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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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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圳电 日前，历时一年多编纂而成的 《深圳学派建
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首批12部著作正式面世，这两
套丛书的发布被认为是深圳学派建设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
也是深圳学派从理想走向现实的坚实一步。《深圳学派建设丛
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 分别由市委书记王荣、市长许勤作
序，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撰写引言。丛书是在市委宣
传部指导下，由市社科联牵头组织编撰，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

据丛书编委会执行主任、市社科院院长张骁儒介绍，《深圳
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 的编辑出版工作，被列
为 《深圳市文化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计划》 的第一项重点改革创
新项目，是建设深圳学派、繁荣学术文化的重要抓手。此次面
世的 12 部著作包括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
书》 的各 6 部作品，是从征集到的 60 多部书稿中精心筛选而
出的。其中，《深圳学派建设丛书》 以深圳学人的学术著作为
主，而 《深圳改革创新丛书》 则主要来自于深圳多个区、部
门、领域和行业在改革创新实践中的理论成果。张骁儒说：“期
待这两套丛书在未来一段时间能成为代表深圳最高学术水平的
精品力作，为深圳学派建设、为深圳学术文化的繁荣培育沃
土、积淀底蕴。”

在新书发布会上举行了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
创新丛书》 的赠书仪式，首批出版的丛书被捐赠给深圳图书
馆、市史志办、市档案馆、市博物馆等单位。同时，社科联还
正式向社会发布第二批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
丛书》征集公告。《深圳学派建设丛书》将征集由深圳学人撰写
或外地学人撰写的研究深圳的专著，而 《深圳改革创新丛书》
则征集反映近年来深圳各区、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及有突
出贡献的个人改革创新实践成果的综合性、理论性著述，两套
丛书均要求应征作品具有原创性以及未曾公开出版。

推出《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是深圳社科界的一件
大事。这见证了深圳市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也是对

“文化强市”建设的有力促进。
“深圳学派”的提出，源自深圳学界的文化自觉，

也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深圳创造了工业
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但作为一个新兴城
市，深圳缺少深厚的文化积淀，缺乏大师级文化人
才。因此，深圳要建设“文化强市”，就必须大力培育
学术文化，以“深圳学派”的旗帜来凝聚一流的学术
人才，向城市文化的高端进军。2010 年，市委市政府
出台《关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其
中就提出要推动“深圳学派”建设。2012 年，市委市
政府召开文化强市建设工作会议，出台了 《关于深入

实施文化立市战略建设文化强市的决定》，进一步提出
以“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为
宗旨，积极打造“深圳学派”。在民间和政府的双重推
动下，近年来深圳学术文化的氛围逐步形成，学术文
化初具气象，多学科带头人不断涌现，大批学术成果
问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特区、港澳台
经济、现代化问题、城市化问题等研究领域都具备了
一定影响。

学术文化的积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持之以恒
的辛勤耕耘方能结出硕果。《深圳学派建设丛书》的出
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相信，在深圳这块改革开
放、创新创业的沃土上，通过各位学人孜孜以求的努
力，“深圳学派”必将根深叶茂，成长为参天大树。

（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

以“深圳学派”旗帜
凝聚一流学术人才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序
□ 王 荣

改革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作为因改革而生、因改革而兴、因改革而强的经济特
区，改革创新是深圳永恒的使命和追求。30 多年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深圳经济特区始终
牢记使命，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
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
我国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深圳从一个人口不
足 3 万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座人口超千万、
GDP突破2000亿美元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创造了世
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
号角，描绘了改革发展的新蓝图。当前，全国上下正
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
中奋勇争先，砥砺前行。在这一重大背景下，市委宣
传部组织市社科联等单位编辑出版的 《深圳改革创新
丛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较为全面、系统地
回顾了深圳在人事制度改革、国际化城市建设、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管理政策变迁和龙岗区、坪山

新区推进新型城市化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是深圳经
济特区 30 多年来改革创新历程的一个缩影，具有一
定的理论水准和参考价值。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
发行，对于进一步启迪改革思维，汇集改革智慧，凝
聚改革共识，燃烧改革激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

改革不停顿，创新无止境。不改革创新，就没有
出路，就没有未来。深圳经济特区将深入贯彻落实十
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以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和奋发有为的工作激情，坚持

“深圳质量”的发展理念不动摇，牢牢把握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改革发展方向，以前海开发开放为突破
口，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
努力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列，积极推动有质量的
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化先进城市，早日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目
标任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做出经
济特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为深圳市市长）

启迪改革思维 燃烧改革激情
——《深圳改革创新丛书》序

□ 许 勤

“ ”破解全新时代命题
——深圳基于城市实践的文化理论创新

■ 杨世国 程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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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学派”学术研讨会

