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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与地域文化建设

于海根

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

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

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动，提高国家

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地域文化就是一

个地区、一个地方的文化软实力。如何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加强地

域文化建设，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和特征

城市化发展过程是长期的、动态的，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文

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经济

条件和文化基础，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在影响和作用着城市的发

展。21 世纪的今天，城市化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趋势和特

征：

1.城市与区域发展的一体化。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当一个

国家的城市化超过 30%以后，城市化发展速度将进入加速状态，并

且出现城市与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趋势。根据预测，到 2020年，我国

的城市化率将达到 60%左右。对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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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来说，这意味着城市化率每年需提高约 1.5 个百分点。而城市化

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要有 15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

市。如何实现大量农业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化，将成为我国

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最大挑战。因此，在做大、做强城市的同时，通

过城市的发展带动区域的联动，实现城市与区域的一体化，进而加

速推进城市化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政府的主要努力方向。

2.城市特色的地域化与个性化。保护与发掘城市的文脉与景观

特色，弘扬地方文化，倾力打造城市特色品牌，成为政府在城市经

营与城市竞争过程中最重要的手段，也是对过去城市特色模糊、城

市发展模式雷同的理性反思。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与各类城市

地域文化相结合，成为发展特色城市的重要文化资源。一批具有鲜

明地方文化特色与个性特色的城市脱颖而出，水乡特色城市、滨海

城市、高原城市、山海城市、沙漠城市等以地理风貌为特色的城市；

服装之都、水晶之都、丝绸之都、玩具之都等以产业与资源为特色

的城市；以及昆剧之乡、评剧之乡、淮剧之乡、杂技之乡等以地方文

化为特色的城市迅速为世界所了解，并为城市的发展带来可观的

社会与经济效益。对于有着悠久历史的大多数中国城市来说，个性

化的特征就是保留城市的历史痕迹，并将她上升为城市的灵魂。因

此，在城市的更新改造过程中，为恢复和保留城市的文脉而作出的

各种努力都将得到应有的回报，而且也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

的重要手段。

3.城市环境的生态化与园林化。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各国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对于中国的城市

来说，生态化与园林化建设既是对以往忽视生态环境建设、破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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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环境的一种补偿性、修复性的被动行动，又是基于人类建设性破

坏活动理性反省的一种前瞻性、预支性的主动行动。正在快速城市

化过程中的我国的城市，没有任何理由再重蹈发达国家曾经的“先

破坏后建设”的覆辙。我们欣喜地看到，各级城市的政府都已经开

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城市的环境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

建设生态城市与花园城市的费用已经成为大多数城市政府城建投

入中上升比例最快的一项财政支出，其中，用于环境治理与污染控

制投资所占的比例最大。

4.城市建设理念的人性化与人本化。坚持人性化与人本化的城

市建设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建设思想将成为今后城市建设中

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人性化与人本化的规划建设强调，无论大中

小城市均应具有适宜居住的空间环境与尺度，处处体现人文关怀

与呵护的匠心设计。城市空间作为一种提供交流活动的场所空间，

只有当特定的线索对应了人的行为规范时，设计才具有意义。注重

以居住社区为单元的市民社会的物质与精神建设，营造具有亲和

力的居住社区，倡导新颖健康的社区生活将成为城市政府今后日

益重要的工作。

5.城市资源利用的集约化与效益化。集约化经营与效益化经营

是城市资源稀缺性日趋突出的客观要求，也是城市经营的基本前

提和重要内容。面对人多地少的现实，在追求多元城市发展目标的

过程中，城市政府将在土地开发与其他空间资源的经营中从粗放

型向集约型开发转化，从注重政府政绩转而注重城市经营的实效，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其他公共设施的建设都将在认真考虑投

入与产出效益的前提下予以实施，为此注重提高城市开发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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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与效益化水平与质量将是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特征。

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不协调”

对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国内许多城市（包括江苏的苏南苏北

地区）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夹杂着许多不协调的音符，主要表现

为：

1.急剧膨胀的现代都市留下了文化设施盲点。近十几年来，经

济相对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几乎是一夜之间，

每个城市的道路增宽了，楼房长高了，城市变大了。两年不跑几乎

就不识路了。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热潮，也带动了文化设施的建

设，各地都花巨资兴建了一批足以引为自豪的能拿得出手的文化

标志工程。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在不少“虚胖”的新型城市中，文

化设施配套建设仍有不少盲点：一是受政府财力和其他因素的限

制，城市公共文化设施不完善、不配套，与城市格局不相称。二是由

于城市经营者和土地开发商指导思想的偏差，加上城市规划滞后，

政策不配套，致使成片开发的住宅小区内公共文化设施残缺不全，

有的甚至是一片空白。三是近年来受乡镇行政区域调整影响，一方

面，一些被撤并乡镇原有的文化设施或被闲置，或被挪作他用；另

一方面，中心镇文化设施未能及时跟上，与经济的发展落差过大。

2.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损伤了地方文脉。在加快城市化发展进

程的江浙地区，有句流行了多时的时髦口号：“做大做强我们的城

市。”于是，各地出现了一些看似正常又非正常的现象：许多城市的

老城区遇到了摧枯拉朽的命运，千百年累积下来的城市风貌和历

史现象在顷刻间消失；一些地方不顾实际，贪大求洋，导致城市面

貌千城一面，缺乏个性，城市建设“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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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缺少特色；有些文化名城和文化名镇，商业气息过强，影响了

