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学派”学术研讨会

经济发展，深圳敢闻敢试；文化建设，深圳同样充满“初生牛犊不
怕虎”的勇气。!" 年前，深圳勇敢地宣示“深圳学派”的文化理想，
而今，理想的引领，精神的聚合，已在这座城市形成强烈的文化共鸣。
!"年来，“深圳学派”的内涵经过时间的沉淀越加明晰。王京生在一
篇题为《深圳学派的“宗旨”》 中详细阐述了深圳对“城市学派”的价
值追求。!"年来，特别是 #$$%年确立“文化立市”战略以来，深圳对
城市文化中的“学术短板”了然于胸，在学术文化建设上不遗余力，一
以贯之地践行着自己的“学术宣言”，推动“深圳学派”从概念走进现
实。
“深圳学派”得到深圳市委市政府的精心呵护。&$$%年 %月，深圳

“文化立市”战略工作会议把“加快发展学术文化”作为“文化立市”
战略的重要一环。&$'$ 年 % 月，“深圳学派”一词首次出现于政府文
件 《关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中。&$!& 年 & 月，深圳
《关于深入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明确提出“深圳学派”
建设的宗旨。同年 %月，《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提
出要用 (年左右的时间，通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和成果转化三大工程以
及一系列创新举措，建构具有全球视野、中国气派、深圳特色的学术群体，
在若干学科领域形成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深圳学派。

在财政扶持上，深圳投入专项资金扶持全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出
版，先后资助出版了 《深圳蓝皮书》、 《深圳社会科学库》 （五辑）、
《深圳大学丛书》、《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文库》、 《深圳大
学比较文学丛书》、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 《香港问题研究论丛》
等，大力扶持《深圳大学学报》、《特区实践与理论》、《南方论丛》等
学术期刊发展。

在引导推广上，深圳通过宣传文化事业发展专项基金常年资助举办
每年一届的学术年会、市民文化大讲堂、读书月、百课下基层、社科普
及周等学术文化推广普及活动。深圳图书馆专门建设“深圳学派”专题
文献区，收集和整理深圳学人学术著作，通过展示、研讨等形式向社会
读者推广深圳的学术文化。

在人才战略上，深圳大力引入高端学术团队，&$)! 年开始实施
“孔雀计划”，计划引进并支持 ($个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和 !$$$名
以上海外高层次人才来深创业创新，纳入“孔雀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
才，可享受 *+万至 !($万元的奖励补贴。深圳每年安排几千万元的专
项资金用于博士后的各项资助。如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给予
($万元资助，对正常开展工作的创新实践基地给予 &$万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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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文明融合隆起精神高地 观念更新生成思想富矿

：改革创新孕育深圳表达
■ 杨世国 程全兵 林坤城

大国崛起离不开文化的繁盛。以哲学社会科学

为代表的学术文化是文化底蕴的基座，它探索和揭

示着社会发展规律，塑造着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

式，引导着时代价值取向。对城市而言，学术文化

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它决定着城市文化

积淀的厚度、城市人文精神的高度。作为中国改革

开放的先锋，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深圳率先提出了

建设“深圳学派”的构想，从创新学派内涵、规划

学派发展、活跃学派生态等多领域积极推动概念上

的学术宣言转变为现实中文化实践。

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一次文化学者的精神碰撞。
!,,"年 "月，余秋雨先生应邀到深圳讲学，时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

长的王京生等文化官员与之就深圳城市文化的发展作了一番长谈，话题
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派问题上。随后，余秋雨在受聘出任深圳市特区文
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仪式上，作了题为《深圳应有的文化态度》的演讲。
他认为，深圳具备最容易产生学派的条件；深圳文化能创出新兴学派充
满活力的成长机制；深圳文化发展的区位优势，使它有可能成为贯通我
国内陆与海外的中华文化的“桥头堡”。因此，余秋雨认为深圳有条件建
成深圳学派。
“深圳学派”一词以及余秋雨对于深圳文化的看法一经公开发表后，

立即引起国内文化界的关注与论战。其中，争议的焦点大都集中在余秋

雨对深圳文化的见解上，即“深圳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深圳有条件
建立深圳学派”、“深圳最有资格掌握 &$世纪中国文化的结算权”。

