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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创新的界面、廊道与维度〔∗〕

○ 秦德君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６２０)

〔摘　 要〕城市文化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方面ꎮ 现阶段中国城市文化

创新面临的主要困境是“有技术ꎬ没文化”ꎬ城市表面的华丽ꎬ掩饰了内在文化的缺失ꎮ
推进城市文化创新的界面有三种:一是人文界面ꎬ它是城市的“知识世界”ꎬ是城市的灵

魂ꎻ二是物理界面ꎬ它是城市内外的“自然界”ꎻ三是相交界面ꎬ它是人文与物理界面的相

交地带ꎮ 城市文化创新要超越形式美的追求而重于城市内涵的开发ꎮ 其廊道一是城市

故事ꎻ二是城市传奇ꎻ三是城市性格ꎬ这是开展城市文化创新的现实抓手ꎮ 整体上ꎬ城市

文化创新面临五个方面的突破:体制结构维度、政治哲学维度、民间主体维度、文化个性

维度、审美趣味维度ꎮ 在这五个维度上推进城市文化创新更能医治当下中国城市文化

的贫乏、枯燥和困顿ꎬ实现城市文化的优质创新ꎮ
〔关键词〕文化创新ꎻ文化界面ꎻ城市文化构成ꎻ文化创新维度

城市作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ꎬ本身就是创新之果ꎮ 历史上大面积的城市和

城市群落形成后ꎬ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迁ꎬ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ꎬ城市

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ꎬ城市又成为人类各方面

创新的中心地带ꎮ
按照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ꎬ“十三五”完成之年即 ２０２０ 年ꎬ我国将迈入创新

型国家的行列ꎮ ２００６ 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我国宣布“２０２０ 建成创新型国家”ꎬ〔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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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国家”是一个全球性概念ꎬ有着公认的严格评价标准ꎮ «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理念ꎬ“创
新”为其首ꎮ 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ꎬ推进理

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各方的创新ꎬ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

工作ꎬ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ꎮ” 〔２〕 城市文化创新是城市发展的灵魂ꎬ是创新

型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ꎮ 现阶段ꎬ中国城市建设和发展呈现出来的普遍问

题是有技术、没文化ꎻ有形态、缺灵魂ꎻ甚至城市越华丽ꎬ文化越缺失ꎮ 如何切实

推进文化创新ꎬ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建设普遍面临的问题ꎮ

一、城市文化界面:错落的三重奏

界面是一种事物的结构分界ꎮ 在城市文化系统中ꎬ“界面”是城市文化的不

同面颊ꎮ 事实上城市文化有着相当复杂的构成ꎬ其架构、成分、表现方式繁复错

综ꎬ呈现不同的文化品相ꎮ 文化界面的“间界关系”则构成了文化相界ꎮ 真正意

义上的城市文化创新是个复杂的命题ꎬ不是搞涂涂抹抹的表面文章ꎬ它是文化质

地上的扬厉、蓄养和革新ꎮ 城市文化创新首先应在不同的界面中展开:
１. 人文界面

这是城市文化的第一界面ꎬ它是城市的“知识世界”ꎮ 语言、艺术作品(比如

北京京剧、上海沪剧、陕西秦腔)、宗教、科学、技术以及习俗、生活习性等都构成

了这一斑驳的文化界面ꎮ 人类作为一定环境中总生命网的一部分ꎬ与物种群的

生成体构成一个生物层的亚社会层ꎬ通常被称作群落ꎮ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已有长足的发展ꎮ〔３〕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Ａ. Ｌ. 克罗伯和 Ｋ. 科
拉克洪在«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１９５２ 年)中认为: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

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ꎬ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ꎮ〔４〕 人文界面构成了城

