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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深圳

文化的流动性本质要求城市文化的发展
必须要在促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如果一种
文化战略极大地带动了文化的流动，增强了
文化的活力，那么这种战略至少适应了文化
生长的特性和内在需要。流动的文化需要更
为广阔的空间来展露其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文化的流动性决定了它只有在创新、交流中
才会有更大的发展。考察一种文化是否有活
力，是否有发展的可能性，关键就是看它流
动的能力、空间和程度，如果它不再与它种
文化相碰撞相流通，不再有大面积的流动，
那么它就可能停滞甚至死亡。

城市的发展已经逐步迈入以文化为主题
的竞争阶段，以文化比后劲，以文化论输
赢，已经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因此，
如何拟定相应的文化发展战略，不仅决定着
城市文化的未来，也将决定着整个城市的命
运。

如何选择文化战略呢？每个城市因为其
经济社会状况不同，文化传统与资源各异，
文化战略面临不同选择。在选择城市文化战
略时，都必须尊重“文化是流动的”这一基
本定律，并且相信只有流动的文化才是活的
文化，才是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正因如此，
对文化战略的选择，也必须最大限度地在促
进文化流动上做文章。

（一） 树立新的文化资源观。长期以
来，我们一直坚持的文化资源观认为，文化
资源主要是指历史既有，即我们所已有的文
化遗产、文化古迹、文化大师、文化精品
等，似乎只有这些才是真正的资源，才是未
来文化发展的依托。如果按照“文化是流动
的”的定律去理解，我们的文化资源观必须
革新。

首先，对一个地区的文化开发而言，文
化资源绝不仅仅是地域性的，我们要在更大
空间中去理解资源及资源配置的问题。也就
是说，文化的跨地域的流动决定了文化资源
的世界性流通，而绝不仅仅为一个地区所垄
断。尤其是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跨地域的
文化流动使文化生产也变得全球化了，文化
人才、文化遗产、文化符号等等，都将在更
大的文化空间中予以配置。

其次，就文化资源而言，历史既存固然
重要，并且可以直接进行文化旅游等方面的
开发，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从“文化是
流动的”这一特殊性来理解，一个地区的文
化资源总量并不是固定的，其中一个巨大的
变量因素在于，一个地区对文化增量的获得
程度。城市的文化竞争，是文化存量之间的
竞争，但更是文化增量之间的竞争。三四十
年代的上海从传统文化资源而言它是无法与
北京这样的文化古都相类比的，但工业化的
生产，世界性的流通，使上海得以在更大程
度上参与国际性的文化流通和现代性的文化
扩张。文化增量的急剧上升，使其摆脱了原
有的文化存量不足的尴尬，并形成了与北京
之间的强大的对话能力。深圳如果从文化的
历史既存而言，它远远比不上内地众多的历
史文化名城，但它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文化
影响力，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创造，尽管
没有多少传统的文化资源，但并不妨碍深圳
成为国内领先的文化旅游城市。深圳的文化
影响并不依赖于原有的文化资源，它在20多
年间的新鲜的文化创造使之大放异彩，并由
此改变了被讥为文化沙漠的旧有局面。

（二） 增强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文化
的流动并不是盲目的，它有自己的定律。探
讨其中的动力机制，对改变文化流动的方
向，影响文化流动的程度，将有重要意义。
当然，这种动力机制有许多，其中有文化自
身的和非文化的因素。特别是到了现代商业
社会，非文化的因素，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影
响不容忽略。经济动因往往成为现代社会各
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记得在和著名作
家梁晓声先生的对话中，我们曾经产生过一
个共识：凡工商业发达之地，必文化兴盛之
邦。这在历史上是有过无数例证的。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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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就是说，要更大程度地发挥财富的推
动作用，使各种文化要素的流动与配置更为
有效。

增强文化的经济推力，还有一个重要领
域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现代城市的文化竞
争，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产业的竞争，谁能
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谁能使其文化影
响更多的人，谁的文化产业就更发达。在文
化中心如伦敦，超过 20 万人在文化部门工
作，占城市就业人口的 5％。日本娱乐业的
年产值早在1993年就已超过汽车工业的年产
值。美国的文化产业更为发达，其视听产品
出口额仅次于航空航天等少数行业，在国际
上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许多发达
国家和地区，居民文化消费已占据总消费额
的30％以上。因此，在制定未来的城市文化
战略时，必须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一项重要的
战略选择，没有产业化的文化运作所带来的
推动力量和影响力，文化的大规模流动与扩
张是不可能的。

（三） 培育文化的创新能力。文化的流
动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一个文化的生命力
在于不断的创新，只有创新才能生存，只有
创新才能发展。因此，衡量一个城市文化流
动的能量，检验其发展的状态，关键是看这
种文化能否有自我创新的机制。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种文化进步的灵
魂。文化流动的过程，就是文化创新的过
程。城市文化之间的竞争与较量，在很大程
度上依赖于各自的文化创新能力。因此，必
须从文化创新的角度确立新一轮城市文化发
展的战略目标。这种创新至少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1、文化的价值创新能力。文化的流
动，不仅仅是器物的流动，风尚的演变，更
是观念的变迁，价值的流变。一种文化要想
保持活泼的生命力，要保持观念的辐射力，
就必须要有一种价值创新的能力，并通过价
值创新，形成文化发展的领先优势。

