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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嚣 噩噩

文1巴与翻ii田市噩is

党的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岳发展的写标O 为

此，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

心，不仅岳格着推动首都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艰巨任务，

还肩负着推动首都文化建设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光荣

使命。在这样一座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

史的世界历史文化名域中进行现代文化建设，无疑是一

项规模宏大、任务繁重的系统工程。北京要在 2008 年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应当审时度势，放眼未来，以

‘三个代表"和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制定出既符合北

京市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首都文化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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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文化:关于首都的解读

在以往的城市发震中，我的更多地从经济指标考察城市的竞争实力。商

今，撞着社会的不新进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因匙，撞

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在现代化发震中相互关联、梧互促进，将对城

市的现代化建设整体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在北京，进一步强化文化实力已成

为提升首都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 O

一人与文化

文化似乎无处不在，佳是，又银难用概括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中国传

统文化研究会〈香港)会长李土生先生对文化的解释给了我们一种很好的视

角。他认为，首先，文是一种得体的装饰。在甲骨文中"文"字就穰一个

人，正面站着，这个人的胸口有一个交错的盟案，这个图案很简单，可能是

文身，也可能是衣服上的花纹。其次，文是内在的美好东西的一种外在表

达。《易传》上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文不但是衣服上美好的彩饰，

也是内在精神的一种反映。在身上或者衣服上描绘一些花纹，可增加美惑，

更重要的是黯予描绘的图案某种意义，这是"文"的深层意思。倒如，一个

中国运动员的服装上必须印上中国国旗图案，窍不是日本国旗的图案。《论

语》中有这么一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梅本意不是说这个人

温文尔雅，市是说一个人美好的言行举止、外表体态，要和他的内在精神梧

协旗、相呼应，表里如一，这样才称得上君子。再次，文是美好精神的表

现，也就是道德的象征。后来，干脆就专门指美德。郑玄注《札记): "文，

犹美，善也。"吉人把"道德"、"文章"并称，文章的编写如同多彩锦绣的

织造，不仅要优美，还要有美好的思想境界。

古人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这里的"天文"



是指自然界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商人类的各种言行举止、外表体态得

体，有分寸，知道什么该傲，什么不应该做，是"人文"。我们通过"现乎

天文现寨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才能知道季节变化，便于在生产、生活中

做出相应的调整;哥通过"现乎人文用人的美德去影响人、感住人，让

人的境界得到提升。这是最早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

从以上的理解中，我们可以对文化的含义进行分析:

1.文化表达的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

(1)文化代表着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和水平。人之外的自然存在是自在

的，没有自觉意识都支配。没有人，天擅自行运转、江河自行奔流、草木自

行荣桔，一切是纯粹的自然。它们没有意志，没有目前，没有情感，没有刻

意的追求和造作。自然界中有人的活动，才会有文化的诞生。人化是文化的

第一步。一块山上提石头，掉落J1J河流中，经过千万年以后，变得匾滑。这

不是文化，西是吉然界的作为。当一个原始人捡起一块石头，把它打造成一

个用于撞打的工具，或者把它直接摆在自己的洞穴中，作为装饰品，文化就

诞生了。因此，文化首先是人类分人自然的结果，它是人与纯粹自然状态的

梧对，是自然状态"人化"的特殊状态。

(2) 文化代表着人又去自然的态度 O 在古代社会，人们对于自然的态童是

敬晏的，因此，皑的给自己的行为制定了很多的禁忌。这些禁忌有些带有神

豁主义色彩，有些则是生活经验的积累 O 这些禁忌使人类对自然充满恶惧与

敬畏的同时，也造就了古代人的生存逻辑。摇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人类不断

征瑕各种疾病，找到治愈各种疑难杂症的方法并延长了寿命。但是，在社会

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依然面掐各种未知疾病的或胁，面对各种绝盖面束手

无策 O 人类用科学解决的问题越复杂，面对的问题也就越棘手。科学在不断

解决旧问题的同时，也在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我们对科学的崇尚，逐渐演变

为对于自然的漠视与狂妄，现代文明似乎已经具有了一种毁灭人类自身文化

的能力。西此，今天谈论人类的文化，其实也是在探讨一种人与自然相处的

态度与方式。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究竟是对自然敬畏、尊重、爱

情、政赏，还是挑战、蔑视、蹂醋、掠夺?态度和有为的正确与否决定着人

类文化是否能够延续。

2. 文化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文化发震的水平代表着人与动物的距离 O 人也是一种动物，具

有野蛮的原始天性。但是，当人不断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就需要有与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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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与规则，这就形成了人类自有的认识和观念，但

