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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文化深圳

转眼间转眼间，，本报本报《《文化深圳文化深圳》》周刊已经出刊周刊已经出刊5050期了期了。。一年多一年多
来来，，北京和深圳两地的编辑北京和深圳两地的编辑、、记者们为它的成长付出了辛勤记者们为它的成长付出了辛勤
的劳动的劳动，，收获了它成长带来的快乐收获了它成长带来的快乐。《。《周刊周刊》》创办以来创办以来，，刊发了刊发了
100100多篇文章多篇文章，，向社会传递了深圳在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先进向社会传递了深圳在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先进
理念与创新实践理念与创新实践，，为各地文化发展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典型案为各地文化发展提供了许多鲜活的典型案
例例，，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其中其中《“《“空谈误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兴邦””是如是如
何从深圳喊响的何从深圳喊响的》、《》、《深圳观念为何总能风行全国深圳观念为何总能风行全国》》被新华网被新华网、、
人民网首页刊载人民网首页刊载，，获得社会舆论高度响应获得社会舆论高度响应；《；《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和平崛起的

文化解读文化解读》》被被《《新华文摘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全文转载；；多篇文章进入多篇文章进入““转载榜转载榜”，”，
被其他报纸被其他报纸、、网络转载的更不胜枚举网络转载的更不胜枚举。。可以说可以说，《，《文化深圳文化深圳》》周周
刊在文化传播和新闻传播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刊在文化传播和新闻传播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3030多年来多年来，，深圳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深圳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
着文化发展的奇迹着文化发展的奇迹，，从一个贫瘠的边陲小镇蜕变为从一个贫瘠的边陲小镇蜕变为““全球全全球全
民阅读典范城市民阅读典范城市””和著名的和著名的““设计之都设计之都”。”。如果说如果说““经济特区经济特区””
是物质文明的是物质文明的““中国样板中国样板”，”，那么那么““文化深圳文化深圳””无疑就是精神文无疑就是精神文
明的明的““中国样板中国样板”。”。

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接
受我们采访时说，深圳要致力树立“文化强
市”的新标杆。十多年来一直主管深圳宣传
文化工作的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
生在专访中说，深圳就是要“为中华文化复
兴创新探路”。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探
路者的胸怀和担当。

“深圳观念”是深圳对
改革开放做出的最大贡献

在深圳特区建立 30 周年的时候，一位深
圳网友自发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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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选与专家的考察，最后选出了十大最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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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
先后采写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如何从
深圳喊响的》、《深圳观念为何总能风行全国》
两篇文章，取得了巨大的新闻传播效应，文章
刊发当天就有百余家网络媒体进行了全文转
载。深圳观念之所以会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
和赞赏，不仅因为它是深圳精神与深圳文化
最鲜明的符号，更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
坐标，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历史
纪录和经典表达，它凝结了意气风发走向改
革开放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记忆。

每种观念的背后都有深厚的价值资源。
深圳观念反映了从保障经济权利、社会权利
向保障文化权利的演进。“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观念之所以石破天惊，是
因为人的“经济权利”的觉醒与解放；“实

现市民文化权利”的观念之所以振聋发聩，
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文化权利”
实现得到普遍的关注，人们要参与文化的创
造，享受文化的成果；“送人玫瑰，手有余
香”的观念之所以散发芬芳，是因为评价人
生的模式发生了转折，人生的意义不只是金
钱和物质，人们要建立内在的精神秩序……
人们通过观察深圳来观察中国，而最能代表
深圳价值的就是深圳观念。从这些观念当
中，我们更能清楚认识到，一个大国的崛起
从来不是单纯意义上经济的崛起，不是一个
简单的GDP指标，而是这个国家能否给世界
文明创造出伟大的观念。

致力于“文化强国”的
城市实践

作为深圳城市文化的设计师，王京生在
谈到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深圳文化的
目标时说，深圳文化一直致力于“文化选
择”的前沿探索和“文化强国”的城市实
践，承接着中华民族文化选择的探索，不断
开拓文化强国战略的城市实践途径，引领我
国文化道路在未来探索中的新动向。他认
为，在当今的“文化战略时代”，很多国家
和城市越来越重视文化发展，甚至把文化发
展战略作为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核心，而文
化战略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文化选择、文
化道路、文化归宿问题。文化选择同政治选
择、经济选择一样，会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命运产生重大影响。深圳一系列文化举动都
体现着深圳在文化上的道路和目标选择体现着深圳在文化上的道路和目标选择。。

深深圳在文化发展中的道路和目标选择直圳在文化发展中的道路和目标选择直
接体现着深圳致力于接体现着深圳致力于““文化强国文化强国””的城市实践的的城市实践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王京生认为王京生认为，，
““文化强国文化强国””的建设过程必然的建设过程必然
使全体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使全体公民的文化权利得到
彰显彰显、、维护和发展维护和发展，，必然使国必然使国
家文化主权得到弘扬家文化主权得到弘扬。。这也这也是
深圳文化发展的两个基点，它
一方面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设探索出一条保障人民
群众文化权利、人民群众共享
文化发展成果的新路子，探索
出文化+科技、文化+金融等文
化产业发展新模式，另一方面
又创作了儒家文化交响乐《人
文颂》，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在世界文明的舞台
上唱响华夏正声。

