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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城市化不断向前推进，人们追求效率和速
度，生活节奏太快而无法享受生活的美好，慢城运动应运而生。慢
城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在保留现代化的基础上给人们更多的时间去
休闲、享受和交流，过更有品质的慢生活。

慢城之“慢”并非是停滞不前，而是一种绿色、生态、可持续
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核心是放慢生活节奏，充分享受
生活的乐趣，回归生活本质，体会生命意义。不仅是将快节奏的生
活步调放慢，而且是创造一个返璞归真的环境。在这里，你可以慢
慢地行走和路人打招呼，而不用行色匆匆的上班下班，赶车回家；
你可以悠闲地走进厨房，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而不用随便走
进某家快餐店只为填饱肚子；你可以周末与家人、朋友一起骑车到
郊外，享受新鲜空气，漫步林间绿地，而不用窝在家里抱着手机无
所事事。

全球化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却在不知不觉中抹杀了各个
城市的特点。放眼望去，高楼大厦林立，汽车穿梭不停，人们穿的
是西装革履，吃的是快餐便当。而慢城强调尊重传统，保护特色，
保持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在这里，你可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欣
赏传统习俗表演，品尝当地特色小吃，制作当地传统手工艺品等。
让你感觉到这是不一样的城市，体验的是不同的生活。

慢城保护了当地静谧的自然环境，使其远离污染和工业损害，
给当地人提供了一种更为宜居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作为旅游地，慢
城也给前来旅游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短暂休息、放飞心灵、寻找自我
的地方，使他们体验慢生活带来的乐趣。同时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也
给居民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慢城这种“慢”生活的方式恰恰也符合老年人的生活节奏，老
年人追求的是回归田园，颐养天年，慢城可以很好地满足养老的需
求。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慢城的建设可以充分满足老年
人内心渴求的健康、自然、舒适的生活环境，使老年人安享晚年生
活。

慢城并不排斥现代化的文明成果，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相互交
融，因而发展前景可观。对年轻人而言，这种有节奏的慢生活，给
年轻人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生活的新视角，并且能对忙碌的工作生
活进行调剂。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这必然会成为
一种理想的未来生活状态。

放慢脚步，来一场慢城生态之旅，亲身感受一下慢生活的魅力吧！

慢城运动开展已久，越来越多的城市参与进来，中国已经有5
个城市获得了国际慢城的称号。

在中国传统生活中本来就有很多“慢”的哲学，也不乏历史
悠久，同时保持着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如大理、拉萨、厦门、成
都等，而随着宜居理念不断深入人心，慢城作为宜居的城市模式
之一，更是吸引了很多人走进慢城，了解慢城。

原始自然 风景如画

位于苏南一隅的高淳桠溪镇是中国首个国际慢城，这是一条
长约 48公里的观光带，6个行政村被一条水泥马路串在一起。道
路两旁，一簇簇、一丛丛鲜艳的波斯菊竞相开放，满坡郁郁葱葱
的早园竹也迎风摆动，欢迎着从各地到来的游客。

漫步慢城，青山绿水，微风徐来，金花成路，绿树成荫，远
处一幢幢徽派的白墙青瓦依山而立，与水塘中的倒影交相呼应。
随处可见黄澄澄的柿子挂在枝头，各种成熟的瓜果蔬菜让人垂涎
欲滴，还有四处嬉闹的孩子们和坐在门口闲聊的老人，一幅多彩
的乡村风光图，不愧是长江之滨最美丽的乡村。

“半城山水半城楼，一川风景一川情”，作为潇贺古道上的一
个重要商旅驿站，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浓郁的瑶族民俗
风情以及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历经沧桑而不失美丽，流淌千秋而
依然壮观。徜徉林间崎岖的小路，不时惊起树梢的小鸟，更有清
风微醺，送来阵阵花香和青草的芬芳，喧闹急躁的都市生活离我
们渐行渐远，富川的慢生活就这样一点点走进我们的心灵。

走进富川，亲近瑶乡，占地数百亩的四季“花海”生态农业
观光园风景优美，园内种植有孔雀草、一串红、红叶鸡冠花、醉
蝶花、薰衣草、向日葵等30个品种的名花名草。黄色、紫色、红
色等各色花瓣交错相接，风景如画。置身花海中，清风拂过，香
气袭人，一望无际的“花海”让人顿时心旷神怡。在夕阳的余晖
下与恋人依偎，观看瑶家民俗上灯炸龙，在古明城神楼里闹响瑶
寨新春。触摸唐村宋寨，在明城清塔中聆听青砖黛瓦马头墙的远
古呼唤，在富川享受慢生活。