进了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的产生，并以此来约束、改造和提升人本

身 O 孟子混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O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ο"

( {孟子.离委》扪)如果一个人被称为"禽兽

如"气，\，是非常严重的侮辱 O 所以，凡是能够称得上是文化的事物、行为，

必定向人的动物性梧区别，能够超越动物性、兽性，使人得到升华。例

如，人类的性行为通过升华，以爱情的方式实现。

(2 )文化代表着人际交往的规则和方式，代表着一种道德境界 O 有

文化的人，不一定有多么高深的学间，却可以在一举一动之间展示他的

惨养 O 这样的人是礼貌待人的，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选

择:他是拥有怜悔之心的，能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他是懂得尊重自己

的，不会为五斗米折腰，不会为了利益而行苟且之事，因为不苟且，所

以有品位，即使是功成名就，也是谦逊待人的 O

3. 文化表达着人的价值坚持

在文化中，最终是人类的品庚、智慧和精神起决定作窍。因此，文化可

以说是以文来化自然和人自己，最终不断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境界。文化的

最终目的应该是使人向善的，丽这样一种对于非中某种"价值"和"秩序"

的坚持，特别是在乱世中，更容易分辨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领巴

黎的德国捂挥宫在接到希特勒"撤退前彻底毁掉巴黎"的命令时，决定抗命

不从，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保住了己黎。梁漱溟在日本军飞机的炮弹在身边

轰然炸开时，静坐院落中，继续读书，思索东西方文化和教育的问题。两者

对后世的影鸭或许不同"抵筑"的姿态却是一致的。

二首都与文化

文先是城市之魂，城市形象包括城市个性、品位和文化内涵，体现着一

个城市独特的风格与魅力，它是城市生存的基础和城市人生活的精神支柱。

一个城市是否具有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文化资握、文化氛围和

文化发展水平来衡量。髓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

科技在全球竞争中的作用民益突出，经济文化一体化发震正成为现代化建设

的潮流。首都北京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把握机遇，按照科

学的发展现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揭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首都文化建设

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1.首都文化建设是推动北京现代化进程的内在力量

(1)首都文化建设可以为北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持。文化有巨大的激励、导向功能，以其特有的力量鼓舞着广大市民的精

神和斗志，影成强大的凝聚力、向 JL'\力以及城市认同感租亲合惑。倒姐，用

京腔京韵演唱的《故乡是北京》等歌曲、戏曲引发了多少人的自豪之情;以

京味特色著称的小说、戏剧和电影，如曹属、老舍的作品，引起了多少人对

北京的向往之心。更不用说北京的古建筑己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文化还

有巨大的教化、盲人作用，lV.其特殊的方式提升市民的综合素质，形成强大

的人力和人才集群，以人的综合素贵的优势推进现代化的发展。如"散文明

健康北京人"的系列活动玲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起了很大的作

用。广义的文化包含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部出版、广播影视、卫生

体育等广阔领域，这些事业的发展既是花京现有的住势，又对全市的现代化

进程起着基础的、先导的作用。

(2) 首都文化建设可以为城市发展创造环境，塑造形象，提升品位。 北

京的文化建设展示了城市的风格特征，体现了现代管理理念，代表着昌家的

科教水平，反映出市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布综合素质。从这些方面看，文化建

设对于北京的城市形象、市畏形象和政婿形象都是一个综合展示。只有健

震、有活力的城市才能吸引投资租人才，只有热情、高素屡韵人群才能激发

出活力和引起井界的注意，只有高效、廉洁的政府才能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北京的各区县都有自己的特色，如中关村的电脑节、 CBD 的商务节、大兴的

西J1l节等，都有自己的文化影式和文化内涵，以特定的文化载体推动了地方

经济的发展，展示了形象并吸引了投资。在北京举办的各种国内国际体育比

赛、文化交流和国家茨典等活动无不包含了文化的内容，这些活动展现了政

婿的组织力、城市的文化和现代化程度以及人才水平，对于提升城市的整体

形象都是十分重要的 O

(3) 首都文化建设可也为城市发展增加后劲，提进可持续发展，增强首

都与周边、全国和世界的联系，形成包插入与自然、城市与农村等关系在内

的良性互动。文化具有传播知识、汇集信患等作用，在信息时代发挥的作用

比以往要大得多。北京的博物倍、理书馆、文化馆和展览信等文化设施的数

量在全层是最多的，这些设施对于城市整体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O 进入

21 世纪以来，会展经济体现出新的发展活力，北京在这方面具有位势。文化

还具有桥梁租纽带的作用，在型家之间、民族之阁、地区之间发挥了联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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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增进了解、互通有无的功效。通过中外文化交流、文化支援及扶贫、文

