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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陷入 大误区

!对防积淀成负担认识不足

!没看到过度依赖传统危害

!易导致文化重存量轻增量

!未重视后发地区文化赶超

!忽视文化积淀对创新压制

!难解释文化后来居上现象

在中国乃至全世界，文化积淀论一直主导着人

们对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成果的判断。文化积淀论

强调并尊重时间之于文化的重要意义。它认为，文

化的进步是逐渐积累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变

迁，人类创造的文化由薄到厚、由单一性演变为多

样性、由粗糙升华为精细。文化通过缓慢的积淀又

反过来影响人类，使人类在文化的积淀中变得更加

“有文化”。文化积淀论者极为重视时间刻度和文化

的地域性。在特定地域内，时间刻度被小心翼翼地

求证并珍视，也由此确定地域之间的文化优劣。

而对于文化积淀少或长期远离历史上文化中心

区域的边缘地带，积淀论者则充满着惋惜、遗憾甚

或轻视。“没文化”、“文化沙漠”是从有学问的

人到一般市民对这些地方的一致认识，即使这些地

方由于某种机缘陡然勃兴或稳健崛起，这顶帽子也

不会摘掉。

上述认识和态度不能说没有根据，文化积淀在人类文

明的进步中确有特殊作用。

首先我们来看文化积淀的一种重要形式———文化遗

产。毫无疑问，文化遗产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应该极

为珍视的无价财富，文化遗产见证一座城市的生命历程，

维系城市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情感，使一个民族的文化

传统能够薪火相传。作为创意城市理论之父，查尔斯·兰

德利在谈到文化遗产与传统的力量时，曾讲过这样一段

话：“在瞬息万变中，我们何以会在昔日的建筑、艺术

品、技艺、价值观与社会习俗里，寻得慰藉与启发。那是

不是因为我们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要寻求稳定与乡土的

根？文化遗产使我们与历史及共同的记忆相连，它让我们

的存在感有所依归，并能提供洞见来源，以帮助我们面对

未来。”查尔斯·兰德利在谈创意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

作用，这说明文化积淀即便是在创意时代也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化遗产虽然并不一定能简单地兑

换成等价的经济利益，但蕴藏着巨大力量。其经济收益也

许是微薄的，但其文化效益十分明显。英国博物馆藏品有

600万件，大多数博物馆采取自愿投币制度代替统一门

票，这点很能看出管理者的长远目光。宽松的参观方式，

吸引了每年六七百万的观众，博物馆成为城市的标志和骄

傲，大大提升了城市知名度，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

济发展。同样在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建筑本身及其收藏的

所有艺术品，已经成为一个彰显亲民政府的公共空间，原

本代表着奢华与贵族地位的象征品已经变身成为法兰西共

和国的国家精神。

实际上，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文化积淀，不仅仅表

现在其文化遗产之中，还存在于文化作为一个复杂整体所

形成的传统之中。比如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华文明

的智慧始终处于相当的高度。可以说，这是因为中华文明

在源头上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体系，具有对社会、对人的本

性深刻认识的深厚积累以及长时期的文明传承。又比如，

欧洲特别是西欧诸国之所以能长期引领人类文明发展，

“欧洲中心论”之所以会出现并能够长期存在，也是因为

他们拥有其他国家或地区所没有达到的文化积淀。

对文化积淀的崇拜有着广阔的市场。从一般意义上来

说，对文化积淀的崇拜之所以大行其道，深层原因在于，文

化与民族国家、宗教信仰和民族本质相关，具体如传统、宗

教仪式、表达方式、信仰等，这些要素和成分使文化具有鲜

明的“在地性”、“本土性”或“地域性”。文化被认为具有无上

血脉，并深深扎根在其所生存的特殊土地之中。

另一深层原因在于，文化中始终有一种丹尼尔·贝尔所

说的“回跃”。按照他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的逻辑，

“技术—经济”体系的变革是直线型的，由于功利和利益原

则，以“发明、淘汰和更新”为特点的“进步”是其中的含义。

但是，文化具有不同的特点。文化会不断转回到人类生存痛

苦的老问题上去……波莱兹代替不了巴赫。新的音乐、绘画

或诗章只能成为人类扩展的文化库存的一部分，丰富这一

永久的储藏，以便其他人能够从中汲取养分，用新的风格重

塑自己的艺术经验。丹尼尔·贝尔看到的是传统在保障文化

生命力方面的作用，但也从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相

对于经济和政治的变化，相对于技术、社会的进步来说，总

是相对保守。

在谈城市文化时，刘易斯·芒福德有过一段精彩的议

论：“古往今来多少座城市又无一不是时间的产儿……设

想，若离开了城市的丰富时间结构特性，城市自身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逃脱那种‘唯有现在’的悲剧局面吗？如若没有城