市文化的基本内容ꎬ是城市文化的灵魂ꎮ
２. 物理界面

这是城市文化的第二界面ꎬ它是城市内外的“自然界”ꎮ 山川风物、季风气

候、物化遗存、城市形貌等构成了其表现形态ꎮ 正如法国地理学家菲利普潘什

梅尔指出的:城市既是一个景观ꎬ一片经济空间ꎬ一种人口密度ꎻ也是一个生活中

心或劳动中心ꎮ 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ꎬ器物文化已构成了人类文化最早的物

理界面ꎮ 南京明孝陵、中山陵、十里秦淮河、总统府等遗存界定了南京这座城市

独有的沧桑和蕴藉ꎻ西安兵马俑、古城墙、秦始皇陵则熔铸了西安这座古城的古

朴和深厚ꎮ 北京故宫、天坛、长城标识了北京城现代化亦难消融的深厚历史感ꎻ
上海外滩、南京路旧建筑群、古老石库门则约定了上海的城市特质和风韵ꎻ而一

个美丽西湖就成为杭州古今的符号ꎬ熔铸了它的明丽、弱美和婉约ꎮ
３. 相交界面

这是城市文化的第三界面ꎬ它是城市文化系统中人文界面与物理界面的交

互地带ꎮ 这一相交界面包括人文界面和物理界面的相关内容ꎬ组成了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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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丛(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ꎮ 作为一种文化界面ꎬ城市文化集丛以某些文化特质为

核心存在于城市时空中ꎮ 其中不同文化特质围绕中心特质对整体发挥功用ꎮ 城

市文化相交界面反映了城市文化内容的相互渗透和交互ꎮ

二、城市文化廊道:故事、传奇、城市性格

城市文化有其特定的存在形态或者说廊道ꎮ 一个城市之所以“有文化”ꎬ乃
是因其有特定的形态和廊道ꎮ 推进城市文化创新凭藉的廊道主要有:

一是“故事”ꎮ “故事”是城市文化最动人、最显性的表达方式ꎬ也是城市文

化特定的载体ꎮ 故事构成了一个城市历史和现代的感性地带ꎬ融汇了城市的经

历和变迁ꎮ 一个没有“故事”的城市是枯燥乏味的ꎮ 正如历史学家芒福德说的:
城市早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惊喜的场所ꎬ那里就是一个剧院ꎬ人们既可以在舞台上

展现自己ꎬ也能被别人所欣赏ꎮ “故事”包含了大大小小的事件ꎬ这些事件是这

个城市所独有的ꎮ “城市不仅培育了艺术ꎬ其本身也是艺术ꎬ不仅创造了剧院ꎬ
它自己就是剧院ꎮ” 〔５〕

城市故事的价值在于铭记历史ꎬ记录变迁ꎬ形成人们口耳相传的文化记忆ꎮ
城市故事是城市社会美学的浪漫云气ꎮ 如洛阳不仅有牡丹花的国色天香ꎬ有逾

５０００ 年的灿烂文明史、４０００ 多年建城史和 １５００ 多年的建都史ꎮ 重要的是ꎬ作为

华夏文明的发祥地ꎬ洛阳充满了故事ꎬ道学始于此ꎬ儒学源于此ꎬ佛学起于此ꎬ经
学兴于此ꎬ玄学传于此ꎬ理学兴于此ꎮ 周公在这里制礼ꎬ老子在这里著述ꎬ孔子在

这里问礼ꎬ班固在这里写了第一部断代史«汉书»ꎬ司马光在这里完成了«资治通

鉴»ꎮ 左思的«三都赋»使“洛阳纸贵”ꎬ曹植的«洛神赋»则使洛河充满了离绪惆

怅的古典美丽ꎮ〔６〕至于“建安七子” “竹林七贤” “金谷二十四友”ꎬ还有程氏兄

弟、邵雍、赵普、欧阳修以及 １００ 多名君王也曾在此指点江山因此洛阳是中

华文化最有历史感的丰富曲折的读本之一ꎮ 洛河两岸ꎬ分布着夏都二里头遗址、
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等历史遗址ꎮ 重要的是ꎬ城市故事通

