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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流动颠覆积淀思维 后发赶超创立理论支撑

看经济特区如何 续 写 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文化传奇
——深圳“新兴城市文化流动与文化创新研究”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翁惠娟 马忠煌

2014年9月19日，深圳学派建设迎来又一标
志性事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兴
城市文化流动与文化创新研究”开题论证会举
行。由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为首席
专家投标的课题“新兴城市文化流动与文化创新
研究”，被确定为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
重大项目。课题组邀请来自北京、上海、香港、
广州的全国多位专家学者和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进行开题论证，与会专家学者对“文化流
动”这一深圳文化基础理论创新予以充分肯定，
认为该理论从根本上回答了深圳文化何以跨越发
展的缘由，为深圳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奠定了
理论基石，并为新兴城市文化发展及中国的文化

创新发展提供宝贵借鉴。
自2012年5月王京生《文化是流动的》一文

发表以来，特别是 2013 年 10 月 《文化是流动
的》 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文化是流
动的”这一命题就成为深圳，甚至全国文化理论
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一大批知名学者参与其中。

在特区成立之初，深圳被戏称为“文化沙
漠”，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圳的观念文化、
移民文化、企业文化等却一路领先并辐射全国，
近年来城市文化更是跨越发展。“文化是流动
的”正是深圳作为新兴城市在文化创新中实现文
化发展“弯道超车”的理论依据，而深圳，也正
是文化流动理论最为生动的样本。

在特区成立初期，许多人在为深圳速度赞叹不已时，谈起
文化常摇头叹息。这样的忧虑，来自于人们认识文化的固有定
势——“文化积淀论”。

可是，在快速发展的社会，在文化大变局时代，文化只有积
淀一种方式吗？

现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京生1988年从北京来到深圳，
在感受深圳涌动的文化春潮、目睹特区丰富的文化实践时，面对
着不绝于耳的“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质疑，他开始思考：将文化积
淀作为有无文化的根本判断是否太绝对化？一个文化积淀薄弱的
城市，一个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城市，是否可能和如何能够在较
短时间内实现文化快速发展，乃至成为新的文化中心？

历经十年磨砺，《文化是流动的》向“文化积淀说”发出了深
圳的文化宣言。

文化流动理论这样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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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
人群、凡有社会，即使是穷乡僻壤，都是有文化的，只不过形态
不同而已，有的可能是灌木丛，有的可能是绿草地，有的可能是
大森林……”

移民文化因海纳百川而博大，四面八方的人汇聚而来，带
着原居住地的文化烙印，各种文化在激荡、碰撞，移民文化在萌
芽、生发……

北京大学教授于长江认为，文化流动理论既回答深圳当前
的文化问题，也回应着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争鸣的不少文化讨
论。深圳每个个体都来自中国文化相当深厚的地区，都有深厚
文化背景，本身就是每个地域文化所“化”之人。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一个‘化’
的过程。只有人的流动才能使文化的流动变成可持续的过程。
深圳是二战以来全世界最大的移民城市。如果没有移民，深圳
不可能在全世界发挥这样的影响力。”

移民文化的影响力，可从“深圳十大观念”中一窥究竟：“鼓励
创新，宽容失败”犹如许给创新者的诺言，而“来了就是深圳人”让
闯荡者心头一暖；“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堵饶舌者之利口，壮实干
家之声色；“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让陌生人彼此关爱……

改革开放的崭新观念文化，在并不肥沃的文化土壤中找到
扎根和生长的机会。

今天的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已成战略性
新兴产业：2013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
到 1357 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 9.3%，是
2003年的10倍。

难以想象，一个几乎没有文化资源的城
市，短短 10 年，在产业发展中可以爆发出
如此惊人的能量。

对于这样的能量，文化流动理论的学术
解读是——“文化增量”。

文化流动理论这样阐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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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量，体现在文化产业。这座缺乏文化
产业资源的城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增幅年均
25%。十届文博会累计成交额超过一万亿
元，文博会、深圳文交所、中国文化产业投
资基金、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四个国家级
文化产业发展平台，犹如“四轮驱动”推动
深圳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深圳文化产品出
口占全国17%，成为中国文化产品进出口的
重要基地和主要口岸。

增量，体现在文化事业。这片缺乏历史
沉淀的土地，建起了“两城一都”。“图书馆
之城”：拥有200台自助图书馆、640家公共
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 2.25 册；

“钢琴之城”：全市拥有钢琴量超过 28.5 万
台，钢琴普及率为每百户家庭达9.1台；“设
计之都”：2008 年荣获联合国“设计之都”
称号，有 30 多万设计从业人员和 6000 多家
设计企业，工业设计市场份额占中国内地比
重超过50%。

增量，体现在文化活动。这片没有太多
文化可传承的土地，从无到有缔造文化品
牌。22 年的鹏城金秋艺术节、14 届深圳读
书月、10 年市民文化大讲堂、11 届深圳关
爱行动、9 届创意十二月，每年 1 万余场文
化活动让千万人次市民受惠。

