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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人文颂》总策
划王京生表示，《人文颂》 经过7年的打造，经过
国际舞台的检阅，赢得国际认可也赢得市民喜
爱，已成为一部成功的作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明确把 《人文颂》 作为一部推荐作品。如何从
成功走向经典，《人文颂》需要精耕细作。

他以为，只有经过不断打磨，不断倾注心血
和智慧，才能成就经典之作。经过几次修改，《人
文颂》 有了新的进步，通过交响乐，听众可以聆
听到“仁”的宽厚辽阔、温暖包容，“义”的义薄
云天、勇往直前，“礼”的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智”的如水之盈、清明空灵，“信”的一诺千
金、金石之坚，感受到 《人文颂》 作为一部思想
作品的力量。现在 《人文颂》 把“仁义礼智信”
与“金木水火土”意象一一对应，在下一步修改
中，可以通过创作手法让各种意象更为清晰。以

“智”乐章为例，可以先体现“泉之汩汩，滴滴晶
莹”，接着是“海之浩浩，风暴雷霆”，然后回归

“潭之静静，澄澈深宁”，展现智慧之灵的不同状
态。

在王京生看来，《人文颂》不仅是一部音乐作
品，更是一部思想作品，是要回答“人以什么为
本”的问题，是以交响乐形式来展现中华文化的
价值和光辉、传递中华民族的人生理念和生命态
度。深圳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其打造成为一部经
典之作，让中华精神走向全世界。

儒家精神现代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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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好评如潮

《
》用音符宣讲“中国梦”

杨世国 程全兵

由深圳原创的大型儒家文化

交响乐《人文颂》继去年9月21

日国际和平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成功上演后近日再次

面向深圳市民演出，“曲高和

众”，赢得1600多名市民3分钟

潮水般的掌声。随后举行的一场

汇集两岸三地多位文化学者和专

业音乐人的研讨会，更是让它成

为音乐界热议的话题。

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认为，《人文
颂》 用交响乐表现中国几千年的文
化，抓住了儒家精神和现代音乐的两
个制高点，它传达的中国文化或儒家
思想的精髓、精华是与时代相连的，
是最有力量的声音；同时，交响乐又
是最能够代表现代社会的音乐，它体
现了理性的效益原则和最高水准。《人
文颂》 把交响乐这样的西方现代艺术
形式，用于表达儒家思想或者中国传
统文化里面影响最大、最深厚的思
想，这个结合是非常了不起的。

香港中文大学刘笑敢教授在看完

演出后就感叹，《人文颂》 用交响乐这
种高雅艺术来表现儒家文化核心要
义，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创新，单讲

“仁义礼智信”太抽象，加上“金木水
火土”就具象了，它的艺术性和思想
性结合得恰到好处。

著名美籍华人指挥家、北京现代音
乐节音乐总监胡咏言和中国艺术研究
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石一冰等多位
专业音乐人认为，《人文颂》实现了思想
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深圳站在城市立场
上去做如此题材的原创交响乐是一个
创新之举，需要极大勇气和胆识。

占领文化精神与现代音乐制高点1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
国祚认为，《人文颂》为中华文化如何走
向世界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中华
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以理服人、以文
服人、以德服人，使我们中华民族的价
值观和国际社会公认的主流价值观找
到公约数。它的成功得益于策划者有宏
大的战略眼光，把重大主题和精美文艺
形式相融合；得益于作曲家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广博的艺术视野；得益于编导和
指挥有学贯中西的勇气和魄力。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认
为，《人文颂》定位于面向世界诉说中

国的人文主张，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关于宣传中国特色的“四个讲清
楚”，关于阐释“中国梦”当代价值的

“五个意味着”，关于提高国际话语权
而强调塑造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
责任大国形象的主张，是献给“中国
梦”的伟大作品。

专程从台湾赶来聆听 《人文颂》
的台北爱乐乐团行政总监俞冰清和高
雄市交响乐团团长朱宏昌认为，《人文
颂》 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的一种希望和力量，并邀请 《人文
颂》前往台湾演出。

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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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原创的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演出现场。
韩 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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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全球前瞻视野 阐明文化本质规律

“ ”揭开深圳文化崛起之谜
张 军 林坤城

近日，一场“文化流动理论”学术研讨会
在深圳召开。来自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十
余位专家学者围绕着“文化流动理论”以及
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新著《文化是
流动的》一书，从不同角度给予评价和阐释，
认为文化流动理论能够直面文化的本源意义

和当代语境，揭示文化流动的重要作用、本性
和特质，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价值，对于当今
文化发展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而深圳这些年
的文化实践也成为了“文化流动理论”的生动
范例。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完善，为“深圳学派”
建设提供了一个理论基石和重要突破口。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于平
司长认为，文化流动过程就是
文化创造过程。“文化流动理
论”的产生，既是时代的感召
也是现实的担当。“文化流动
性宣言”宣示了两个基本定
理：其一，流动的文化才是最
有生命力的文化；其二，文化
流动过程就是文化创新创造
的过程。他还结合深圳文化实
践，对“文化流动理论”与“文
化积淀论”进行对比和审视。