过对城市经历的叙述ꎬ展示了某种范围的独特文化形态ꎮ 因其每一个故事都是

城市对自身历程的存档和阐发ꎬ积淀着城市历史厚度ꎬ引导着城市观念和城市风

格的定型和养成ꎮ
二是“传奇”ꎮ “传奇”有时也是故事ꎬ但比故事更具有色彩性、新奇性和易

传播性ꎮ〔７〕作为城市文化的又一种载体ꎬ传奇是一个城市所经历的或壮丽、或悲

壮、或奇幻的不平凡事件ꎮ 世界上任何一座著名城市都有其动人心魄的传奇ꎮ
一座没有传奇的城市是平淡无奇的ꎮ 西湖断桥唐已建成ꎬ宋称保佑桥ꎬ元称段家

桥ꎬ后在 １９４１ 年又改建ꎮ 一座平平常常的桥因有缠绵爱情传奇“白蛇传”发生

于此ꎬ就成为杭州城的文化符号ꎬ“断桥残雪”也因此更有了看头ꎮ 传奇作为一

种城市文化记录方式ꎬ反映的是带有寓意的事件和市井坊间趣事逸闻ꎬ它对研究

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ꎮ 传奇也包括一个城市某些方面的业绩功

绩ꎮ 比如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南方谈话———邓小平在深圳期间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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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所行ꎬ最后由«深圳特区报»以“东方风来满眼春”进行报道ꎬ由此引发中国上

世纪 ９０ 年代改革开放“第二春”ꎬ极具传奇性ꎮ 而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城市ꎬ本身也是一个传奇ꎮ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ꎬ传奇是

不可多得的ꎮ
三是“性格”ꎮ 城市性格作为一种“城市方式”构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核ꎮ

它是一个城市之所以为一个城市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心理特征ꎮ 作为一种城市文

化廊道ꎬ城市性格最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差异化个性ꎮ “确定的性格”而不是游离

的性格是任何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ꎮ
城市个性作为复杂的文化结构系统ꎬ符号之一是城市形体ꎮ 一座城市的物