2、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文化的中观
层就是制度层面，制度包含了一种文化处理
人和人、人和事、人和自然等等关系的基本
能力。无论是观念变迁，还是行为变动，最
终都要在制度层面上加以落实。制度文化最
能反映一种文化自我管理、自我调整的能
力。而制度创新也是观念创新、行为创新的
根本所在。因此，文化的制度创新能力，是
判断一种文化成熟与否、先进与否的重要标
准。

3、适应时代变化的创新能力。文化发
展与经济之间常常存在不平衡的现象，经济
社会变化较快，而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变化相
对迟缓。因此，要推动文化发展，必须在文
化对时代的适应和表现能力方面有所创新。
不与时代合拍的文化必然会被遗忘和淘汰，
会成为死的文化，而与时俱进的文化则会找
到更大的生长空间，会有无限的生机和活
力。

4、文化科技的创新能力。现代文化生
产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开发和高
新技术成果的运用，因此，文化科技创新能
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到现代文化生产的质量
与水平。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影响全球，特别
是美国影视产品之所以能占领世界各地的市
场，这与高新技术的运用有着重要的联系。
中国文化生产和制作相对滞后，一个根本原
因就在于生产手段与方式的落后，要使文化
生产上水平的话，必须首先通过文化科技的
创新，形成优势，特别是在视听技术、数码
技术等现代高新技术成果的运用上领先一
步。

中国城市文化竞争的时代，也是文化大
规模流动的时代。那种僵死的文化观念，过
时的文化想象，落后的文化制度，对今天的
生活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其引导作用。我们说
文化是流动的，就是希望在一个变动不居的
时代，文化以其创新的能力、超常规的发展
而给这个时代带来更多人文的光辉。全球化
已经使文化流动走向极致，我们不希望文化
停留在一个地方性、局部性的梦想上，而是
希望在大规模的流动中使各民族、各地区、
各城市的文化发生更大的碰撞和融合，并且
以其各不相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个性达到

“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
（作者为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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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充满了流动。自然界中的江河在流动，以它不竭的能源、伟大
的动力起于高山之巅，冲击原野，最后进入大海。而大海也不平静，它
时而激起滔天巨浪，时而形成摧毁一切的巨风。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物
的流动、人的流动和媒体的辐射等，使我们每天都处在变化之中。在今
天，这种流动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在这些流动之中，我们往往忽略
了文化的流动。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些观点：某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文化，曾经是文化的中心，因此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人就是有文
化的。反之，某地就是没有文化的，因为那里没有文化的积淀。这种观
点把价值的指针停留于过去，否定了文化自身的创造性和更新性。

在笔者看来，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我们脚下的土地，随着
时代的变化和人类的发展，它孕育的东西数目繁多而又千姿百态。辽阔
的北美大陆17世纪初叶只有几处零散的居民点和稀疏的人口。但开拓新
大陆的生活现实逐步把三大人种的居民联系起来，并使他们的文化发生
接触、冲突乃至融合。久而久之，融合出独具特色的美国民族文化。这
是美国文化给我们的启示，也是文化需保持流动性的证据。

流动性的文化有着自身的定律，它体现
在纵的流动与横的流动两个方面。在人类文
明史当中，我们能发现许多既未流动也未继
续发展，而是在出生之后便停滞不前的例
子。斯巴达为了对付人口压力，在对希腊世
界的征服中，消耗了他们的创造能力。爱斯
基摩人尽管发展出一种极具特色和高度适应
性的北极文化，但这也使他们成了艰苦环境
的囚徒，因为生存的首要任务耗尽了他们全
部的精力。回到文化是河流的譬喻中，除了
一些因不流动而干涸外，当然也有一些最终
形成了强大的水系，冲击出广阔的平原，最
后汇流成永不回头的江河注入大海。

文化就像自然界，其蓬勃的生命力来源
于流动。越是健全发达的人类、越是高尚的
文明，受到文化洗礼和浸润就越加重要，这
种浸润、洗礼应该来自于流动的文化而不是
僵死的文化。我们不可能沉浸在一种固化的
文化围城而希望自身得到发展。从城市的发
展历程来看，多少城市曾经辉煌一时，成为一
种文明的中心和一种文化的代表，但大部分
都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原因很复杂，如战争
夷平了建筑，灾害造成大面积的人口减少，经
济像腐朽的梁柱一样轰然倒塌，都可能造成
一座城市的最终衰败。实际上，在这些具体的
事实背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
那就是文化的停滞和没落。与此相反，那些曾
经是文明边缘的地方，因了流动文化的浸润
慢慢地活跃起来，从蛮荒之地渐渐地演变成
为绿洲，甚至成为新兴的文化中心。