“为什么一些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到今
天却成了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地区，文化发展
积淀相对落后的地区却在文化发展上相对居
上？”深圳社科院原院长彭立勋认为，文化
流动理论，正是建立在文化发展是受到多种
复杂因素影响制约的认识基础上，说明只有
流动才是文化的源动力。

从 2003 年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全国试
点后，深圳四次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
进地区”称号。伴随着十年文化体制改革，
深圳文化跨越发展。

文化流动理论认为：文化流动过程就是
文化创新过程，城市文化间的竞争与较量，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创新能力。“文化
的流动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文化的生命力
在于不断地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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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其发展状态，关键是看这种
文化能否有自我创新的机制。”

文化创新文化创新，，首先是文化价值创新首先是文化价值创新。。深深
圳圳 20032003 年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年就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立市文化立市””
战略战略，，之后又提出之后又提出““拼文化拼文化”、“”、“以文化论以文化论
输赢输赢、、以文明比高低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败以精神定成败”、”、

““实现市民文化权利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维护国家文化主维护国家文化主
权权””等理念等理念，，思想的解放与行动的务实交思想的解放与行动的务实交
相辉映相辉映。。

文 化 创 新文 化 创 新 ，， 在 于 文 化 体 制 机 制 的 创在 于 文 化 体 制 机 制 的 创
新新。。深圳像抓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抓好文化深圳像抓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抓好文化
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在创新管理中在创新管理中，，切实转变政府切实转变政府

文化管理职能；在体制机制改革中，国有
文化单位普遍建立充满活力、富有效率的
管理运行机制；引导社会力量办文化，按
照政府采购、社会团体承办的运作模式，
打造了深圳读书月、市民文化大讲堂等文
化品牌。

文化创新，还在于文化科技的创新发
展。文化与科技紧密结合，创意与创新水乳
交融，已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路
径。腾讯、华强等一批高科技含量、高文化
含量的文化科技企业异军突起，为中国文化
产业发展探索一条成功之路。深圳还探索出

“文化＋创意”、“文化＋金融”、“文化＋旅
游”等新的发展模式，极大提升文化创造
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创新，成为深圳文化的 DNA，成为文
化深圳崛起最澎湃的内驱力。

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于平形象地把文
化流动理论比喻为“文化流动性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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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复兴，是中国梦的应有之义。今天的深
圳，也被中央赋予了中国文化改革发展和文化产
业发展“领头羊”的新期待。

对此，文化流动理论有着清晰的指引——中
心城市必然拥有两个辐射能力，一个是经济辐射
能力，一个是文化辐射能力。世界上著名的城
市，都是以独特的城市个性、品位和文化内涵，
体现其卓尔不群的风格与魅力。在城市文化战略
中，必须尊重“文化是流动的”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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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深圳就提出“维护国家文化主权”
理念，并在文化发展中探索“国家立场深圳表
达”。去年 10 月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博科娃为深圳颁发了“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
证书，这个荣誉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热爱读书的形
象；深圳大型原创合唱交响乐 《人文颂》 在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奏响，在世界舞台上展现
了中华文化的光辉和价值，同样是国家立场的一
次精彩“深圳表达”。

文化流动理论提出：文化生态，乃是一个城
市最要紧的事情，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态，首
要的就是要确认流动文化的重要性，并且为文化
的流动创造日益广阔的空间。

深圳，为自己选择的健康向上文化是“创新
型智慧型力量型城市主流文化”。创新型文化，在
扬弃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利弊选择和大胆开拓
中，再造城市文化的新内涵新表达；智慧型文
化，强调张扬人的理性，任何具有生命力的文化
必然是充满智慧的文化；力量型文化在于鼓舞人
们奋发向上的激情，融合了胆力和血性，刚健自
强。

王京生说，深圳培育创新型智慧型力量型城
市主流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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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型文化，是我
们希望深圳最终达到的城市文化，也希望通过深
圳实践把三型文化推向全国，助力中华文化的复
兴。

文化是流动的，深圳文化实践为这个价值判
断提供了可贵的样本，而这一理论体系，适用的
不仅是深圳。

深圳大学教授吴俊忠认为，文化流动理论对
于其他城市的文化发展乃至文化强国建设也将发
挥理论指导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花建说，文化流动理论展现了面对全球
文化流动的前瞻视野，提出对当代城市文化发展
有指导意义的应对策略。

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流动风云际会，一个新
的纪元正在开启。正如同文化流动性宣言所说
——全球化已使文化流动走向极致，我们不希望
文化停留在一个地方性、区域性的梦想上，而是
希望在大规模的流动中使各民族、地区、城市的
文化发生更大的碰撞和融合，并且以其各不相同
的文化资源和个性达到“美美与共”的文化图景。

揭示深圳文化本质
直面“深圳有没有文化”问题

揭示深圳文化本质
直面“深圳有没有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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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文化竞争实质 直面“深圳有多少文化”问题剖析文化竞争实质 直面“深圳有多少文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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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文化发展过程 直面“文化为什么跨越发展”问题剖析文化发展过程 直面“文化为什么跨越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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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示文化未来
直面“文化如何走向复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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