理形体(包括规模、经纬度、地区方位等)对城市社群有很大影响ꎮ 古希腊亚里

士多德曾指出:城市规模对公民性格产生影响ꎮ 一个城市规模应适中ꎬ太大太小

都不好ꎬ太小人们不易有进取心ꎻ太大则容易养成野心ꎮ 有什么样的城市空间ꎬ
就型塑出什么样的城市人ꎮ 说上海人“精明不聪明”ꎬ为什么? 因为上海的城市

物理形体是一种精细形态ꎬ同时亦有强烈的工商结构ꎮ 它和北京的大大咧咧不

一样ꎮ “精明”两字ꎬ是在精精当当的街市和齐齐暂暂的弄堂门户里炼制出来

的ꎮ
符号之二为历史特性ꎮ 所谓“各行成习ꎬ积习成性”ꎬ一个城市在一定历史

阶段上经历的风云际会对型塑城市个性影响甚大ꎬ投射下隐显不定的性格光谱ꎮ
美国«时代»周刊曾评价成都“Ｃｈｉｎａ’ｓ Ｃｈｉｎａ”ꎬ成都的“慢”性格与其山川地理和

历史文化有关ꎮ «战国策秦策一»说:“沃野千里ꎬ蓄积饶多ꎬ地势形便ꎬ此所谓

天府ꎬ天下之雄国也ꎮ”古来天府之国ꎬ由于外部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甚小ꎬ满大

街的茶馆咖座ꎬ袅袅茶香可以飘拂千百年ꎮ
符号之三是精神品质ꎮ 它构成城市的知性差异ꎬ给人以开放型、凝重型、婉

约型、浪漫型ꎬ抑或“知性”“商性”“山性”“水性”“柔性”“刚性”等直觉认知ꎻ还
有城市温度梯阶ꎬ诸如给人以暖色、温色、中色、冷色等等的不同感受ꎮ 苏州

温婉古典之“范型”ꎬ不仅来源于它古色隽秀的古典园林ꎬ“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

怡ꎬ身居闹市而有灵泉之致”ꎬ更来源于其历史深处的人文气质———尽管今日苏

州同样经历着“现代化”刚性逻辑的折损ꎮ
城市性格ꎬ既是城市文化的孕育之果ꎬ又是对城市文化的诠释ꎮ 由来的精神

品质ꎬ造成一座城市风格的迥异ꎮ 比如“深圳速度”“深圳观念”等ꎬ就是构成“深
圳性格”并作为创新先锋城市的要素之一ꎮ 民国时期上海为什么风情? 因为那

时上海文化是生活的ꎬ生活是文化的ꎮ 无论旗袍的曲线ꎬ石库门的古朴ꎬ还是南

京路的时尚ꎬ骨子里都透着“风情”两字ꎮ 今天上海发展极快ꎬ早已淹没了“风
情”两字ꎮ 当今全球化浪潮席卷各地ꎬ但世界各地城市对全球化反应是多种多

样的:在一些城市ꎬ人们热情拥抱全球化ꎻ在另一些城市ꎬ全球化则被节制ꎮ〔８〕 在

“齐一化”的强劲趋势中如何凸现城市性格ꎬ这是一个严峻的文化命题ꎮ 有一种

说法ꎬ中国“最大气”城市是北京ꎬ“最伤感”城市是南京ꎬ“最粗放”城市是沈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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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女性”城市是杭州ꎬ这是一种粗放说法ꎬ缺乏精确的文化特质揭示ꎬ很难成为

认知一座城市的确定符号ꎮ 每一个城市都应当有其在独特经历基础上形成的性

格ꎬ脱离文化基因传承的城市必定是缺乏魅力的ꎮ

三、城市文化创新:五个维度

城市文化的构成逻辑是ꎬ城市文化特质构成文化集丛ꎬ城市文化集丛构成一

定形态的文化模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ꎮ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如何立足于中国城

市实际ꎬ从哪些方位上推进文化创新?〔９〕进一步的问题是:今天很多打着“文化”
名号的文化建设是不是合乎文化创新的内在要求? 推进城市文化创新ꎬ不能不

作为ꎬ也不能乱作为ꎮ 总体上ꎬ文化创新的实施和推进应依据以下五个维度展

开:
１. 体制结构维度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谈

到“创新”时强调:“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ꎬ形成促进创新体制架构ꎮ”“形
成促进创新体制架构”是城市文化创新的第一要义ꎮ 没有好的体制架构ꎬ任何

社会创新都不可能真正实现ꎮ 如果一个城市文化创新不佳ꎬ首先要检视的ꎬ是其

体制架构是否合乎文化创新的要求? 对于一个社会ꎬ体制架构营建了某种结构ꎬ
从而影响整体社会系统ꎮ 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架构ꎬ有其质的规定性:

第一ꎬ它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性的ꎮ 能容纳和吸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
不同历史时期好的东西为我所用ꎬ虚怀若谷ꎬ上善若水ꎮ 只有通过这种开放性结

构ꎬ城市文化各构成要素才能形成系统整体ꎬ实现城市文化创新的系统性效能ꎮ
第二ꎬ它是文化的而不是文盲的ꎮ 城市文化创新ꎬ最有文化品质的态度ꎬ不

是“打造”的工匠思维ꎬ而是养成尊重文化习性的“酿造”习惯ꎮ 构成人类文化的

东西都不是刻意炮制之果ꎬ而是由创新作为内生动力促发的一步步拾阶而上ꎮ
以“文盲”行为刻意打造文化ꎬ本质上是反文化的ꎮ

第三ꎬ它是服务性的而不是管制性的ꎮ 任何繁杂不已的管制“利维坦”一定

是文化创新的大敌ꎬ不利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ꎮ 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文
化有自己刚性的逻辑ꎬ不会臣服于人的意志和操纵”ꎮ 文化创新犹如一棵树ꎬ只
有在宽松的阳光雨露中才能蓬勃生长ꎮ 管制是“管”不出文化的ꎬ只有良好的服