深圳市社科院副院长黄
发玉将文化流动理论形象地
形容为是在文化领域发出的

“中国好声音”，认为这个理论
是面向文化世界的，并从话语
体系、表达方式等方面提出了
文化流动理论的三个关键词，
即文化的源、流、变。他认为，
文化流动理论突出了前沿性
和创造性，开创了一种全新的
表达方式。“它涉及到文化流
动的方式、途径、文化资本、
文化资源、文化流动的支持
条件、文化流动的动力机制
等等，所以是在一个全新的
体 系 上 构 建 起 来 的 话 语 体
系。”同时在批判“文化积淀
论”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个新
的文化流动观。文化流动理
论是当今城市发展的理论基
石，也是深圳学派的理论基
石，为深圳学派的产生提供
了一种支撑。

深圳大学副校长李凤亮
从“三性”（新兴城市“开放性、
流动性、混杂性”的特点）、“三
度”（文化的锐度、融度和力
度）和“三极”（资本、观念以及
人才的流动）等角度对这一理
论进行概括与解读。

深圳社科院原院长彭立勋提出，“文化流
动”的理论表述，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问题意
识，从理论上回答了一个文化积淀薄弱的城市
如何实现文化快速发展。文化发展是多种要素
交错在一起合力推进的结果，文化纵向与横向
的流动、文化的继承和创新，都直接或间接涉
及到文化流动的问题。文化流动是关于文化发
展理论的一种延续。

对于新的文化如何产生，北京大学深圳研
究生院人文学院院长于长江认为，从现象上来
说，是人的观念、认知、习俗、行为等组成了文
化。这些形成文化的要素随着空间、人口而流

动，往往在行政区域的交界地带能够生成一些
新的文化元素。而文化的跨社会形态流动，也
能生成新的文化。深圳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和
专业之间的交叉融合是自然的，其“亚文化”的
交融也非常典型。

深圳市委党校文化教研部主任许剑波认
为，这一理论直面了特区文化发展中碰到的一
系列新问题、新挑战，体现了对现实的强烈观
照。在文化流动的背后，阶段性的流动和阶段
性的沉淀应是一个辩证结合的关系。他希望这
一理论能从辩证逻辑的角度厘清文化流动的
生长性等特性，慢慢成长，最后成熟。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花建认为，该理论展现了面对全球文化流动
的前瞻视野，提出了对当代城市文化发展有
指导意义的应对策略。“文化流动理论启迪
我们要密切关注文化与科技、金融相融合的
新进展，对新兴业态的跨越式增长保持敏锐
的注意力，并且把握投资和发展机遇，在汇
聚全球文化科技和金融资源，促进流动和整
合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文化竞争力的新优
势。”

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景海峰认为，“文化
流动理论”的视野和前瞻性处于当代文化研
究领域的前列，它针对传统的“文化积淀
论”提出了新的思考和见地，用“文化流

动”的新观点和新话语，抓住了文化的本质
和特征。“文化流动”强调了文化是活的形
态，是动态的过程。同时，文化流动理论跟
中国文化历程中“变”的特质有很好的连
接。从根本上说，文化的主体是人，文化流
动理论在很多环节都是紧扣主体的。

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黄士芳认
为，“文化流动理论”解决了新兴城市和文化
薄弱城市的文化发展思路的问题，更进一步
提升了作为新兴城市文化建设者的文化自觉
和信心。深圳 30 多年来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一
系列重大成就，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这一理
论。而怎样去实现“文化流动理论”的价值
和意义是文化建设领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深圳大学城市文化研究所所长吴俊忠认为，文化流动
理论的形成和产生，对当今文化建设和发展将会产生很大
的影响，能够提出一种大家公认、比较有创新活力和前瞻
性的理论，其意义不可低估，对今后的深圳文化研究能够
不断地提供很多新的启示。文化流动理论对“文化积淀论”
的批判，改变了许多学人乃至许多一般人长期以来的常
识，从而可能形成一个全新的观念。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认为，文化流动主要是靠
人的流动，只有人的流动才能使文化的流动变成可持续
的过程。他希望，21世纪的深圳能够把新的文化要素传
递给全球。

王京生表示，早在20年前，面对深圳“文化沙漠”之说
的不绝于耳，自己就意识到，深圳文化发展需要理论准备。
文化流动理论的提出，从理论上分析了深圳文化发展繁荣
的原因，增强了深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底
气。深圳有着蓬勃的移民文化，人是文化流动最重要的载
体，移民所带来的文化流动，实践着文化创造的多种可能，
而深圳率先提出的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和国家文化主权理
论，也成为深圳文化发展的两大支柱。王京生提出，深圳最
终锻造的将是“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而
无论是创新型、智慧型还是清新刚健的力量型文化，都与
文化流动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希望文化流动理论在引起讨
论、思考的同时，可以促动更多人接受流动的文化，推动文
化的流动，促进文化发展和进步，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将
在流动中拥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王京生希望“文化流动
理论”能够为推动深圳文化发展与进步、推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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