这些争论使得深圳的文化发展方向在学术争鸣中越来越明晰。
),,-年 *月 -日，王京生发表了《从百家争鸣到深圳学派》一文，首次

公开提出建设“深圳学派”的基本设想。他认为：“学派的吁求，体现出深圳
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自我认识、自我激励的学术自觉。深圳学派可否
形成，它的文化态度、研究方法是怎样的特征，现在谈论还为时尚早，它的
目标将存于一个更高远的未来。然而，当我们回到深圳当下的情境中来，从
文化运作的态势和潜能中，就会发现一系列被称为‘萌芽’的东西，而就是
它们，是未来学派形成的弥足珍贵的资源。”王京生这篇文章阐明了深圳对
城市学术文化的见解与主张、态度与立场。

从传统意义上讲，深圳的“学派”建设可谓是“先天不足”。作为一座刚
入而立之年的年轻城市，深圳缺少历史文化积淀，学术资源匮乏。这也是
“深圳学派”引发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深圳从来不缺创新的勇气，在质
疑声中，他们找到“深圳学派”的强大支点。

文化的流动让“深圳学派”更具底气。深圳从几万人口的边陲小
镇，发展成为人口超千万的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四面八方的移民为这座
年轻的城市带来了丰富的、充满活力的文化因子，各种文化观念在这里交
互激荡。现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在一次媒体访谈中说：“凡工
商业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邦”，“对一个地区的文化开发而言，文化资
源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我们要在更大空间中去理解资源及资源配置的
问题。城市的文化竞争，是文化存量的竞争，但更是文化增量的竞争。”在
“文化存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深圳另辟蹊径，在“文化增量”上下工夫。
“深圳学派”倡导的就是一种文化的“增量”。这种“增量”的价值定位预示
着“深圳学派”必定区别与传统的城市学派，具备新的内涵和价值取向。

深圳把“深圳学派”的内涵及价值取向用“国际视野、民族立场、
时代精神、深圳表达”来概括。这浓缩了深圳学术文化建设的时空定位，反
映了深圳学界对自己的经纬坐标的全面审视和深入理解，体现了深圳学术
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本特色。“全球视野”反映了文化转型、文化流动、
文化选择的内在要求，体现了深圳学术文化的开放、流动、包容特色；“民族
立场”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代表性，体现了深圳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
位；“时代精神”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基本品格，体现了深圳学术发展的
主要优势；“深圳表达”反映了深圳学术文化的个性和原创性，体现了深圳
使命的文化担当。

作为“深圳学派”倡导者和践行者，王京生认为，深圳学派立足深
圳，要把深圳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但不等于囿
于深圳、言必深圳。思想无禁区，学术无边界，深圳学派应以思想解放
为特质，蓬勃焕发又严谨执著，放胆争鸣，穷通真理，享受思想之乐、
智慧之乐、奉献之乐。

)"年来，深圳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最发达城市，作为勇于改革
创新的先锋城市，作为崇尚平等包容精神的现代移民城市，作为科技
产业强大的自主创新城市，始终秉承卓尔不群、敢闯敢试的突破意
识，不断形成求学问道的探索追求，逐步培育出了富于创新精神的学
术群体，树立了一批学术品牌，确立了一批优长学科，大批学术成果
相继问世，众多学科带头人涌现。深圳大学拥有目前中国唯一由教
育部和广东省共同管理的省级研究机构———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
心、中国当代政治研究 (家重点机构之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
还有全国人大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
心、文化部对外贸易文化研究基地———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以
及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等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特区研究、创新文化、对外开放理论、港澳台经
济等领域的研究走在了全国前列。

经过 )"年来的精心培养，深圳市民的学术文化自觉意识逐渐
增强，城市学术星火渐成燎原之势。各种学术活动争芳斗艳。“深
圳学术沙龙”、“深圳人文沙龙”、“深圳女性文化沙龙”、“公益
文化沙龙”、“四方沙龙”等，大家云集，高朋满座。深圳读书会、
后院读书会、“三叶草故事家族”、“四叶草书友会”、龙岗品书
会、书吧读书会等，谈经论典，思想活跃。一大批公益阅读推广组
织、专业阅读推广人、民间读书会和沙龙、志愿者团体、书评人活
跃在市民中间，普及着学术的魅力。

!