务才能促进城市文化发展ꎬ不仅能激发民间的创新冲动ꎬ构筑起让人们“放手创

新发明”的政策法治环境ꎬ还能让人们在创新成本与创新收益之间ꎬ实现正比ꎮ
２. 政治哲学维度

促进包括城市文化创新在内的任何创新ꎬ需要基于一种政治哲学和思想方

法ꎬ即以何种思维方式来认知文化和文化创新? 从文化生态学观点看ꎬ应从人、
自然、社会的各种变量交互中研究和把握城市文化创新ꎬ特别是把握科学技术、
经济体制、社会组织及社会价值观念对城市文化创新的影响ꎮ

“文化建设”成为当下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语汇之一ꎬ可是为什么林林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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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巨大的“文化建设”收益甚少ꎬ为什么形式色色的“文化建设”本身缺乏文

化? 急功近利的“文化大跃进”ꎬ形形色色的文化理性主义、功利主义ꎬ政绩取向

的文化“短平快”的打造工程ꎬ正大面积破坏当下中国的城市文化ꎮ 而今天中国

城市的大拆大建对城市文化根脉、城市文化内核破坏得太厉害了ꎬ使得中国现代

化面临了多重困惑:一是中国城市还剩下多少文化? 第二是为什么以“文化”之
名的假文化、逆文化、反文化行为层面不穷ꎬ以至于人们已见怪不怪? 三是什么

才是一个城市文化建设的合理形态?
城市文化创新不能搞伤筋动骨的宏大叙事ꎬ不能搞地动山摇的“重新安排

河山”ꎮ 企图依靠领导和政府部门炮制出一个“文化城市”ꎬ只是一个不大不小

的现代乌托邦ꎮ 文化因子是延承的ꎬ文化的创新和变革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才

能完成ꎮ 无论哪个民族ꎬ文化都是一座既定的高山ꎮ 我们要建立“治大国若烹

小鲜”的审慎态度和“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ꎬ“道常无为ꎬ而无不为”ꎬ以“无为”
之道临治天下ꎬ以无为达有为ꎬ无为而无不为ꎬ才能实现民众的文化福祉ꎮ

３. 民间主体维度

从创新的内生逻辑看ꎬ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创新ꎬ无论经济、科技、文化、制度ꎬ
真正的动力都发韧于民间ꎮ “人民ꎬ只有人民ꎬ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

是真正的英雄ꎬ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毛泽东语)ꎬ这两句话ꎬ在文

化领域尤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ꎮ 人民ꎬ只有人民ꎬ才是文化创新的动力ꎮ 群众

是真正的创新主体ꎬ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ꎮ 必须回归到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的这一立场上ꎮ
人类在漫长的前文字时代已有了文化ꎬ〔１０〕 由工具、武器、化石、器皿、雕刻、

图画以及饰物和纹饰等组成ꎬ它们是劳动和生活的创造ꎮ 文化的本质属性和土

壤是草根ꎬ“民间”才是城市文化创新的辽阔疆场ꎮ 真正的文化创新主体是民

间、公众、社群ꎮ 政府部门在文化创新上的职责是放松管制ꎬ营建宽松的创新公

共空间ꎬ提供促进创新竞争的政策规制ꎬ鼓励人们在文化领域内进行各种探索、
试错、发明、创造ꎻ而不是包揽一切ꎬ以行政行为代替文化创造和创新ꎮ 只有真正

把民间民众确立为创新主体并鼓励人们进行多元文化创造ꎬ城市文化创新才可

能回归于它的正确轨道上ꎮ
４. 文化个性维度

当下中国城市最大的文化问题是缺乏文化个性ꎬ千城一面ꎬ百城同风ꎬ这是

中国城市文化灾难性的一个趋向ꎮ 今天无论走到哪里ꎬ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
感觉ꎬ都是那样一种格局ꎬ很少看到有个性、由一地历史文化 ＤＮＡ 生成的东西ꎮ
城市每个角落都那样理性、那样人化、那样缺少耦合性、那样缺少历史的风雨感ꎮ

