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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空间对人产生的社会功能主要表

现为暗示与启发功能、 感召功能和警示功

能。 暗示与启发功能即通过物体暗示作用

于人的视觉, 使人产生意识和思想, 进而

发挥心理暗示作用, 文化为外部空间注入

了活力, 是赋予外部空间以内涵和价值的

重要元素, 当下城市外部空间所具有的艺

术品质和精神内涵, 使其呈现出鲜明的多

元性、 生态性和融合性等文化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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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摇 文化建设中的地域文化要素表现

一、 文化建设中的地域特色文化

(一) 辽宁的特色文化———三燕文化

辽宁文化源远流长, 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文化元素, 三燕文化便

是其中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 在大力发展辽宁文化产业的今

天, 辽宁地域特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三燕文化的考古发现的相关文献主要有 《朝阳发现的三燕

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 田立坤, 李智, 《文物》, 1994 年 11 月 15

日; 《朝阳三燕、 北魏遗存中反映出的汉文化因素》, 周亚利, 《辽

海文物学刊》, 1996 年 5 月 20 日; 《三燕瓦当考》, 李新全, 《辽海

文物学刊》, 1996 年 5 月 20 日; 《辽西三燕墓葬论述》, 陈平, 《内

蒙古文物考古》, 1998 年 10 月 30 日; 《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

人骨的牙病》, 张全超, 《人类学学报》, 2003 年 2 月 15 日; 《辽西

地区慕容鲜卑及三燕时期墓葬研究》, 王宇, 吉林大学, 硕士,

2008 年 4 月 10 日; 《喇嘛洞墓地三燕文化居民人骨研究》, 王宇,

吉林大学, 博士, 2009 年 4 月 1 日; 《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族属问

题的生物考古学考察》, 朱泓等,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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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 24 日; 《三燕瓦当研究》, 王飞峰, 《边疆考古研究》,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三燕文化及相关史实研究主要有: 《略论高句丽与 “三燕冶 的

战和关系》, 张国庆,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89

年 7 月 2 日; 《三燕佛教略考》, 董高, 《辽海文物学刊》, 1996 年 5

月 20 日; 《三燕时期辽西地区的农业发展》, 杨富, 《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 年 7 月 30 日; 《三燕故都古朝阳

的历史、 文化与民族融合》, 王禹浪,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7 年

6 月 15 日; 《浅析汉文化对朝阳三燕、 北魏的影响》, 刘桂馨, 《文

化学刊》, 2008 年 11 月 15 日; 《三燕至隋唐时期辽西地区的佛教

与传播》, 王禹浪等,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3 年 11 月 20 日;

《三燕教育钩沉》, 田立坤, 《渤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3 月 1 日; 《挖掘三燕历史文化, 打造辽宁文化产业新亮

点》, 郑毅等, 《学理论》, 2014 年 3 月 20 日。

以上研究大多以考古学和历史学各自的学科, 以点的方式来研

究三燕文化。 但是缺乏真正从辽宁地域文化入手, 从辽宁三燕文化

的地域性特征入手的系统性研究。 本课题旨在从系统性和全面性,

以及对当今辽宁发展文化产业的相关启示入手, 来研究和论证此

课题。

研究辽宁的特色文化资源是发展辽宁特色文化产业的基础和主

要路径探索, 只有透彻地研究和理解辽宁现有的文化资源与特色,

才能从根本上分析辽宁文化的比较优势, 从而寻找出辽宁文化产业

和文化发展的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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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建设文化强省和发展文化产业成为经济重要支柱的同