古风浓郁 特色十足

山东曲阜“九仙山——石门山”片区是中国第一个文化国际
慢城。曲阜是山东省西南部的历史文化重镇，是神农故都、商殷
故国、周汉鲁都，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
派创始人——孔子的故乡。曲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祥地之一，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古风浓郁，底蕴厚重。

石门山片区将文化内涵进行深度植入，开启了儒风雅韵与山
川河流相呼应的慢城模式。

“儒是城之魂”，儒家文化作为建设文化国际慢城的重要组成部
分，石门山镇各村也在努力营造文化氛围，你可以看到各种仿古的
村落，古色古香的民居，还能看到以儒家文化和田园山水为内容的
文化墙，以及为了留住乡村记忆举办的各种民俗展览。这里保留着
完整淳朴的鲁地风俗和原始的自然山水，民风纯朴、百姓好客、儒风
习习。闻着漫山芳香，踏着满地落叶，徜徉在乡村小路的夕阳下，在
那数不清的历史文化遗存中，让浮躁的心灵慢下来，用心去感受，
去聆听鲁国那朦胧的歌谣，去寻找鲁国那远去的时光。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是中国继南京高淳桠溪镇之后的
第二个国际慢城。地处粤东北的梅州是“世界客都”，一直以来以

“休闲到梅州、享受慢生活”享誉海内外。在雁洋，你可以欣赏到
原生态的客家乡村风景，接触到热情好客的客家人，领略到经典
传统的客家文化，品尝到健康绿色的客家美食。

当客家风情遇上国际慢城，梅州不仅要做客家文化的博物
馆，还要将建设国际慢城与创建广东文化旅游特色区的理念融
合，做到既保护环境，又发展经济；既传承文化，又创新转型；
既幸福市民，又快乐游客；实现生态与发展共赢。

放慢节奏 品味生活

城市的快节奏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疲倦，而慢城的慢生活给
久居闹市的我们一种全新的体验。在这些地方，车可以慢慢开，
路可以慢慢走，书可以慢慢读，饭可以慢慢吃……很多慢生活爱
好者在某个角落里一坐就是一天。慢生活并不意味着懒惰，而是
一种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它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了平衡和
乐趣，从而达到休闲减压的目的。

浙江温州文成县玉壶镇是“侨韵”国际慢城。玉壶是一个侨
领辈出的著名侨乡。因为华侨众多，中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
玉壶得到交融。镇内居民既保持着较为传统的饮食习惯和简单乐
观的生活方式，也在生活中增添了国际化色彩。这里的人们，在
如世外桃源一般的生态城镇里，喝着西式咖啡，悠然享受闲暇生
活，这与慢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从侨乡情调的城镇小巷，到叠
叠稻田的乡村绿地，归隐古村，体验自然，把生活的节奏慢下
来······这张“壶中别有日月天”的蓝图，在玉壶缓缓展开。

让生活慢下来，让心灵静下来，品味生活中的点滴美好。“慢生
活”就像一坛陈年老酒，历经时间的洗礼，才能如此香烈甘醇。

③ 慢生活，城市中的诗意栖居

“慢城”的本质是慢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有老子“甘其
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小国寡民般的慢生活；有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洒脱的慢生活；有王维“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静谧的慢生活。可见，中国自古以来就浸润着“慢生
活”的智慧。

“勤稼穑、崇文学、好娱乐”是成都的真实写照，无论工作多么
忙碌，成都人都能以一种“悠然自得”的“慢”的姿态投入到生活
中。整个成都的悠闲，都微缩在那些或在竹椅上晒太阳、或在街边
喝茶打麻将的年轻人或老年人身上。在成都，闹市有茶楼，陋巷有
茶摊，公园有茶座，大学有茶园，处处有茶馆。尤其是老街老巷，
走不到三五步，便会闪出一间茶馆来。走进一家茶馆，铺面不大，
充其量一百平方米，但茶客满棚，生意好得不敢让人相信。在茶馆
里，舒耳郎手中的镊子发出清脆的响声。在这里喝了16年茶的张大
爷告诉笔者，“年轻时，每天下午来这里喝茶，现在退休了更是把坐
茶馆当成习惯。每天4块钱，买杯盖碗茶，在这儿一泡一下午。”走
在公园的广场里，则可见有独自闲庭信步、游亭赏花的；有三五成
群栖亭而坐，聊天玩牌的；亦会有热爱书画之人，以水为墨，挥毫
就地为书的。这些沉淀在市井中的平凡喜乐，才是成都人最为地道
的慢生活，是这座川西小城的日常。

