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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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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深圳市组织编写出版了《深

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广东

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深圳市市长许

勤，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分别为

丛书撰写序言和引言。本文是王京生为《深圳

学派建设丛书》撰写的引言，本报限于版面略

有删节。

在世界学术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
浩如繁星的学派，它们的光芒都不同程
度地照亮人类思想的天空，像米利都学
派、弗莱堡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等，其
人格精神、道德风范一直为后世所景
仰，其学识与思想一直成为引以为据的
经典。就中国学术史而言，不断崛起的
学派连绵而成群山之势，并标志着不同
时代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自晚明至
晚清，是中国学术尤为昌盛的时代，而
正是在这个时代，学派性的存在也尤为
活跃，像陆王学派、吴学、皖学、扬州
学派等。但是，学派辈出的时期还应该
首推古希腊和春秋战国时期，古希腊出
现的主要学派就有米利都学派、毕达哥
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犬儒学派；而
儒家学派、黄老学派、法家学派、墨家
学派、稷下学派等，则是春秋战国时代
学派鼎盛的表现，百家之中几乎每家就
是一个学派。

综观世界学术思想史，学派一般都
具有如下的特征：

其一，有核心的代表人物，以及围
绕着这些核心人物所形成的特定时空的
学术思想群体。德国 19 世纪著名的历史
学家兰克既是影响深远的兰克学派的创
立者，也是该学派的精神领袖，他在柏
林大学长期任教期间培养了大量的杰出
学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术势力，兰
克本人也一度被尊为欧洲史学界的泰斗。

其二，拥有近似的学术精神与信
仰，在此基础上形成某种特定的学术风
气。清代的吴学、皖学、扬学等乾嘉诸
派学术，以考据为治学方法，继承古文
经学的训诂方法而加以条理发明，用于
古籍整理和语言文字研究，以客观求
证、科学求真为旨归，这一学术风气也
因此成为清代朴学最为基本的精神特征。

其三，由学术精神衍生出相应的学
术方法，给人们提供了观照世界的新的
视野和新的认知可能。产生于 20世纪 60
年代、代表着一种新型文化研究范式的
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当代文化、边缘文
化、青年亚文化的关注，尤其是对影
视、广告、报刊等大众文化的有力分
析，对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
关键词的深入阐释，无不为我们认识瞬
息万变的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手段与
观照角度。

其四，由上述三点所产生的经典理
论文献，体现其核心主张的著作，是一
个学派所必需的构成因素。作为精神分
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所写的 《梦
的解析》 等，不仅成为精神分析理论的
经典著作，而且影响广泛并波及人文社
科研究的众多领域。

其五，学派一般都有一定的依托空
间，或是某个地域，或是像大学这样的
研究机构，甚至是有着自身学术传统的
家族。

学派的历史呈现出交替嬗变的特
征，形成了自身发展规律：

一，学派出现往往暗合了一定时代
的历史语境及其“要求”，其学术思想主
张因而也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一旦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学派的内部分
化甚至衰落将不可避免，尽管其思想遗
产的影响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二，学派出现与不同学术群体的争
论、抗衡及其所形成的思想张力紧密相
关，他们之间的“势力”此消彼长，共
同勾勒出人类思想史波澜壮阔的画面。

某一学派在某一历史时段“得势”，完全
可能导致在另一历史时段“失势”。各领
风骚若干年，既是学派本身的宿命，也
是人类思想史发展的“大幸”：只有新的
学派不断涌现，人类思想才会不断获得
更为丰富、多元的发展。

三，某一学派的形成，其思想主张
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有其内在理路。例
如，宋明时期陆王心学的出现是对程朱
理学的反动，但其思想来源却正是前
者；清代乾嘉学派主张朴学，是为了反
对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物，但因此也建立
了内在关联。古希腊思想作为欧洲思想
发展的源头，使后来西方思想史的演
进，几乎都可看作是对它的解释与演
绎，“西方哲学史都是对柏拉图思想的演
绎”的极端说法，却也说出了部分的真
实。