时, 研究辽宁特色文化对于辽宁的意义尤为重要。

辽宁特色文化的发掘与发展是辽宁文化未来发展的方向。 三燕

文化品牌发展的延续性及其保障是辽宁三燕文化产业化的重要

方面。

辽宁三燕文化是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杂糅重合,

在内涵上包括哲学、 宗教、 历史、 文学等, 外在表现形式上, 则是

纷繁绚丽的三燕文化形态, 有物态化的历史遗址、 民居建筑, 有制

度化的宗教仪式、 民俗风情, 有观念化的歌舞说唱、 礼仪禁忌, 比

如: 节庆文化、 饮食文化、 服饰文化、 居住文化、 医药文化等。 三

燕文化的品牌化, 能使其具有较强的心理定式, 形成辽宁三燕文化

印象。

从软、 硬件两方面有倾向性地打造三燕文化品牌形象。 从软件

上, 通过品牌定位、 科学规划, 明确辽宁三燕文化内涵及优势, 建

设富有特色的三燕文化大省。 可以成立辽宁三燕文化大省建设研究

小组; 建立一支三燕文化品牌运作的人才队伍; 举办辽宁三燕文化

大省建设研讨会, 开展针对辽宁三燕文化大省建设重大问题、 重要

工作的专题研究及工作实施等等, 推进辽宁三燕文化品牌塑造的步

伐。 从硬件上, 加强对文物的修缮工作, 做好文物设施周边环境的

保护; 利用好三燕文化资源, 在有关城市雕塑、 重点街路的规划建

设等方面, 集中体现三燕文化的特点, 让三燕文化品牌在辽宁土地

上得以广泛实物化。

把辽宁省旅游业作为打造三燕文化品牌的切入点, 使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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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成为辽宁省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 并拉动辽宁各项事业的繁荣

发展。 三燕文化将会作为辽宁旅游产业招徕众多游客。 辽宁三燕文

化旅游目前主要表现为举办三燕文化节庆活动、 建立三燕民俗风情

园、 建设三燕文化博物馆等。 依据辽宁现有的三燕文化遗存, 着重

打造的是三燕文化品牌旅游,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三燕文化品

牌的开发旅游。

辽宁三燕文化品牌的打造必须从系统化、 立体化、 全方位、 多

层次、 多视角考虑, 它不局限于民族文化行业自身, 而是渗透到其

他行业、 各个部门之中, 成为打造社会形象、 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

重要手段。 全面性和广泛性是民族文化品牌运营取得成功的基础,

辽宁三燕文化作为品牌打造, 可在更广的领域、 更深的层次上挖掘

三燕文化的内涵, 找到三燕文化和旅游业、 餐饮业、 出版业、 影视

业等的最佳结合点, 延伸品牌到艺术创作、 旅游、 商品等行业, 运

用三燕文化品牌来树立行业形象, 运用独特的三燕民族韵味进行经

济运作, 让三燕文化成为一张亮丽名片, 赢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艺术创作对于文化品牌的建设意义深远, 并且随着当代传媒的

发展, 更应该合理善用艺术创作的功用。 一方面, 在发掘辽宁丰富

历史文化的同时, 研究出版三燕文化系列读本和书籍等等, 提升对

辽宁三燕文化的兴趣和认识及其空间距离感。 另外, 更应该把优秀

的文艺作品制作成影视剧作品, 使之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在

感受三燕文化的同时激起对三燕文化了解和探索的热情, 在感受三

燕文化独特的风情、 气息的同时引发对于三燕文化一些特殊人物、

特殊事件的共鸣。 当然, 其中的展示和呈现一定是多方面的, 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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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传达的不仅仅是历史事件, 还有辽宁的关东文化、 三燕文化的

风土民情、 辽宁的山水风光, 以及三燕文化的服饰文化、 饮食文

化、 风俗人情等。

三燕文化品牌的建设和塑造还要依赖于多种形式商品文化的眼

睛, 通过对三燕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深入研究, 着力推出一批具有三

燕文化品牌特点的名牌产品。 辽宁的一些企业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

有益探索, 例如辽宁道光廿五白酒、 八王寺矿泉水等品牌经济的快

速发展。 三燕文化品牌可成为一种超值资产, 成为企业产品强有力

的附加值, 在政府着力宣传三燕文化品牌的同时, 与三燕文化品牌

相关的产品的推出可以作为有益的补充, 同时二者又是相辅相成、

互相促进的。

推动产业升级转型, 加大文化产业与第一、 二、 三产业的融

合,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推动辽宁省特色文化的产业化发展

道路。

资源的融合, 形成辽宁地域性产业的高关联度, 构建综合竞争

力。 辽宁历史悠久, 人文资源丰富, 并且具有第一、 二、 三产业资

源合力的综合优势, 特别是在工业方面如何能够和文化产业的软性

力量相结合, 在工业产品和文化艺术之间架起桥梁。 开发与三燕文

化相关的食品、 旅游纪念品、 特色酒店、 餐饮和商店, 更多地利用

辽宁工业文化遗产开发工业文化资源, 并形成相应的工业体验活

动、 工业特色纪念品, 更多地利用工业优势, 使工业的强力有效带

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必将形成产业综合竞争力的强势。

辽宁省文化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 资金投入大、 资金回报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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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等短板使得文化产业项目获得银行贷款及整体上市都非常困