市在时间上的丰富性，城市就只能面临一种单调的未来，就

只能听到历史上听过多次的单调节奏在未来的乏味重复。”

刘易斯·芒福德这段话既生动又深刻。这里所讲的“时间”，

指的就是文化积淀。

基于文化积淀如此重要，一些人进而坚持认为，文化是

长期积淀的结果，积淀得越深厚，文化就越有重量，或者是

对社会发展越有推动力量。

不过，有几点值得我们追问：第一，城市在时间上的丰

富性如何实现？是不是只能依赖时间的单维、单向和匀速的

移动？第二，时间既是一种建构的力量，同时也是一种解构

的力量。文化积淀的作用是否也具有这种二重性？第三，在

当今时空日益压缩、文化高度流动的新时代，文化积淀真有

那么重要吗？

文化积淀论的基本主张是：积淀在文化生成和文化发

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一个没有文化积淀的城

市，文化上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文化积淀是一个缓慢的过

程，需要依靠时间的力量；经济可以快速增长，文化只能慢

慢积累。然而，仔细考究，这一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其缺陷也

是多方面的。

文化积淀论的第一个缺陷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文化积

淀也可能压制一些生动、活泼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变成

沉重的历史负担。历史上，中国社会迟缓发展的时段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深厚的文化积淀导致的是：当历史需要变革

时，变革很难到来，即使有变革，也往往会夭折。

欧洲文艺复兴的成功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出解放思

想、破除文化积淀的沉疴对于文化新生的意义。作为人类知

识和文化史上流光溢彩的一个时代，文艺复兴取得如此辉

煌的成就，与中世纪千年文化积淀是没有派生关系的。文艺

复兴的衰落又从反面说明，文化积淀如果离开了文化的流

动，其力量则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个缺陷在于，它不懂得文化是活的，处在不断变化的