四，强调内在理路，并不意味着对
学派出现的外部条件重要性的否定；恰
恰相反，外部条件有时对于学派的出现
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的开明、社会经济
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的发
达、移民的汇聚等，都是促成学派产生
的重要因素。名震一时的扬州学派，就
直接得益于富甲一方的扬州经济与悠久
而发达的文化传统。综观中国学派出现
最多的明清时期，无论是程朱理学、陆
王心学，还是清代的吴学、皖学、扬州
学派、浙东学派，无一例外都是地处江
南 （尤其是江浙地区） 的经济、文化、
交通异常发达之地，天时地利构成了学
术流派得以出现的外部环境。

学派有大小之分，一些大学派又分
为许多派别。学派影响越大分支也就越
多，使得派中有派，形成一个学派内
部、学派之间相互切磋与抗衡的学术群
落，这可以说是纷纭繁复的学派现象一
个基本特点。学派有大小之分，在人类
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有
积极作用，也有负面作用。如，法国百
科全书派破除中世纪以来的宗教迷信和
教会黑暗势力的统治，成为启蒙主义的前
沿阵地与坚强堡垒；罗马俱乐部提出的

“增长的极限”“零增长”等理论，对后来的
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等理论
与实践，以及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决议，都
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德国人文地理学家弗
里德里希·拉采尔所创立的人类地理学理
论，宣称国家为了生存必须不断扩充地
域、争夺生存空间，后来为法西斯主义
所利用，起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

学派的出现与繁荣，预示着一个国
家进入思想活跃的文化大发展时期。被
司马迁盛赞为“盛处士之游，壮学者之
居”的稷下学宫，之所以能成为著名的
稷下学派之诞生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
的主要场所与最负盛名的文化中心，重
要原因就是众多学术流派都活跃在稷门
之下，各自的理论背景和学术主张尽管
各有不同，却相映成趣，从而造就了稷
下学派思想多元化的格局。这种“百氏
争鸣、九流并列、各尊所闻、各行所
知”的包容、宽松、自由的学术气氛，
不仅推动了社会文化的进步，而且也引
发了后世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中国古
代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极大发展，迎来了
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而从秦
朝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
术”，百家争鸣局面便不复存在，思想禁
锢必然导致学派衰落，国家文化发展也
必将受到极大的制约与影响。

学派的星空

在中国打破思想的禁锢和改革开放
30 多年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中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在国际上的和平崛
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
步步实现。文化是立国之根本，伟大的
复兴需要伟大的文化。树立高度的文化
自觉，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
设文化强国，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梦想
才能加快实现。可以预期的是，中国的
学术文化走向进一步繁荣的过程中，具
有中国特色的学派也将出现在世界学术
文化的舞台上。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真理标准问题的
大讨论，到人生观、文化观的大讨论，
再到 90 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以
及近年来各种思潮的争论，凡此种种新
思想、新文化，已然展现出这个时代在

百家争鸣中的思想解放历程。在与日俱
新的文化转型中，探索与矫正的交替进
行和反复推进，使学风日盛、文化昌
明，在很多学科领域都出现了彼此论争
和公开对话，促成着各有特色的学术阵
营的形成与发展。

一个文化强国的崛起离不开学术文
化建设，一座高品位文化城市的打造同样
也离不开学术文化发展。学术文化是一座
城市最内在的精神生活，是城市智慧的积
淀，是城市理性发展的向导，是文化创造
力的基础和源泉。学术是不是昌明和发
达，决定了城市的定位、影响力和辐射力，
甚至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走向和后劲。城市
因文化而有内涵，文化因学术而有品位，
学术文化已成为现代城市智慧、思想和精
神高度的标志和“灯塔”。

凡工商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
邦。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
和“排头兵”，是一个商业极为发达、市
场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移民社会特征突
出、创新包容氛围浓厚、民主平等思想
活跃、信息交流的“桥头堡”地位明
显，是具有形成学派可能性的地区之
一。在创造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
展奇迹的同时，深圳也创造了文化跨越
式发展的奇迹。文化的发展既引领着深
圳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激励着特
区建设者艰苦创业，也丰富了广大市民
的生活，提升了城市品位。