难。 十七大后, 北京在这方面就有成功的范例。 北京不仅将发展文

化产业作为重要的战略实施, 制定一系列配套政策, 同时每年拨出

专项资金进行扶持, 指定北京银行支持、 扶持文化企业, 并把一批

文化企业打造成文化航母。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已经对辽宁省文化企业贷款业务有很多优

惠政策, 针对文化企业加大宣传这些优惠政策, 并且真正提供政策

咨询服务。

应该通过文化与旅游服务业生产方式的互动, 用文化旅游资源

开辟新的产业群, 使之成为辽宁省经济新的增长点。 开发三燕文化

民族风情园, 成为综合旅游文化园。 建设三燕文化风情宾馆, 把特

色建筑、 特色起居习惯和家具风格融入宾馆招徕游客。 推出系列三

燕文化风味饮食, 推出精细的制作工艺和特色的包装。

第三产业由于是以人为中心的产业, 因此与文化产业的联系更

为密切, 同时也为文化产业提供了管理方面的相关借鉴和经验模

式。 而且第三产业既包括面向生活消费的企业如商贸、 饮食、 房地

产、 传播等, 也包括面向全程生产环节提供服务的行业, 如金融、

资讯、 保险、 物流等。 第三产业渗透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添

加文化的元素, 两者不仅可以互相借力, 而且可以共同提升。

辽宁省大部分地区缺乏吸引人才的有效政策, 一些高尖端人才

都集中在我国经济发达省份。 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多层面综合的复

合型人才, 尤其是管理方面的人才的缺乏, 具有深厚文化和艺术功

底人才的匮乏, 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绊脚石。 应在引进外来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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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培养本土人才, 并且对文化企业进行相关的培训工作。

三燕文化品牌在推动经济的同时, 还展现了辽宁特有的风俗人

情。 打造辽宁三燕文化品牌, 建设拥有强势文化人才、 强势文化活

动、 强势文化产业和强势文化品牌的三燕文化大省, 将三燕文化导

入品牌运营战略中, 弘扬三燕文化精华, 以品牌化的三燕文化促进

社会消费, 拉动需求, 扩大经济增长, 服务市场经济, 既可反映当

今社会的发展趋势, 拥有独特的三燕文化优势, 善于利用三燕文化

优势, 必然成为辽宁文化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以及文化品牌打造的

突破口。

对于辽宁特色文化的产业发展之路, 还应该延伸产业链条的开

发和合作。 加大对于三燕文化和工业文化的艺术创作, 创作更多的

优秀艺术作品, 并把优秀的艺术作品制作成影视剧作品, 使之成为

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一方面展示辽宁的关东文化、 辽宁的风

土民情、 辽宁的山水风光, 以及三燕文化的服饰文化、 饮食文化、

风俗人情等。 更应该在创建辽宁三燕文化品牌方面着力培养几个重

点企业, 弘扬三燕文化精华, 扩大品牌运营战略。

摇 (二) 辽宁特色文化———义县奉国寺

1郾 奉国寺基本情况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 奉国寺拥有中国古代辽宋以前佛教

寺院伽蓝布局唯一的完整格局遗存和遗址, 是中国辽代以前佛寺建

筑完整布局的唯一实例。 奉国寺以它突出的特色和完美的遗存, 在

建筑、 雕塑、 彩绘等艺术方面展现了令人震撼的历史记忆。 鉴于奉

国寺集古建筑、 雕塑、 壁画、 彩绘、 佛教、 考古、 科学艺术、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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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于一体, 在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上的特殊地位, 国务院于

1961 年将其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奉国寺大雄殿是当今中国古代佛教寺院古老遗存中最大最完整