仅有文化的历史纵向流动显然不能说明
城市崛起的原因，文化还有空间横向的流动
性。后者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
惊叹。原来发端于两河流域的基督教后来却
兴盛于欧美地区，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却在
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气象，
中华文明也曾远走他乡，辐射到周边地区，
带动了诸如日本这样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
的前列。只有 20 多年历史的深圳更是这样。
它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之地，但改革
开放催生的新的观念文化却首先在这里找到
了立足和生长的机会，并形成了自身的文化
风格。也许有人会以古城北京为例质疑流动
文化，但北京本身就是流动文化的产物，是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大熔炉。它熔铸着中
国北方契丹、辽金，特别是蒙古、满清之地
的少数民族文化，使它们和强大的汉族文化
相结合。这种熔铸过程到今天也没有结束，
它使北京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通融性。

那么，这种纵横交错流动的文化给我们
什么启示呢？或者说它有哪些定律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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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4 世纪初至 17 世纪
中叶，西欧相继出现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
革运动。欧洲文化的冬去春来，与其文化视
野越来越开阔有关。十字军东征后东西文化
的联系不断扩大、深入。他们从穆斯林文化
中获得自己古典时代的一些文化遗产，这些
文化遗产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化迥异。这
吸引了大批人文学者如饥似渴地去搜集、翻
译、整理古典文化遗产，文艺复兴由此开
始。中国的四大发明，经阿拉伯人之手陆续
传到西方，对 14 至 17 世纪的欧洲起了巨大

的革命作用。造纸术和印刷术加速了文化知
识的传播，火药推动了西方社会的发展，指
南针为航海提供便利。后两者对西欧近代自
然科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技术的改进，也起
了巨大的作用。尽管四大发明在中国很早就
出现了，但一直未得到改进，处于停滞状
态，所以当西欧学习了各种文化逐步发展强
大起来时，中国仍固守在封闭的传统文化之
内，对外面世界持排斥态度。这就阻碍了文
化的流动，使近代的中国吃了落后就要挨打
的亏。

（二） 历史文化的积淀有它有利的方
面，它可以增强一个城市市民的自豪感，并
且从更深远意义上来讲，保持一个民族文化
的传统能够薪火相传，它是任何一个民族和
国家都应该极为珍视的无价财富。但是这种
财富并不能兑换成等价的现实利益。它的宝
藏是巨大的，但它的收益也许是非常微薄
的。英国的博物馆藏品有 600 万件，一年的
观众是六七百万，他们采取自愿投币制度，
你愿意投多少就投多少，他们不在乎门票收
入，仅这一点就可看出他们的长远目光。博
物馆成为城市的标志和骄傲，大大地提升了
城市的知名度，并以此带动了整个城市的经
济发展。从另一方面说，传统文化也能够窒息
一切生动、活泼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变成
沉重的历史负担。中国社会迟缓的发展历史
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中国人的思维定式里面，
一切都要在过去历史和祖宗的牌位上寻找根
据，这就是我们步履沉重和历史上的改革屡
屡失败的基本原因。因此，绝不能信赖于所谓
的底蕴和沉淀能在今天爆发出奇迹。

（三） 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
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
承载者。而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历史上遗留下
来的器物文化，只是文化的化石。相当长的
一个时期，某些学者曾经将深圳看成文化沙
漠，认为深圳是一个文化的不毛之地，这里
没有古老的建筑，没有几个读古书之人，没
有流行的家乡小调和地方戏，没有二人转和
河北梆子。他们没有看到，那么多移民带着
各种各样的文化基因和文化梦想，源源不绝
地流入这个城市。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你
可以说由于这里的人口素质低，它所孕育的
文化是灌木丛而不是大森林，但是你不能说
这些人不是文化的承载者。浩浩荡荡的旅游
人群，络绎不绝地从四面八方去看古老的山
寨，去看远在边陲的母系生活状态，泸沽湖
的“阿注”婚姻，那难道不是一种文化形态
吗？不是去看一种文化形态又看什么呢？人
的流动正如物的流动一样，越频繁，规模越
大，一个地区就越有活力。

（四） 文化生态或者说生态文化，乃是
一个城市最要紧的事情，如何营造一种健康
向上的生态文化，成为明智的领导者和单位
的管理者最根本的职责。它的营造就是要确
认流动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为文化的流动创
造日益广泛的空间，使流动的文化能够在这
里得到充足的养分，生根壮大，同时利用各
种各样的制度保障文化流动的渠道，过滤流
动文化中带来的杂质，唤醒沉睡中富有生机
活力的东西。生态文化的核心理念是文化的
价值观，而它生存的基本条件则是包容的胸
怀，永远不要只主张一种东西存在，而排斥
其他东西。

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来源于流动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来源于流动

城市文化战略必须尊重“文化是
流动的”基本定律

《文化是流动的》书影《文化是流动的》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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