《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书影

来自全国各地的 150 多名专家参加了“首届深圳
学术年会”主题学术研讨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变，文化也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和繁荣。改
革开放30周年之后，文化界兴起了一股回顾和总结
的热潮，至今热度不减，一批总结性理论著作应运
而生。

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它在改
革开放进程中，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建
设的奇迹，也从一片荒芜的小渔村变成引领城市文化
发展的风向标。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京生新著
《文化是流动的》，创新性地提出了“文化是流动的”这
一命题，这既是对深圳文化发展实践的理论总结，又
充满着对中华文化复兴的理性思考。《文化是流动的》
可称作是国家文化创新意识的“深圳表达”。

一、理论创新和观念更新促进文化
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
们对文化的地位、作用、性质和目的的认识也在不
断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范畴和理论判
断，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规律性认识成果，逐步形成
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体系。学
者韩永进在 《新的文化发展观》 一书中列出“突出
地位论”、“文化生产力论”等“十大新论”。正是这
些根据实践发展提出的新理论、新观念为文化发展
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另外，由“真理标准大讨
论”和“南巡谈话”开启的思想解放大潮，让各种
文化思潮在中华大地激荡碰撞，人道主义、科学主
义、存在主义、消费主义与符号学、精神分析学、
现象学等一系列西方文化观点的引入和传播，让我
们认识文化的视角异常宽阔。随着人们对文化了解
的深入和对文化发展的渴求，整个社会表现出一种
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

国家的顶层设计和民间的文化自觉让整个国家
的文化发展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二、城市实践是文化理论创新的重
要来源

当代中国文化理论创新有三个来源：一是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马克
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创新表现在文化概念的内
涵、特征、发展目标、发展策略等诸多方面。比
如，我们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和谐文化的概念， 分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先进文化、和谐文化、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丰富了文化的概念
内涵；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论断， 把文化分为文化
事业和文化产业，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特征
的理论等等。二是西方文化理论的引入与吸收。自
国门在鸦片战争之后被打开后，西方文化理论就开
始影响中国人。达尔文的文化进化论早在上世纪初
在中国就拥有鲁迅这样大师级拥趸。改革开放之
后，法兰克福学派、汤因比、弗洛伊德、施特劳
斯、哈里斯、贝尔等一系列西方文化学派和学者的
学术观点在中国得到传播，并在特定时期成为文化
研究中的显学，它们让我们对文化的了解更加全面
和深入，让我们在认识到名词意义之外还有一个动
词意义上的“文化”。三是地方文化发展的实践探
索。在改革开放的发展大潮中，一些地方和城市进
行了许多推动文化发展的实践探索，它们或成功、
或失败，都为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国
家的重大文化发展政策的制定一般也会在一部分城
市进行实验。城市文化的探索实践成为国家文化战
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大部分实践主体缺乏
足够的理论素养，很多实践上的创新探索并没有上
升为文化理论层面。王京生新著 《文化是流动的》
正填补了这个方面的空白。他在深圳 30多年文化探
索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提炼出“文化是流动
的”这一理论命题，对当前城市文化发展乃至实现
中华文化复兴都具有现实意义。

三、“深圳学派”立足改革开放更有所为

以理论创新为核心的学术文化是一座城市、一
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文化强国的崛起离不开学术建
设，一座高品位文化城市的打造，同样也离不开学术
发展。作为一座缺少历史文化积淀，学术资源匮乏的
年轻城市，深圳早在 1996 年就提出“深圳学派”的构
想，并立即引起国内文化界的关注，不少学者提出质
疑。经过十几年的积淀，深圳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在
当今中国产生了广泛反响。深圳特区30周年之际诞生
的《深圳十大观念》（王京生主编），被誉为是总结梳理
深圳改革开放 30 多年历程的“精神史”和“心灵史”，
铭刻着深圳人乃至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征程中的共
同的时代记忆。王京生新著《文化是流动的》再一次引
起学术界广泛关注。著名学者景海峰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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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花建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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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十大观念》 和 《文化是流动的》 一样，
都植根于深圳改革发展的探索实践，都体现出鲜
明的深圳印记，同时又表达出深圳人强烈的国家
情怀，就如王京生对“深圳学派”宗旨的概括：

“全球视野、时代精神、民族立场、深圳表达。”
我们认为，深圳在国家改革开放征程中的创造实
践是“深圳学派”的基石，当代中国没有一座城
市能像深圳这样与中国改革开放息息相关。正如
余秋雨 18 年前在 《深圳应有的文化态度》 的演讲
中所说，“深圳最有资格掌握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结
算权。”可以说，在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当代中
国，深圳是最有条件建立“学派”的城市之一，
同时也只有立足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融汇于时
代潮流，“深圳学派”才有可能建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