的宏伟建筑, 遗存有世界最古老、 最大、 最精美的彩塑佛像群。 整

个建筑连同大雄殿内保存的辽代彩塑、 彩绘、 石雕供器, 元、 明两

代的壁画, 金、 元、 明、 清历代碑刻、 牌匾等艺术品, 共同构成了

奉国寺特有的远古文化丰富内涵, 堪称中华民族文化宝库, 被誉为

艺术珍品中的极品。

辽代契丹民族傲立驰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0 余年, 现已消失。

由于时代久远, 保存至今的辽代寺院凤毛麟角。 奉国寺是辽代历史

文化的鲜活的实物见证。 奉国寺大雄殿是中国古代边疆辽代少数民

族在学习和继承中原传统建筑艺术而创造出来的具有北方雄浑特色

的佛教建筑杰作。 它即继承了唐代建筑伸展舒张的飘逸, 整体造

型、 屋顶举折又独创北方粗犷豪放。 融南北风韵极致于一体, 凸显

了辽代建筑的独特魅力风标。 在中国建筑史上承上启下, 贡献巨

大。 其建筑特色和格局, 对后世金、 元、 明、 清时期以及当代佛教

寺院建筑风格的形成借鉴具有深远的影响。 代表了中国传统木构建

筑在世界范围的最高艺术水准 。 奉国寺 “过去七佛冶 泥 (土) 质

造像, 是世界最古老、 最大、 最精美的彩塑佛像群遗存。 奉国寺作

为世界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梁架载体, 存有大量精美绝伦的中国唐代

风韵彩绘。 奉国寺大雄殿梁架上彩绘色调鲜明绚丽, 光彩夺目, 飞

天造型特佳, 面相丰颐美悦, 是当今世界古老木构建筑彩画唯一

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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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奉国寺的真实性、 完整性情况

奉国寺古建筑就其完整性和真实性而言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

奉国寺完整的保留了辽代始建时的遗址规模和建筑格局遗存, 其整

体布局仍展示了辽代寺院建筑的布局特点, 并成为辽代乃至中国古

代佛教寺院完整布局典范遗存的唯一实例。 这一点已被奉国寺考古

发掘, 并与其他几座辽代寺院独乐寺、 华严寺、 善华寺的比较研究

所证明。 第二, 主体建筑大雄殿完整地保留了辽代建筑原貌。 作为

建筑群的主体, 大雄殿的主要木构件: 东西北山墙内立柱、 斜拉支

撑, 南侧前檐明立柱, 殿内明立柱, 以及全部梁枋斗拱, 转角铺

作, 梁架上的建筑彩绘, 殿内 7 尊高大彩塑佛像, 14 尊彩塑胁侍

像, 7 套石雕供器, 两对石狮, 以及所有石雕柱础均为辽代原作,

且保存完好。 除屋顶望板和部分屋顶瓦件为后补外, 历代维修、 装

饰未对原貌产生大的影响, 至今仍然保持很高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建筑学家梁思成在 《中国建筑史》 中称 “奉国寺盖辽代佛殿

最大者也冶, 古建筑专家陈明达先生在 《中国建筑技术》 一书中评

述: “奉国寺大雄殿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三种典范之一。冶 文物专家

杜仙洲在调查报告指出: “奉国寺木构建筑千年仍平直挺健, 是世

界建筑史上一项极为光辉的成就。 辽代七佛像高大庄严, 权衡匀

整, 柔逸俊秀, 神态慈祥, 极为壮丽。冶 主持过奉国寺维修工程的

国家文物局古建筑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烈, 曾评价奉国寺大雄殿为

“中国古代辽 (宋) 以前保存至今最为宏大和最为完整的单檐四阿

顶木构建筑, 建筑规模乃中国第一大雄宝殿冶。 原国家文物局局长

单霁翔先生, 曾两次造访奉国寺流连忘返, 赞美奉国寺大雄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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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保存至今最为宏大, 最为完整、 最令人惊叹的单檐木构

建筑冶。

奉国寺大雄殿及附属文物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

值的评估标准。 大雄殿遗产整体完整, 形体硕大恢宏, 完整的代表

体现了遗产价值的特色和过程。 受到发展的负面影响轻微。

奉国寺遗产价值的能力、 价值信息来源、 原真性、 完整性, 有

中国和国际 (日本) 行业顶级权威专家的多项多种勘查、 测绘、 论

证、 摄影拍照、 评估对比、 考古、 论述印证, 有碑刻、 其他史料、

遗址考古、 国内外相关专业专家文章、 出版书籍、 权威研讨会相互

吻合佐证。 依据文化遗产类别和其文化背景, 奉国寺遗存在 “外形

和设计、 材料和实体、 用途和功能、 传统技术和管理体制、 方位和

位置、 语言和其他形式的非物质遗产、 精神和感觉以及其他内外因

素冶 系列特征是真实可信的。

3郾 遗产保护工作———奉国寺

(1) 修缮保护工作

“中华民国冶 时期, 将奉国寺作为古迹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 奉国寺的财产收归国有, 并设立专门机构予以保护。 从