成功的先行者必须要有过人的眼界与智成功的先行者必须要有过人的眼界与智
慧慧，，凡事三思而行凡事三思而行。“。“文化深圳文化深圳””建设者的建设者的
眼界和智慧体现为他们勇当城市思想者眼界和智慧体现为他们勇当城市思想者，，为为
深圳文化发展找到了理论支点深圳文化发展找到了理论支点。。

文化流动理论
颠覆传统文化观念

深圳，没有秦砖汉瓦，没有悠久的历
史，可以拥抱灿烂的文化吗？从深圳特区成
立伊始，“深圳有没有文化”的话题，就引
发争论无数。然而在现实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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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化理论在这里集成创新，多种多
样的文化表现形式在这里落地生根，在这里
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

“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
邦”。王京生在 《文化是流动的》 一书中这
样阐述了深圳文化崛起的奥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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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通过增强文化的经济推力，通
过市场重新配置文化资源，通过打造文博
会、文交所、国家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等市场
平台，建设全国最集中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让全国的文化资源在深圳实现价值，提升文
化资源配置能力；通过提升文化创新力来做
大文化增量，如“深圳观念”的价值创新、
深化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文化+科技”的
产业创新等。

文化是流动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观，
它突破了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论窠臼。“文
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本身是一个创造
的过程”。“任何兴旺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一定
是流动文化最活跃最激烈碰撞的地区，而没
有流动文化或流动文化很少光顾的地区，一

定是落后的地区定是落后的地区””…………““文化流动理论文化流动理论””充充
满了对当今文化的深刻思索与创新意味满了对当今文化的深刻思索与创新意味，，不不
仅对深圳意义重大仅对深圳意义重大，，对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发对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发
展乃至文化强国建设展乃至文化强国建设，，亦有实践价值亦有实践价值。。

倡导创新型、智慧型、
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消费型文化野火蔓
延的今天，不少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定位在
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上，强调文化的商品性，服
务于广大市民的消费性需求。深圳则提炼并
倡导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创新型、智慧型
和力量型文化，并致力于将其打造为城市主
流文化，为城市注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

昂扬向上、积极奋进的文化诉求是一座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前提。在人类历史
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城市娱乐文化高度繁荣
的例子，这既可能是当时城市文化高度发展
的反映和体现，也可能是国家或王朝即将衰
亡的征兆。比如南宋的临安，其市民文化生
活在当时世界可能是最丰富的。但那种人为
的懈怠所引起的文恬武嬉、不思进取，最终
导致了南宋的灭亡。罗马帝国的兴起和伟大
是众所周知的，但罗马人后来那种生活方
式，尤其是过于追求休闲和娱乐的价值取
向，让它最终走向衰亡。与南宋临安及古罗
马高度娱乐、休闲化的自我消弭性文化相
比，还有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这就是融合了
血性和理性的力量型、智慧型和创新型文
化。

创新型文化的实质就是价值创新，是价
值取向、价值内涵、价值坐标、价值表达的
改造和更换。深圳的价值和生命就是改革创
新，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智慧
型文化，更多偏重于民族文化结构中理性的

2003 年 1月，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
立市”战略，确立“文化强市”目标。11年来，深
圳在文化领域的勇敢开拓和执著追求为深圳
文化迎来了爆发式发展。2008年深圳荣膺“设
计之都”头衔，2009 年当选“杰出的发展中的
知识城市”，2013年《人文颂》奏响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总部、成为“全球全民阅读典型城
市”……深圳被称为当代中国城市文化创新
发展的典范。

文化体制改革先行先试，
城市文化竞争力不断提升

2003年，深圳成为全国首批9个文化体制
改革的全国试点之一。在改革中，深圳切实转
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一方面做好“加法”，出
台《文化创意产业振兴发展规划》及其配套政
策，一方面做好“减法”，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
槛，精简市级文化行政审批事项，深化国有文
化单位改革，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全部转企
改制，组建国有文化集团，先后成立了深圳报
业集团、广电集团和出版发行集团，以建设

“效益集团”为目标，推动三大文化集团实现
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2013年，深圳专门设立“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
办公室”，制定出台《深圳市文化改革创新三
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深圳国有
文化单位逐步建立起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
管理运行机制，文化资源在市场中高效配
置，催生了腾讯、华强文化、雅昌等一大批
文化领军企业，各类民间文化组织和文化市
场主体星光熠熠，城市整体文化核心竞争力
明显提升。