忙碌，当然有许多无可奈何的理由，而选择慢下来则是一种重
视自我的态度。拥抱慢生活，珍惜一点一滴的幸福，珍惜唾手可得的拥
有，享受这朴素生活中的一切，去演绎属于自己的诗意栖居——慢
生活，原来离你不过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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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若郡

工业革命带来了促使城市进步的物质文明，
使城市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一切快速发展的事物。
然而在这样的城市里，人们仿佛被拴上了一个无
形的钟，被速度与效率裹挟着前进。当城市以千
城一面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当车水马龙的喧

嚣萦绕在我们耳畔，当雾霾污染笼罩在我们四周
时，越来越多的人发出疑问，这种单一机械的快
生活是否是自己想要的生存模式。于是，人们开
始倡导一种慢生活的理念，这种理念迅速传播并
形成一股潮流，这就是“慢城运动”。

① 慢城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慢城运动”起源于意大利。1999年，第一届“慢城
市”大会在意大利奥维托召开，提出建立一种新的城市
模式。“慢城”是一种放慢生活节奏的城市形态，是指在
人口低于5万的城镇、村庄或社区， 反污染、反噪音，
支持城市绿化， 支持传统手工方法作业， 没有快餐区
和大型超市。“慢城”旨在倡导一种健康、安全、绿色的
生活理念，鼓励人们享受海河山川等大自然的馈赠与读
书旅行等精神上的补给。“慢城”不仅是对快节奏现代城
市生活的调和与缓冲，更是对本土传统与文化的品味与
发掘。

“慢城”已成为一种国际理念，十几年间，这一运动
已从意大利的奥维托发展至欧洲乃至全世界。目前，全
球共有近200个“慢城”，其中欧洲占了大半，全欧境内
已有波兰、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德国、法
国、英国、瑞士等十几个国家加入。2010年11月在苏格
兰召开的国际慢城会议上，南京高淳桠溪“生态之旅”
被正式授予“国际慢城”称号，成为中国第一个“慢
城”。此外， 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山东省曲阜
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县福利镇、浙江省温州
市文成县玉壶镇4个地区也先后加入国际慢城的大家庭。

② 慢城，重构城市发展模式

“慢城”不同于以往那些只强调经济增长的城市发展模式，慢城的构建一方
面强调城市的生态建设与绿色发展，另一方面强调维护城市建筑的地方性与民
族性，保护地方独特的精神与风貌。

中国不仅有南京高淳等5个“慢城”，在成都、大理、厦门等许多城市也常
年保持着慢节奏的生活方式，践行着如“慢城”般的城市发展模式。唐朝的时
候，诗仙李白曾赞美成都“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如果说以前的
成都景色宜人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么，现在多年过去了，成都依然能保持
这样的景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地人注重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在城内，一
条隽永的府南河像一条彩带顺势而下，河水清澈，清波涟漪，蜀人将河道两旁
修缮得十分美观，栅栏旁边花草茂盛，绿树成荫。在城外，随处可见万顷竹
海，成方成阵。搭乘出租车穿过竹夹道时，司机说：“成都市民很少开车，出门
多坐公交，可能是害怕汽车尾气污染了这竹林的洁净与清新吧。”

除了生态保护外，成都还特别注重维系城市独特的秩序和建筑风格。建筑
是一座城市最基本的元素，是这座城市精神与风貌最直接的体现。一个城市的
建筑，实际上每天都在对市民进行强制性的美与丑的薰陶。在成都，虽然也不
乏林立的高楼大厦，但青灰色的街巷、黑色的屋瓦、低矮的砖墙依然随处可
见。这些古朴亲切的物象，散发着川西建筑独有的味道，它们在这座城市里错
落有致地分布着，凝聚了这个城市最清晰的历史记忆。走进这样的画面，像是
观看一场黑白怀旧的电影，能感受到这些寻常巷陌里传达出的那份独属成都的
安逸与悠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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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广东雁
洋的客家女孩

浙江玉壶
乡间的快乐童
年

江苏高淳桠溪的油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