历史文化特色。这些现象，破坏了城市历史风貌，损伤了地方文脉，

或多或少地削减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损伤了城市的文化魅力。

3.急功近利的“时尚文化”冷落了传统文化。近几年来，一方面，

大批商业色彩浓郁的“快餐式”的“洋文化”和“俗文化”蜂涌而入，

酒吧、茶楼星罗棋布，网吧、歌厅遍地开花，洗头房、足疗堂满布街

巷；另一方面，高雅文化不温不火，民族艺术、地方戏曲举步维艰，

民间艺术、传统工艺堪称冷落。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后继乏人。例如，

很有地方特色的淮剧，既是我省主要的地方剧种，也是盐城文化产

业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其资源优势尚末与市场得已很好契合，呈现

出日渐低迷的尴尬。

4.急速增长的城市人口弱化了群体素质。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城

市对周边地域的扩张和吞并，使得成千上万的农村人口涌进了城

市，农民变成了市民。城市规模大了，人口增加了，但这些新城镇居

民常常还保留着农民的生活习性，城市现代风往往刮不到已属“市

区”的农村，身份的变换并不能轻易改变农民传统的生产方式、生

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这样以农民为群体的城市，其人口素质是亟待

提升。

三、在城市化发展中加强文化建设

对一个城市来说，文化是安身立命之本。城市是文化的载体，

是物化了的文化。城市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和结晶，又是历史文化

的承载者和创造者。加强文化建设，可以使城市“形态”、文化“神

态”、市民“心态”内外和谐，经济实力、城市活力、文化魅力刚柔相

济，实现城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可以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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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所以，打造文化城市，加强文化建设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战

略性选择。

加强文化建设，必须着力提升城市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培育

城市精神，配套兴建功能完善的公共文化设施，尤其要充分运用历

史文化资源，增强城市文化影响力。

一座城市，人们不在乎你的 GDP 水平有多高，而在乎你这座城

市有没有文化。人们记住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城，是因为有个施特劳

斯和贝多芬，提到歌剧院，人们自然而然地想到澳大利亚的悉尼，

谈到兵马佣，必然会想起古都西安。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所以，我

们应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打造特色鲜明的城市空间形象。空间是城市的载体。要充分

运用一街一景、一场一园、建筑造型、城市雕塑、街头小品以及公益

广告等城市空间形象，注入特色鲜明的文化“符号”，让人们有直观

的“视觉艺术”享受，如三桥广场的“水、绿、盐”雕塑，城市规划展览

馆门前地坪上的老盐城城厢图，串场河畔海盐文化风貌区的“盐”

字广场、市行政中心大楼内二楼大厅的文化浮雕墙、新四军纪念馆

广场的人物雕塑，等等。这些城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环境，除营造

“环境磁场”、构筑“发展温床”、陶冶市民情操等作用外，还能激活

人的兴奋点，激发人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所以，用现代的文化理念

规划好特色鲜明的城市空间十分重要。

2.发掘保护利用地域文化资源。地域文化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

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江苏

地域文化地处南北之交，吴文化、江淮文化及齐鲁文化在此交汇。

盐城地处江苏中部的沿海，这座海滨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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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丰厚，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地域文化资源丰富。海盐文化是盐城文

化的底蕴，是盐城的文化之根脉；铁军文化是老一辈革命家和盐阜

老区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盐城文

化的精髓；水绿文化是盐城地理特征与社会诉求相结合的文化表

现，盐城素有“东方湿地之都”、“百河之城”之称，水绿文化是盐城

的生态环境和生活品牌；淮剧杂技文化是盐城地方文化艺术成就

的集中表现。2006年，盐城市委、市政府明确将海盐文化、铁军文

化、水绿文化、淮剧杂技文化确立为盐城的四张文化名片，这也是

盐城地域特色显著的文化资源。

3.培育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增强城市文化影响

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就是培育城市的文化品牌。国内城

市大连有国际时装节，青岛有国际啤酒节，潍坊有国际风筝节，因

而城市也名声大振，这就是城市的文化品牌。所以，我们要以战略

的眼光去打造和培育自己城市的文化品牌，举办一些跨地域、跨国

界的文化节庆活动，以文化的手段宣传和推介城市。盐城市大力挖

掘整理海盐文化，并把文化建设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集中建成了

由海盐博物馆、盐镇水街、水城、八卦盐田、盐渎公园等组成的串场

河海盐历史文化风貌区，为弘扬和传承海盐文化提供了载体和场

所，使海盐历史文化的底蕴与现代城市文明的气息实现了很好的

融合，为整个城市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和动力。2008年盐城隆重

举办“中国海盐文化节”，国内唯一的“国”字号的中国海盐博物馆

也在盐城竣工开馆，这对进一步提升和扩大盐城这座“中国海盐文

化城市”品牌的影响，无疑有着重要作用。

总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更多地注入文化的内涵，增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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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渗 透力和影响力，打响地域文化品牌，造就一方文化名城，城

市化发展才更有竞争力，更有底蕴，更有魅力。

（本稿由盐城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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