化下乡等活动，北京的城市动力进一步扩展，不眠向郊区和更远的地方辐射

和延伴。

2. 首都文化建设是提高北京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工程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作为城市发祥地的雅典、作为工业文明城市代表的

伦敦、柏林、东京以及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纽约、巴黎等城市都是在一段历

史时期内被人们公认为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从这些城市的发震过

程可见，人类文明的脚步一直是与城市经济发展、城市不断现代化的进程相

一致的。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日益成为疆军量一

个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全球化的进程伴随着的是全球文化的多元化进

展，这对各个雪际大都市提出了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增强自身文化魅力和

反文化渗透力等要求。 北京要建成班代化国际大部审，从这些方面看尚有一

定的差距，应抓住举办翼运会的机遇迎头赶上O

(1)提升北京的国际竞争力，要增强城市的文化控棋力与影咱力。苔

先，北京要巩瞿自身作为政浩中心、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还应当努

力把北京建成东方文化之都，建成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最具文化影响力的城

市 O 作为t世界文化交流中心之一，北京应当进一步培育自己强具特色的文化

品牌，深入挖掘这座历史名域的文化底蕴，丰富域市曲人文内涵，保持自己

特有的东方文化和人文风貌。特别是我们将本着"人文奥运"的精神举务

2008 年的奥运会，更需要我们打好"文化牌"。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提高北

京的文化挂制力与影响力，使我们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 提升北京的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发展北京的文化事业，从软硬两

方面加强北京的文化建设，增强北京的文化实力 O 在程件建设上，要在保护

古都风貌的同时，加快建设一批具备东方梅毒号、魅力强特的文化建筑精品。

此外，还要规划和保护一提文化功能区，如什刹海周边、颐租吕周边的休闲

文化区等，将这些文化区做成北京的亮点。在软件建设上，要加强对历史和

民族文化遗产曲保护，加强对自有知识产权作品的鼓励和保护，并继续推出

一提高品位的文化活动，提高北京文化活动的嚣际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加

强对文化输出和输入的管理，抵制外来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和侵蚀等。

(3) 提升北京的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要将北京

文化产业的规模做大，使其朝着市场化、集团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增强

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O 要需先进的文化理念和管理模式推进北京的文化产业实



现跨越式的发展，加强文化产业的融资能力，建立完善的支撑体系和营销商

络，提高文化产品的信誉和质量，使我们的文化产业和产品在世界文化市场

上占有重要的位置。

3. 首都文化建设是发展首都经济的新增长点

作为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的文化主要指的是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

是 20 世纪末发展非常迅速的朝阳产业，它以 1虫特的集聚方式引发了人流、

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一系列的变化，从而改善城市的产业结构，提高城

市的综合实力。在文化产业发展过较好的城市，其对经济总量增长的拉动力

是很大的，如洛杉鼠的电影业、纽约的新闻广播电视业等都在城市经济总量

中占有相当的份额。北京的文化产业虽然相对较弱，但己显现出广阔的发展

前景，一批文化产业集团公司正在出现，一批有北京特色的文化产品正在走

向市场，一批文化产业园这正在加紧建设以及一大批文化产业经营人才已经

聚集，加上奥运这一机遇的拉动作用，北京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成为一个新的

增长极 O

(1)加快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能为首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O 北京市的

"十五"计期中，已经要求重视"以丰富文化资源为依托的文化型经济

从而形成"符合首都功能要求、体现资摞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从产业结

构上看，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的范围，而北京的第三产业比例从目前看还

是偏低的。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会从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改善北京曲产业结

构，同时还能发杨北京的文化资摞优势，撞动其他产业的进步，再加上文化

产业有创造形象、引领精神的性质，可以精神变物质的方式剌激和加速首都

经济的发展。

(2) 加快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能为首都经济增加新的亮点 O 从现在的

情况看，首都经济占有高科技住势、现代制造业侥势和城市服务优势等;从

将来的预测看，还需要创造文化优势等新的优势。北京聚集了全国最优秀部

文化人才，集中了众多国家级的文化团体租文化单位，具有政治文化中心和

信息集散地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一定靠在文化产业方面做出突出的成就。

(3)加快发展北京的文化产业，还能为首都经济开辟新的发票空间。文

化产业涉及的雷很广，能够带动首都经济向知识型、节能型、环保型等方向

发展。文化产业能启发人们却思维，引导我们开辟新的投资领域和新的发展

空闰 O 近年来，新兴的藤游经济、会展经济、网络经济、中介经济、教育经

济等都应当属于文化产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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