一个没有个性的城市是谈不上文化的ꎬ更遑论文化创新了ꎮ 梁漱溟先生指

出:“文化之形成ꎬ既非一元的ꎬ非机械的ꎬ因此所有各处文化便各有其个性ꎮ”他
还指出:“任何一处文化ꎬ都自具个性ꎬ惟个性之强度则不等耳ꎮ” 〔１１〕 城市文化个

性是在岁月风雨中打磨出来的ꎮ 正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说的:“一切城邦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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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ꎬ也该是自然的产物”ꎬ这种“自然的产物”是各种历史

元素、各种社会元素耦合、天人合一博弈的结果ꎮ 无视城市文化历史积淀的一

面、风雨雕塑的一面ꎬ就必然是拔苗助长ꎮ 如果没有独特性、历史熔铸的个性ꎬ所
谓城市就成了没有灵魂的砖瓦石木的物质堆积ꎮ

文化特质(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ｉｔ)是组成文化的最小单位ꎬ城市文化是由个性元素来

衡量的ꎮ 因此城市文化创新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尊重和发现城市文化个性ꎬ不搞

大一统ꎮ 必须恪守尊重城市文化个性的法则ꎬ倡导城市生态的自然哲学ꎬ依循城

市内在的生命律动ꎬ审慎地锦上添花ꎮ 说到底ꎬ城市演绎的是“天道”而非“人
道”ꎮ

应当明确的是ꎬ作为文明积淀之物和人的物理空间的城市ꎬ本质上应是“自
然秩序”作用的结果ꎬ是历史风雨雕塑的结果ꎮ 人的智慧不过是起了“画龙点

睛”和“添加”作用而已ꎬ它不可能操纵城市生命的运行ꎮ 文化生态学认为ꎬ文化

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ꎬ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变量ꎮ 受山脉、河流、海
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ꎬ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流行

的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格局和发展态势等ꎬ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

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ꎮ 因此ꎬ文化采借(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是对外来

文化元素和文化集丛的必要的创造性借鉴ꎬ当然它绝非是简单地对包括如欧美

城市在内的其他城市文化形态的模仿和照抄照搬ꎮ
５. 审美趣味维度

一座有文化的城市不是光怪陆离ꎬ不是华彩遍地ꎮ “文化的外衣”是素朴

的ꎬ所谓“至味不慊ꎬ至言不文ꎬ至乐不笑ꎬ至音不叫” 〔１２〕ꎮ 审美趣味的普遍低俗

化ꎬ城市成为“经济动物型”城市ꎬ人成为“经济动物型”人ꎬ缺乏灵动、趣味ꎬ是当

下中国城市文化创新面临的又一个需要认真治理的大问题ꎮ
城市文化创新首先须合乎“正义”原则ꎮ 赞成这样的看法ꎬ如果一个城市的

“漂亮”ꎬ是建立在对强势者的谄媚和对弱势者的剥夺上ꎬ这种“漂亮”就来路不

正ꎮ 进一步的问题在于:怎样才是一个城市的“漂亮”? 是千篇一律的街市吗?
是高耸的玻璃幕墙楼宇吗? 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丛林却见不到人的灵魂的高级

商务区吗? 是充满人工意志痕迹的各种“文化工程”吗?
这样的“漂亮”不是漂亮ꎬ而是一座城市的平庸、乏味和无奈ꎮ 花花哨哨、红

红绿绿的东西可以娱乐ꎬ却很难成为文化ꎮ 至于各大城市作为“文化建设”标签

的似曾相识的音乐喷泉、市民广场、城市高架、时尚广告牌、标准化连锁店、符号

化的商业模式、千篇一律的城市绿地、风格雷同的步行街以及各种“标志性建

筑”ꎬ实际上都反映了当下中国城市文化上的贫乏、枯燥和困顿ꎮ
１９３３ 年伯克霍夫在«美学标准»一书中提出一个美学公式:Ｍ ＝ Ｏ / Ｃ(Ｍ 为

平衡和统一的美学量度ꎬ以数值 １ 表示ꎻＯ 为规则ꎻＣ 为复杂性)ꎬＭ 等于 Ｏ 与 Ｃ
之比ꎬ客体的 Ｏ / Ｃ 越接近 １ꎬ则审美越和谐ꎮ 一个城市美感的深度ꎬ实际上反映

