 值得深思，民众还是有判断力的 47.5%

C 这是民众对标志性建筑的表达权没被尊重
的“抗议” 20.4%

近日，位于苏州市金鸡湖
畔的“东方之门”，成了网上热
议的话题。

有网友调侃说，其造型就
像一条秋裤，还有网友戏称，有
了它，央视的“大裤衩”就不再
寂寞了。与此同时，各路 PS 高
手纷纷现身，美人、壮汉、绿巨
人都应景穿上了“秋裤”。

那么，“东方之门”在外形
上好看吗？根据新京报“京报
调查”（新京报《评论周刊》与清
研咨询联合推出）的调查结果，

有三成（32.2%）的受众认为“好
看，很美观”，

半数（51.5%）受众认为“不
好看，有些搞笑”，也有一部分

（16.3%）受众认为“不好说”。
审美审丑，本来就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但如果出现一面倒
的现象，至少说明与大众的审
美观存在差异。

面对“东方之门”被调侃的
热闹景象，近半数受众（47.5%）
认为“值得深思”，“民众还是有
判断力的”，当然，也有不少受

众（32.1%）认为“这样调侃只是
一种情绪的释放，没有参考价
值”，甚至还有两成（20.4%）受
众认为这是民众对标志性建筑
的表达权没被尊重的“抗议”。
看来，网上的调侃并非空穴来
风，不乏公众对城市标志性建
筑没有表达权的失落。

建筑之美，有时也是一种专
业之美，雅俗共赏，或许也是一
种理想状态。问题是，民众对一
个标志性建筑有没有评判权？

对 于 这 个 问 题 ，大 多 数

（75.2%）受众还是赞同“有”评判
权的，认为“如果建筑得不到民
众认可，还谈什么标志”，也有部
分受众坚持建筑的专业性的观
点，12.7%的受众认为“建筑需要
专业的审美眼光”，12.1%的受众
认为“民众意见仅仅可以参考，
最终还是要听设计专家的”。

综合此次调查来看，民众
更多纠结的不仅仅是建筑的风
格问题，而是在这种风格上有
没有发言权。

新京报记者 高明勇

51.5%的人觉得东方之门外形
不好看，有些搞笑；47.5%的人认为
民众有判断力，它被调侃值得深
思；75.2%的人认为如果建筑得不
到民众认可，谈不上什么“标志”。

美丑问题既是客观问题同时
也是主观问题，再加上广场效应
下的从众心理，有时并不好作为
评判依据，今天觉得美的，也许若
干年后觉得丑了；今天觉得丑的，
也许若干年后觉得美不胜收。

至于现代化建设中的开放中
国，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建筑师来设
计中国建筑，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
事。当今全球“最年轻的世界文化
遗产”——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设计师却是来自丹麦的约恩·乌
松；一座完全生造的城市——澳大
利亚首都堪培拉，规划设计者是美
国建筑师沃尔特·伯利·格里芬
(Walter Burley Griffin)，照样使它
成为现代城市设计的典范之一。

当然，这并不是要把民众排
除在城市建设之外，成为城市建
设的旁观者和承受者。问题在
于，当我们的土地并不是自由拥
有在民众手里，当我们的银行也
不是真正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
地方政府可以以地价和贷款优惠
等方式贯彻自己对建筑美学的长
官意志，可以廉价征用土地进而
随心所欲拔除土地上的历史风
物，那么，我们最终呈现的城市建
筑美学，不仅从时间上从历史上
看是“断代”的，从空间上看可能
也会是“来一个领导城市就变一
张面孔和颜色”，而不是市场自由
层面的多姿多彩和积淀深厚。

可见，公共空间层面的城市美
学，或者建筑美学，包含两个层面，
一个是纯粹意义的美学，古典风格
也好，现代风格也好，自有专业的
眼光去评判，另一个则是民意意义
的美学，一个建筑不管在专业意义
上是否美观，但在公共空间里公众
却无法视而不见，其评判的权利也
无法忽视。换言之，民众对美丑作
出的判断是一回事，而有没有评判
权又是一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
看，调侃也是一种表达权。

调侃背后的深层意味，作为
城市的主政者和规划者，是需要
理解的。 □童大焕（媒体人）

■ 调查选摘

59.0% 被骚扰者因着装暴露
8 月 22 日，来自全国 8

个城市的 10 名男律师联名
致信上海地铁，建议在上
海轨道交通运营中建立性
骚扰防治机制，并附上详
细的操作意见，包括制定
防治性骚扰工作制度、举
办 员 工 防 治 性 骚 扰 培 训
等。

性别
男 62.6%
女 37.4%

年龄段
18岁以下 0.8%
18-24岁 14.3%
25-30岁 37.4%
31-35岁 21.4%
36-40岁 15.6%
41-50岁 7.9%
51-59岁 2.3%
60岁及以上 0.3%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9.0%
大专/高职 23.9%
大学本科 56.0%
硕士及以上 11.1%

【受访者背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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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女性在地铁频繁遭遇性骚扰？（多选）

（据9月6日《中国青年报》）

一些男性故意骚扰女性

因为地铁太拥挤

被骚扰者着装暴露

地铁没有加强安保巡逻

地铁没有女性车厢或女性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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