1950 年开始, 相继修复了战争中损坏的大雄殿屋顶、 释迦牟尼佛

像断臂, 加固维修了胁侍和天王像等。 1961 年 3 月 4 日, 国务院

公布奉国寺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使保护工作更加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 60 余

年中, 维修项目不断, 保护现状明显改观。 相继进行的大中型维修

项目是: 落架维修无量殿两次, 牌坊两次, 内山门一次, 西宫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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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栋房屋一次, 钟亭、 碑亭各一次, 全面维修大雄殿一次。 小型维

修项目则更多。 也是在这期间, 奉国寺增建了前山门三间, 赞助碑

亭一座, 原址复建东宫十间房屋。 其中, 1985 年至 1989 年国家文

物局设计施工, 对奉国寺的维修是始建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次

维修共耗资 500 万元, 项目有: 更换修补残破的椽子、 望板和瓦

顶; 加固柱、 梁、 枋和斗拱; 重新砌筑了四周檐墙; 加固了山墙上

壁画, 揭取明代坎窗下面壁画; 加固修缮了月台; 新建了外山门和

草坪广场; 砌筑了四周保护围墙 700 多延长米。 配合文物维修, 义

县人民政府号召全县人民和社会各界集资赞助, 共集资 150 余万

元。 迁走了 101 户居民和义县文化馆, 拓宽奉国寺面积 2 万平方

米, 使奉国寺前半部恢复到辽金时期的位置。 2003 年开始, 县政

府收购西侧原五金公司、 动迁周边民宅 13 户, 拓宽奉国寺面积

5600 平方米。 2004 年, 动迁北部原回族小学, 学校旧址 1郾 4 万平

方米重新归属奉国寺, 2005 年至 2011 年地方政府和文物保护单位,

相继动迁保护范围边界民居 20 户, 上级政府投资 900 万元, 对遗

产环境进行安全美化方面的整治。 至此奉国寺保护面积合计达到 6

万平方米, 恢复到奉国寺辽金时期占地规模。

(2) 保护规划工作

遗产所在省市县均制定了保护规划。 县级政府先后制定了义县

旅游总体规划、 义县城镇建设总体规划、 义县国土资源总体规划。

其中重要条款是: 遵照执行 1993 年辽宁省人民政府对奉国寺遗产

保护范围和建筑控制地带缓冲区的划定; 旅游环境改善提高、 旅游

设施完善配套建设规划; 规划土地的预留。 已制定奉国寺文物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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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规划, 2011 年获国家文物局批准实施。

(3) 日常维护和保护工作

蝙蝠危害是大型古建筑面临的一个顽症。 奉国寺大雄殿蝙蝠大

量衍生, 其粪便和尿液掉落在佛像、 彩绘和壁画上留下斑斑污迹,

个别木构件表皮遭到侵蚀破坏。

以往的方法是用药物熏蒸, 效果有限。 2010 年义县文物管理

处搞科研试验, 在蝙蝠夏季活动期采用土办法用粘鸟网捕捉, 捉蝙

蝠数百只, 取得一定成效。 此做法已在中国文物报、 文物保护与考

古科学杂志发表。 同时科技进步, 采用超声波驱赶蝙蝠的技术日趋

成熟, 彻底根除蝙蝠危害成为可能。 拟与科研单位合作设计研制防

治蝙蝠电子设施。

实施监测目标。 所有木构件是否走闪、 歪斜、 裂劈、 糟朽, 变

化, 稳定性。 所有塑像原有裂隙是否加剧, 是否出现新的裂隙, 是

否出现倾斜、 泥胎脱落, 物理化学变化, 稳定性。

壁画、 彩绘新发生的起甲、 风化、 脱落病害, 物理化学变化。

消退速度。 蝙蝠数量变化, 危害程度。 自然环境, 潮湿度变化。

多年观测结果, 塑像裂缝有逐渐加宽、 增长的趋势。 现裂缝最

宽已达 3 厘米, 最长已达 2 米以上。 莲花座有大面积的泥胎呈块状

脱落, 露出木骨架。 东侧第二尊拘留孙佛像的衣袖、 胸部、 衣襟有

多处泥皮脱落, 露出里面的草筋和木骨。 胁侍和天王像整体前倾。

对塑像全面保护修缮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安全防护, 主要做好防火、 防盗、 防水工作。

(4) 保护资料编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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