深圳还积极探索公益性文化基金发展的
新模式。建立于1994年的“深圳市宣传文化事
业发展专项基金”，通过专业化、公开化和程
序化的方式，从社会上广泛征集文化项目，努
力实现公共文化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基金还
在 2008 年建立了绩效评估机制，实时对获批
基金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和绩效评估。2013 年
又首创“文创贷”金融服务，推进文化企业贷
款方式和保险险种多样化，建立健全“两金”
资助项目的退出机制等。经过多年实践探索，
形成了“以项目为管理对象、以资产为管理核
心、以绩效为管理手段”的基金管理创新模
式。文化基金设立以来，扶持了“深圳读书
月”、“创意十二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一
大批知名文化品牌，催生了一批体现时代精
神、富有艺术内涵、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精品
力作。

坚持推广城市阅读，成就
“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对于民族、城市、个人而言，阅读都是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阅读无法被任何东西所取
代，也无法被外界的任何力量夺去，它代表这
座城市的气质和心灵，是这座城市发展的支
柱和动力。

深圳以“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
企业运作、媒体支持”的运作模式成功创办了
1414 届届““深圳读书月深圳读书月”。”。通过通过““读书月读书月””举办了一举办了一
系列服务市民的综合读书活动系列服务市民的综合读书活动，，不仅开全国不仅开全国
之先河之先河，，而且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还而且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还
超前两年超前两年。。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广下在政府的引导和推广下，，深圳市民深圳市民

““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荣、、以读书为乐以读书为乐”，”，书香弥漫着整个书香弥漫着整个
城市城市。。深圳人均购书量连续深圳人均购书量连续 2323 年稳居全国大年稳居全国大
中城市首位中城市首位。。参与深圳读书月的群众从首届参与深圳读书月的群众从首届
170万人次到第十四届 1000余万人次。“深圳
读书月”已成为全国著名读书文化节，被称为

“文化创举”，它不但让这座城市有了高瞻远
瞩的气度与抱负，而且让这座城市因为热爱

读书而受人尊重。
2013年10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

予深圳市“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证书，以
表彰深圳坚持不懈地推动国际化城市建设和
全球文化交流合作，尤其在推广书籍和全民
阅读、建设学习型城市方面为全球树立了典
范。这是该组织授予全球城市关于全民阅读
的最高荣誉，深圳也是迄今唯一获此殊荣的
城市。王京生也因在推动深圳全民阅读、建设
设计之都、实现城市文化跨越发展、推动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交流合作中的卓越贡献
获颁“孔子奖章”。这座以创造经济奇迹闻名
于世的城市，再次因文化的前瞻思考和高贵
坚持，赢得了世界的瞩目。

勇敢树起“深圳学派”旗帜，
打造城市文化的精神高地

从传统意义上讲，深圳的“学派”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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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6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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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题为《深圳
应有的文化态度》的演讲，首次提出“深圳学
派”，并立即引起国内文化界的关注与论战。
随后，王京生在争论中发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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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最高端，是一座
城市与其他城市对话能力的体现。“深圳学
派”的提出，正是对深圳学术文化现状的一种
反思，也是提升学术文化水平的一种自觉行
动，寄托了深圳学人的学术理想和学术追求。
16 年前，深圳勇敢地宣示“深圳学派”的文化
理想；16年来，“深圳学派”的内涵经过时间的
沉淀愈加明晰。特别是 2003 年确立“文化立
市”战略以来，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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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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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3月，“深圳学派”一词首次出现于政府
文件中。2012年4月，深圳明确提出打造“深圳
学派”，明确以“全球视野、民族立场、时代精
神、深圳表达”为宗旨，正式将构建“深圳学
派”纳入深圳文化发展和繁荣的整体发展战
略。随着 2014 年第一批《深圳学派建设丛书》
和《深圳改革创新丛书》的出版，《深圳学派》
正加快脚步向我们走来。

50 期周刊对我们而言只是个开始，对于
“文化深圳”而言也不甚完整。深圳文化正以蓬
勃之势御风而行，我们必须跟上它的步伐，和它
一道，为我们的共同事业，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高扬文化之帆，用实干助推中国梦。

部分，它主导着文化发展的方向。力量型文
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结构崇尚正义、向
上向善的价值品性，强调文化发展应具有自
强不息的血性和进取性。只有融合了这种文

化价值的文化，才是真正健全的和具有比拼
力的文化。深圳倡导创新型、智慧型、力量
型城市主流文化，就是在路径上、内涵上寻
找一种有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新文化。

探路者的胸怀和担当
——为中华文化复兴而创新探路

先行者的眼界和智慧
——文化是决定城市发展的根本

开拓者的勇敢和坚毅
——成就城市文化创新发展典范

开拓者的勇敢和坚毅
——成就城市文化创新发展典范

《文化深圳 2013》（人民日报
出版社） 书影

《文化深圳 2013》（人民日报
出版社） 书影

《新华文摘》2014年第7期全文转载了《文化深圳》周
刊发表的《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解读》

人民网首页2013年7月3日转载《深圳
观念为何总能风行全国》截图

新 华 网 首 页 2013 年 6 月 19 日 转 载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如何从深圳
喊响的》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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