谁掌握改革创新文化结算权

在深圳特区建立 %$周年的时候，一位深圳网友在网上写下了他印象最深、
对他影响最大的深圳观念和口号，这段文字迅速地唤起了深圳人的集体回忆，促
成了后来轰轰烈烈的“深圳观念”评选活动。通过全民的评选与专家的评审，选出
了十大最具影响力的“深圳观念”，并结集出版了《深圳十大观念》，引发了全国性
的“观念阅读潮”。《深圳十大观念》被学术界喻为深圳 %$年发展历程高度概括性
的总结.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与学术价值，是“深圳学派”建设的里程碑作品。

现在的深圳，创新人才云集，学术英才辈出。在近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
程院公布的 &$)%年度两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深圳有 "位专家榜上有
名，一旦有人正式当选，这将改写深圳无本土院士的历史。其中来自深圳华大
基因的王俊，今年 %-岁，是此次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中最年轻的
一位。据不完全统计，深圳市有博士后流动站和工作站共 -/家、创新实践基
地 ""家，在站博士后 %(*人，未来 (年将达到 )$$$人。深圳博士后累计承担
科研项目 *)( 项，其中国家 *"%、,-% 计划重大项目 (& 项，省部级以上项目
&%)项；获得专利 &(& 项；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 ))") 篇。一些博士后将学
术研究与市场开发相结合，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动力。

在 %$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深圳不断地进行总结和思索，这种思想的升
华正是“深圳学派”之根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
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深圳学派”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随着《改革创新丛书》、《深圳学派丛书》的即
将付梓，深圳的学术文化也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

开放流动包容的文化最有活力

本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 - 月 %$ 日公
布的 《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012"）》蓝皮书指出，从全国城市发展的总
体情况来看，#$)# 年度城市科学发展指数
综合排名前 )$ 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北
京、上海、广州、杭州、厦门、青岛、佛
山、珠海、宁波。

科学发展指数全国第一 本报电 截至第二季度，深圳市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约 "/- 亿元，增长 )*3(4，
全年预计增幅达 &+4。重点行业重点企业
保持快速增长。
其中，动漫游戏、新媒体等新兴业态保持

较快发展的态势，迅雷公司重点开发移动互联
网平台级产品，上半年收入已超过 /亿元，纳
税 ),"( 万元。华强文化科技集团连续 /

届蝉联“中国文化企业 %+ 强”。 《熊出没》
系列作品在百度爱艺视频网站累计点
击达 %/- 亿次，迪士尼再次签约 《熊
出没之过年》。

文化创意产业逆势飞扬

本报电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二届古
巴国际夏季杂技节比赛上，深圳市福永
杂技团再获殊荣，杂技 《青春律动—晃
圈》、《牡丹—柔术》双双夺得金奖，同
时还荣获了“最佳女演员奖”、

“最受观众喜爱奖”、“创新奖”和“最
佳创意奖”"项殊荣。

古巴国际杂技节是世界高水平
的国际杂技赛事，每年举行一届，本
届比赛吸引了俄罗斯、巴西、阿根廷
等 )"个国家和地区的共 %*个节目参
加。

福永杂技团古巴获金奖 本报电 &+)%567 标准舞、拉丁舞世
界杯暨第十一届中国·深圳标准舞、拉丁舞
世界公开赛近日在深圳湾体育馆举行。比赛
由567世界舞蹈总会授权，国家体育总局
批准，历时 / 天，%+ 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多名选手展开角逐。
中国深圳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已经举

办 ''年，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最高级
别的国标舞赛事，它不仅打破了中国人
只能到国外参加大型知名赛事的格局，
而且让全球顶级舞者慕名而来与中国舞
者同台竞技。

标准舞拉丁舞世界杯举行

4·23世界读书日

多领域学术研究走在全国前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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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实践理性升华托起“深圳学派”

%

打
造
人
才
洼
地
占
领
学
术
高
地

市
民
文
化
大
讲
堂

陈
禹
山

齐
洁
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