过程之中，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就是要不断挑战传统界限，而不

是对传统的坚守和对积淀的膜拜。一味强调文化积淀，会形成

对传统的过度依赖，从而忽略文化的未来向度和创造力。

查尔斯·兰德利在谈到文化遗产时说过一段话：文化遗

产是以往创造力的总和，而维持社会运作，并促使它向前迈

进，正是发挥创造力的成果。语言、法律、理论、价值

观、知识等，文化的各层面在传递给下一代时，都需要重

新加以评估……从历史的角度看，使城市命脉得以存续的，

正是能挑战传统界限的创意。这提示我们，城市的命脉不在

于遗产式的文化积淀，而在于代表着创意和创造力的文化

流动。

第三个缺陷在于，它过分倚重文化存量，忽略文化流动

带来的增量。实际上，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不仅决定于存

量，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增量。存量很多，没有增量，这个地方

就没有什么活力。

第四个缺陷在于，看不到文化的发生和进步并不是线

性的，而是具有多种形式、多种可能性的。在前工业社会，地

理空间的阻隔、文化交流的稀疏、文化变迁的悠长，使得一

种新文化的形成，或者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

的积累过程。但即便是在前工业社会的漫长人类文明史中，

文化积淀论的解释效率也相当有限，因为一种文化或一种

文明可以以一种突变的形式出现或消亡。

文化发生和成长的特点与城市的生命过程相似，一个

城市的文化兴盛，有时候并不需要文化积淀作为根据和理

由。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文化上后发的城市或地区完

全可以依托日益流动的资本、人流和文化资讯、文化产品，

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文化发展上的超越。

第五个缺陷在于，文化积淀论建构的文化积淀与文化

成就，并非像树木那样，扎根后就繁茂地生长。文化积淀可

能成为自身发展的障碍。这并不是说文化本身被人类遗弃，

而是时移世易，它转移或者变异而去，无论是古代的埃及文

明、印度文明，还是希腊文明都一样。反而，文化在一些没有

积淀的边缘地区兴起，这成为一种常见的历史现象。

第六个缺陷在于，它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文化积淀

相对落后的城市或地区能够后来居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

于纽约。18世纪英国管治下的纽约用今天一些人的话来

说，基本上是所谓的“文化沙漠”：教育不受重视，一切向钱

看，文化人才缺乏，普通市民对文化生活不感兴趣……深圳

和香港的情况与早期纽约的文化状况相似。按照文化积淀

论的观点，很显然，这样的城市是文化积累不足、文化积淀

浅薄的典型。

文化积淀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也无法对人

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和现实做出合理的解释。不仅如此，文

化积淀论会形成一种类似培根所说的“假象”。

首先，文化积淀论会形成一种对文化流动性的集体无

意识，总是认为自己的文化最悠长、最优秀、最高贵、最

不可磨灭，这实际上是一种“种族假象”。其次，它会形

成一种文化“自己的洞穴”，崇拜自己的权威，对异质文

化充满成见，对文化的流动无动于衷，这实际上是一种

“洞穴假象”。再次，它会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解释系

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语言去解读信息，遮蔽文化

的流动性，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假象”。最后，它还会

通过各种教条、法则、意识形态等植入人心，导演一幕

“深厚的积淀、高贵的传统、永远的中心”的故事，向

“观众”灌输其中的感情、思想和价值观念，这无疑是一

种“剧场假象”。

这些假象会造成“酒越陈越香”的错觉，形成一种文

化上的自我中心，进而导致对文化流动的拒斥、对文化创

新的漠视，严重妨害新文化的发生和成长。一味停留在文

化积淀论上，很难在文化上提出创新的理念。

鲜活的文化能够生长出好的东西、好的创意，仅仅把

文化积淀作为城市“老本”而奉若神明，忽视城市文脉的

延续、文化活力的创造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则会压抑创

意，制约文化的发展、社会的创新和思想的进步。

因此，我们必须树立一种新的文化观，深刻认识文化

的本来意义和它的真正动力及规律，而不是沉浸在文化底

蕴和文化沉淀中裹足不前。

（作者为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文化积淀确有特殊作用 文化积淀论为何市场广阔

文化积淀论的六个缺陷 文化积淀论下的假象

本报电 !"#$ 德国红点设计概念奖评选结果近
日揭晓。目前已经有 %家深圳企业收到了红点奖组委
会的获奖通知。其中，中世纵横设计作品在全球
&$'& 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红点至尊
奖”，今年获此奖项的全球只有 &'件。深圳市麦锡工
业产品策划有限公司的无线充电鼠标和多元便携蓝牙
音箱、深圳市上善工业设计有限公司的 ()*+,- .)/、
深圳市悍马创意科技有限公司的 01# 声道多媒体手
机、深圳市孔武设计有限公司的竹木马产品均获得了
此次红点奖。

本报电 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部委于日前联合
主办了第四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目前已确定
$#2名正式候选人。其中，深圳市推荐的李亚威入围
“诚实守信类”候选人名单。李亚威是民进深圳市委
委员，国家一级编剧、著名导演。她扎根云南楚雄，
用文字和镜头参与“抢救、挖掘、保护、弘扬”濒临
消失的彝族文化，以 #$年的坚守来履行对弘扬民族
文化的承诺；她创作出大量获得国家级和国际奖项的
优秀作品；她以物质帮扶和文化支边的爱心行动来履
行把楚雄当故乡、为当地群众多做好事的诺言，被人
们亲切地称为“阿俵妹”。

本报电 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媒体行业呈现快速发展
的态势，华强、雅图、迅雷、第七大道等领军企业业绩喜
人，新媒体正成为领跑深圳文化创意产业逆势飞扬的一匹
“黑马”。其中网游公司第七大道总收入超过 $亿元，同比
增长 #034，纳税 0%&$ 万元，增速达 2#4，业务遍布越
南、马来西亚、美国、巴西、俄罗斯等 #&5 个国家和地
区，海外营收达到公司总收入的一半左右，今年上半年海
外营收更是喜人，超去年全年总和。

本报电 近日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启动第二届“阅读推
广人”公益培训项目。“阅读推广人”培训班是深圳读书
月组委会、市文体旅游局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内容。去年
%月，深圳市首期阅读推广人培训班正式开班，这是国内
首个由政府牵头组织、专业机构实施的“阅读推广人”培
训班。深圳的阅读推广人培训班从儿童阅读推广开始，还
拓展到多个领域，并有望形成具有深圳特色的阅读推广人
培养体系，从而推动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

深圳6企业在德获设计奖

李亚威候选全国道德模范

深圳新媒体产业领跑全国

阅读推广人公益培训启动

读书月的读书漂流活动。 齐洁爽摄

深圳市委宣传部、社科联等单位举办的“社科知识大

闯关”活动在蛇口花园城举行。 张耀波摄

深圳中心书城

深圳义工情暖百岁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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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京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