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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座

“线性生态城”

阿科桑蒂这座“人类城市实
验室”是保罗·索拉里在上世纪
７０年代开始创建的，目的是进行
一种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
尝试，以帮助人们应对各种“城
市病”。１９６８年，索拉里已经是个
很有名气的建筑设计师了，他出
版了《生态建筑学：人类影像中
的城市》，并买下了阿科桑蒂所
在的这块戈壁。由于预见到未来
世界将爆发各种城市问题，从上
世纪７０年代起，他带着学生们和
志愿者开始在这里实践他关于
人类城市的伟大梦想。

简单来说，索拉里构想的
“瘦型线性动脉功能城市”改变
了自古以来人类城市从中心向
周围放射的“摊大饼”模式，把城
市主要交通方式从大量占地的
公路交通改为轨道交通，并控制
城市沿轨道交通动脉呈线性向
两端和向上发展，达到节约土
地、减少占用自然空间、减少消
耗能源和资源、拉近城市人口与
自然之间距离的目的。

三年前，９３岁的索拉里过
世，但是他的梦想仍在延续。每
年阿科桑蒂仍吸引上万人来参
观，近千人来参加培训班。居民
们不仅在相对艰苦、简陋的环境
中快乐地生活，还诞生了几位像

柯万这样的新一代居民。
由于土地私有、自由市场经

济体制、政府控制能力差等原
因，美国至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
实现“线性”发展。但阿科桑蒂的
人们并不特别着急。从１９７５年就
一直跟随索拉里的日本建筑学
博士田村富昭表示，阿科桑蒂生
态城的建设就像是人类在适应
自然变化过程中的一次基因突
变，理想的变化需要许许多多次
基因突变才能实现。

网络教育让他

不再与世隔绝

柯万的童年就生活在这种
“基因突变”的过程中。他的父母
已经在阿科桑蒂生活了９年：父亲
安迪在大学里学的是建筑学，受
索拉里的影响来到阿科桑蒂，目
前主要从事手工陶器创作；母亲
在阿科桑蒂从事财务工作。

柯万目前是阿科桑蒂年龄
最小的居民，如今也会用木块和

棋子搭出巍峨的“城堡”了。他的
爸爸妈妈和周围的叔叔阿姨、爷
爷奶奶们仍在为扩建生态城、传
播索拉里的“瘦型线性动脉功能
城市”理念而努力着。年纪最大、
７０多岁的玛丽奶奶已经在这里
生活了４５年。

阿科桑蒂目前只有３个孩
子，两个八九岁的邻居小哥哥每
天早上到不远处的公路上等校
车，到２０多公里外的小镇去上
学。柯万目前还没有上学，但他
正在可汗学院学习。

可汗学院是由孟加拉裔美
国人萨尔曼·可汗于２００６年创办
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宗旨是通过
网络教学让“所有人永远、免费”地
接受教育。该机构网站上有数学、
科学、艺术、计算机等许多门课程，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免费登
录，观看视频教学和在线做练习。
通过网络，柯万自己在家也能学
习，他的父母也不需要因为孩子的
教育问题而被迫放弃建设“生态
城”的理想。 据新华社

55岁岁小小男男孩孩的的““乌乌托托邦邦””
依靠网校，美国“理想城”的新一代正在成长

５岁的美国小男孩柯万聪明、活泼，他住在美国
西部亚利桑那州的戈壁，生活在一个叫阿科桑蒂、只
有五六幢建筑和６０多个居民的地方。有人称那里为

“线性生态城”或“理想城”，但实际上那里并不是一
座真正的城市。阿科桑蒂的创始人保罗·索拉里把它
称作“人类城市实验室”，而柯万出生后一直生活在
这座“实验室”里。

阿科桑蒂全景图

在阿科桑蒂，穹顶建筑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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