如果说之前的城市文化还处于自发
性的积累期，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深
圳文化发展则日益进入文化自觉的新阶
段：创新文化发展理念，实施“文化立市”
战略，推动“文化强市”建设，提升文化软
实力，争当全国文化改革发展“领头羊”。
自 2003 年以来，深圳文化发展亮点纷呈、
硕果累累：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计
之都”“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称号；原
创大型合唱交响乐《人文颂》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巴黎总部成功演出；被国际知识
界评为“杰出的发展中的知识城市”；三次
荣获“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四次被评为

“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深圳十
大观念”影响全国；《走向复兴》《我们的信
念》《中国之梦》《迎风飘扬的旗》《命运》等
精品走向全国；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
讲堂、关爱行动、创意十二月等品牌引导
市民追求真善美；图书馆之城、钢琴之城、
设计之都等“两城一都”高品位文化城市
正成为现实。

城市的最终意义在于文化。在特区发
展中，“文化”的地位正发生着巨大而悄然
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还不在于大批文化
设施的兴建、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与文化
消费市场的繁荣，而在于整个城市文化地
理和文化态度的改变，城市发展思路由

“经济深圳”向“文化深圳”转变。这一切都
源于文化自觉意识的逐渐苏醒与复活。文
化自觉意味着文化上的成熟，未来深圳的
发展，将因文化自觉意识的强化而获得新
的发展路径与可能。

与国内外一些城市比起来，历史文
化底蕴不够深厚、文化生态不够完善等
仍是深圳文化发展中的弱点，特别是学
术文化的滞后。近年来，深圳在学术文
化上的反思与追求，从另一个层面构成
了文化自觉的逻辑起点与外在表征。显
然，文化自觉是学术反思的扩展与深
化，从学术反思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
自信、自强，无疑是文化主体意识不断
深化乃至确立的过程。一个国家和一座
城市的文化发展皆是如此。

从世界范围看，伦敦、巴黎、纽约
等先进城市不仅云集大师级的学术人
才，而且有活跃的学术机构、富有影响
的学术成果和浓烈的学术氛围，正是学

术文化的繁盛才使它们成为世界性文化
中心。可以说，学术文化发达与否，是
国际化城市不可或缺的指标，并将最终
决定一个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化地
位。城市发展必须在学术文化层面有所
积累和突破，否则就缺少根基，缺少理
念层面的影响，缺少自我反省的能力，
就不会有强大的辐射力，即使有一定的
辐射力，其影响也只是停留于表面。强
大的学术文化，将最终确立一种文化类
型的主导地位和城市的文化声誉。

近年来，深圳在实施“文化立市”
战略、建设“文化强市”过程中鲜明提
出：大力倡导和建设创新型、智慧型、
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并将其作为城市
精神的主轴以及未来文化发展的明确导
向和基本定位。其中，智慧型城市文化
就是以追求知识和理性为旨归，人文气
息浓郁，学术文化繁荣，智慧产出能力
较强，学习型、知识型城市建设成效卓
著。深圳要建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智慧之
城，提高文化软实力，学术文化建设是
其最坚硬的内核。

经过 30 多年的积累，深圳学术文化
建设初具气象，一批重要学科确立，大
批学术成果问世，众多学科带头人涌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特
区研究、港澳台经济、文化发展、城市
化等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学术文
化氛围已然形成，在国内较早创办以城
市命名的“深圳学术年会”，举办了“世
界知识城市峰会”等一系列理论研讨
会。尤其是 《深圳十大观念》 等著作的
出版，更是对城市人文精神的高度总结
和提升，彰显和深化了深圳学术文化和
理论创新的价值意义。

而“深圳学派”的鲜明提出，更是
寄托了深圳学人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追
求。1996 年最早提出“深圳学派”的构
想；2010 年 《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
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意见》 将“推动‘深
圳学派’建设”载入官方文件；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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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打造‘深圳
学派’”；2013 年出台实施 《“深圳学
派”建设推进方案》。一个开风气之先、
引领思想潮流的“深圳学派”正在酝
酿、构建之中，学术文化的春天正向这
座城市走来。