了城市社群的艺术观念ꎮ 荣格曾提出审美和艺术创造取决于人类的集体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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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ꎬ来自于人类心灵深处的某些陌生的东西ꎮ 在欧洲ꎬ哪怕是一个极小的集镇ꎬ
也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意趣ꎮ 你能感到的是静静的历史之河、人文之脉的流淌ꎬ几
缕炊烟ꎬ数堆干草ꎬ还有飘荡在风中的晚祷钟声ꎮ 鲜亮的是头顶的蓝天和窗外的

芳草ꎬ而不是本该质朴的城市砖瓦ꎮ
正如梁任公先生说的:“趣味的反面ꎬ是干瘪ꎬ是萧索ꎮ”城市文化创新应注

重城市文化内质上的提升ꎬ把社群的审美趣味、精神操守的优化作为一条主线ꎬ
避免城市文化建设上的功利、势利、趋利倾向ꎮ 审美作为人类理解世界的一种特

殊形式ꎬ审美愉悦来源于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ꎮ 当我们以低俗、世俗甚至恶俗

的东西和趣味来推广时ꎬ各种短视、偏好、浮浅和“美丽的愚蠢”就不可避免地、
物型化地出现在城市形体上ꎮ 它不仅会充斥今天人们的生活ꎬ还会以物型存在

的方式ꎬ干预和影响今后人们的生活ꎮ 这是城市文化创新的大忌ꎬ是城市文化创

新所应规避的ꎮ

注释:
〔１〕当时确定的目标ꎬ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从 ３％ 提升到 ６０％ 以上ꎻ研发投入占 ＧＤＰ 比重从

１. ３５％提到 ２. ５％ ꎮ ２００６ 年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ꎬ对建设创新型

国家作出具体布局ꎮ ２０１２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型体系建设的

意见»ꎬ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ꎬ各地都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ꎮ
〔２〕见五中全会«公报»ꎮ
〔３〕比如ꎬ这时的群体生活比从前更有规律和具有更高程度的组织性ꎮ 旧时代晚期的共同体中已有

专业的艺人和熟练的匠人ꎮ 参见〔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
第一卷ꎬ罗经国等译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８７ 年ꎬ第 １４ － １５ 页ꎮ

〔４〕«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年ꎬ第 ４０９ 页ꎮ
〔５〕许纪霖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ꎬ江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１９２、１９４ 页ꎮ
〔６〕«洛神赋»悲怆迷丽的故事景象有着永久文化魅力ꎮ 历朝历代ꎬ题咏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ꎮ 晋代

书法家王献之、画家顾恺之把«洛神赋»形诸笔墨ꎮ 南宋和元明时期ꎬ一些剧作家将«洛神赋»搬上舞台ꎬ
如汪道昆的«陈思王悲生洛水»ꎮ

〔７〕把城市传奇与城市故事进行区分ꎬ是基于城市传奇比城市故事具有更强烈的传播特性ꎮ
〔８〕〔英〕彼德纽曼、安迪索恩利:«规划世界城市:全球化与城市政治»ꎬ刘晔等译ꎬ上海人民出版

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 页ꎮ
〔９〕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城市群”的构想是两个层级:第一个层级是“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ꎬ第二个层级是“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地区

等城市群”(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的建议»第三部分)ꎮ 十

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的目标ꎬ这当中城市文化创新是其灵魂ꎮ
〔１０〕在人类漫长历史中ꎬ前文字时代至少占了迄今人类历史的 ９５％ ꎬ约在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才结束ꎮ
〔１１〕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ꎬ上海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第 ３５ 页ꎮ
〔１２〕«淮南子卷十七说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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