“深圳学派”概念的提出，是中华文
化伟大复兴和深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树起这面旗帜，目的是激励深
圳学人为自己的学术梦想而努力，昭示
这座城市尊重学人、尊重学术创作的成
果、尊重所有的文化创意。这是深圳 30
多年发展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更是深圳文化流动的结果。因为只有各
种文化充分流动碰撞，形成争鸣局面，
才能形成丰富的思想土壤，为“深圳学
派”的形成创造条件。

构建“深圳学派”，表明深圳不甘于
成为一般性城市，也不甘于仅在世俗文
化层面上做大影响，而是要面向未来中
华文明复兴的伟大理想，提升对中国文
化转型的理论阐释能力。“深圳学派”从
名称上看，是地域性的，体现城市个性
和地缘特征；从内涵上看，是问题性
的，反映深圳在前沿探索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从来源上看，“深圳学派”没有明
确的师承关系，易形成兼容并蓄、开放
择优的学术风格。因而，“深圳学派”建
设的宗旨是“全球视野，民族立场，时
代精神，深圳表达”。它浓缩了深圳学术
文化建设的时空定位，反映了对学界自
身经纬坐标的全面审视和深入理解，体
现了城市学术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基
本特色。

一是“全球视野”：反映了文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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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强调要树立世界眼光，尊重学术文化发
展内在规律，贯彻学术文化转型、流动
与选择辩证统一的内在要求，坚持“走
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推动深圳
与国内外先进学术文化不断交流、碰
撞、融合，保持旺盛活力，构建开放、
包容、创新的深圳学术文化。

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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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强调要从国家和民族
未来发展的战略出发，树立深圳维护国
家和民族文化主权的高度责任感、使命
感、紧迫感。加快发展和繁荣学术文
化，尽快使深圳在学术文化领域跻身全
球先进城市行列，早日占领学术文化制
高点，推动国家民族文化昌盛，助力中
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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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强调要发扬深圳一贯的

“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突出创新性，强
化学术攻关意识，按照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总要求，
着眼人类发展重大前沿问题，特别是重
大战略问题、复杂问题、疑难问题，着
力创造学术文化新成果，以新思想、新
观点、新理论、新方法、新体系引领时
代学术文化思潮。

四是“深圳表达”：反映了深圳学术
文化的个性和原创性，体现了深圳学人
的文化担当。它强调关注现实需要和问
题，立足深圳实际，着眼思想解放、提
倡学术争鸣，注重学术个性、鼓励学术
原创，不追求完美、不避讳瑕疵，敢于
并善于用深圳视角研究重大前沿问题，
用深圳话语表达原创性学术思想，用深
圳体系发表个性化学术理论，构建具有
深圳风格和气派的学术文化。

一般来说，学派的诞生都伴随着争
论，在论争中学派的观点才能凸显出
来，才能划出自己的阵营和边际，形成
独此一家、与众不同的影响。“深圳学
派”依托的是改革开放前沿，有着得天
独厚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因此不是
一般地标新立异，也不会跟在别人后
面，重复别人的研究课题和学术话语，
而是要以改革创新发展实践中的现实问
题研究作为理论创新的立足点，作出特
色鲜明的理论表述，发出与众不同的声
音，充分展现特区学者的理论勇气和思
想活力。当然，“深圳学派”要把深圳的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作为重
要的研究对象，但不等于言必深圳，只
囿于深圳的格局。思想无禁区、学术无
边界，“深圳学派”应以开放心态面对所
有学人，严谨执著，放胆争鸣，穷通真
理。

狭义的“深圳学派”属于学术派
别，当然要以学术研究为重要内容；而
广义的“深圳学派”可看成“文化派
别”，体现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
地域文化特色，因此除了学术研究，还包
含文学、美术、音乐、设计创意等各种流
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学派”尊重所
有学术创作的成果，尊重所有的文化创
意，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
学、文学艺术等。

“寄言燕雀莫相唣，自有云霄万里
高”。学术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决定着文
化的质量、厚度和发言权。我们坚信，
在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复兴的进程
中，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厚沃土、立足于
特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融汇于时代潮
流的“深圳学派”，一定能早日结出硕
果，绽放出盎然生机！

（作者为深圳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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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第四届
深圳学术年会暨广东智库论坛会场

“坚持科学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第四届
深圳学术年会暨广东智库论坛会场

深圳书吧讲座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梅 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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