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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赖以发展的支柱。有人这样说过J‘一

个城市是否具有吸引力，是否具有竞争力，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它的文化

资裙、、文化氛围、文化发展本平。很大程度上，城市出文化论输赢。"

域市文化，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经或部分，它是一个城

市生存的基础和城市人生活的梧神支柱，是城市的一个精神亮点，也是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纽带。一个城市是否有竞争力，在→定程度上可以

通过其文化资握、文化氛臣和文化发展水平来衡量，把青岛建设成为国

际化城市离不开文化的支撑。大力加强城市文化建设，议文化的繁荣

发展为城市经济及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

障，缸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培育城市文化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升华的

过程，具有阶段性、开放性、动态性特点。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需

要长期地、不;同斯地精合设计，精岳n造，开展具体生动的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庚，提高整个城市的文明程

度，塑造文晓开放前新形象;需要用"水滴石穿"的毅力、"寓教于乐"的

方式、"润物无声"的艺术，真正使城市文化融入城市生活，融入每个市

民的思想观念、道德语怀、行为规范 z需要倍加珍惜和特别注重保护历

史文化遗迹 p需要我们大家付出艰辛和繁杂的劳动。

青岛是一个风光踌挠、魅力无穷的美丽城市。她所拥有的碧海、蓝

天、红瓦、绿树、金滩，以及号称中国海上第一名山的畴山，使之气象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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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雄浑壮阔与秀美隽永于一身，山、海、城浑然一体，自然生态环境

条件绝佳。

青岛又是中国国务在公布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悠久的

齐鲁文住和自 19 世纪末以来 100 多年饱经浩桑的城市发展历程.为她

铺就了深厚商特殊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青岛在

传承齐鲁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现代文化朝外来文化精华，影成

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有抗融合，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多元交汇，

中西合璧、开放创新的文化特色。在全市上下大力丑挠诫信、博大、租

菇、卓越的城市精神和纪念青品市被命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十周年之际，

我们不揣浅蝠，在反复研究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的相关成

果，辑撰了《青岛文化模要》一书。

全书共分七章。首先对城市文化的涵义作用作了简单的分析租分

绍。然后从青岛城市文化中最有特色的六个方面，黯青岛历史文化、唠

山文化、海洋文化、文化名人与青岛、名牌企业文化和节庆文化，对青岛

城市文化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当然，丰富的青岛城市文化远非

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概捂.但是由于篇幅所限，其他的方面只能付诸

阙如了。

在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得到了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府史志办

公室、青岛出版社、青岛博物馆和市重大节庆办公室等多家单位和南仁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05 年 1 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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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论

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最早见于汉代~J 向的《说苑·指武>) : "凡武之兴，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稍后，<<文选》中收有晋代束广数(霄〉的《补亡诗

.由仪>) :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两处的"文化"都是指的文治和教

化 a 这个意义与今天的"文化"一词的含义是有区蜒的。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既有具体的物质文

化，又有铀象的精神文化，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襄

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贯财富和精神财富前总和。它是历史形成的，特定

的社会群体所共同具有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斗理状态和精神风貌。

以上这一定义包含有以下特征 z

(1)文化，也称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

的，并一直廷续到现在，它是一个活的、动态的系统;

(2)文化是积淀在民族意识深嚣的稳定的东西:

(3)文化的内涵不仅表现在各种程式化了的王军论观念形式，而且包

括人们的风摇习慢、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岳理动态等。主人表层看还有

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等。

二、城市文化的通义

城市文化，就其内函租外延来看，不完全等同于其他文化。一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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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文化是具有鲜明城市特点的一般文化。它强调的是标志性的

或者内在的价值，使城市充满朝气或者使其具有强特性。这就是城市

的文化价值所在。有时体现在某种建筑物的造壁上，有时体现在传统

文化上，例如北京作为古部，其城市文化期体现在它的古建筑群体，以

及所反映的典翠的需家文化上。有时却是各种设施和所彭成的久远的

文化传统的积淀的综合体。

从整体上来看，城市文化涉及三个要点: (1)城市文化是一种大文

化的视角。它不是单撞某一特定城市的文化教育设施、人的知识水平、

教育程度的狭义文化形象，碍是包括了举凡某特定城市所创造的一切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总和所形成的整体景象。 (2)城市文先

是一种综合认识的结果。即主体整体对某特定城市客体的总印象。它

不是单个人的认识，也不是多数人对城市文化个别要素的认识，而是多

数人对→个城市的恙体认识结果。 (3)城市文化的构成要素有城市建

筑文化、城市公共文化、城市科技文化、城市自然文化、城市制度文化与

城市精神文化等。它们是自然文化与社会文化的结合，物质文化、制度

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经济、环境、历史、技术、地理、地域、民族都是

影成城市文化的基础。

三、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的关系

城市文化的运作极大地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城市文化与城市经

济发展的关系，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两者之间是-种什么关系呢?

第一、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助推器，市经济的发展又可彭成

其文化特色，两者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也可以

说，城市经济活动无不体现着城市文化民撞，除文化产业本身之外，没

有任何文化不是同经济梧连在一起的。城市文化渗透在城市经济的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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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如饮食文化、企业文化、福文化、茶文化、服装文化、族薛文化

等等。城市文化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租作用，越来越突出和明显，

从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到消费服务的各个方面，都展现着中国

的文化传统。如在经济交往中注重信誉、倡导团队精神、弘扬群体主

义，主张以和为贵，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等等，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

体现。城市文化，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提升和撞动的作用。

第二、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品位提升的基础。城市文住融入经济

活动之中，可以提升经济的价值和品位，以形成行业特色，可增强吸引

力，撞动消费，增加经济的总值，这是被许多实践所证畴的。从某种意

义上，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基础。如西安，在改革开放以

后，尤其是"兵马俑"的开握与展出，引来大挂外来投资，带动了整体经

济的发展。应该说，西安经济的快速发展，是这座古城都市文化引发和

促动的结果。北京、桂林、杭州、上海等城市，也无不与文化带动和引发

有关。城市文化是城市经济暖引力与辐射力扩大的基础，是支撑城市

生存、竞争和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无形资产。丽豆，就城市的经济发展而

言，文化因素能为其提供深屋次、宽领域、强势头的动力，更能从经营管

理理念层面上保证城市发展的制度连续性、规划合理性和建设系统

性。

第三、城市文化是域市的个性与特色%成的条件。城市个性与特

色，是与民俗风情等文化积淀分不开的。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天安门是

中华民族的象征，也是东方文化的体现，没有天安门这座古老的建筑文

化，就没有了北京的形象和个性。正因为如此，凡是从国外回来的华

侨，大都来北京，看看北京的天安门，看看北京的坛店文化建筑。这些

坛庙文化建筑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建筑群体，形成了首都北京的个性与

特色。所以北京的规划与建筑，必须与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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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如果都搞欧式建筑和西方模式，北京的个性有特色也就不复存在

了，那她就失去城市的独特魅力，自然也失去了对经济发展的吸引力和

辐射力，其人才、科技、信息产业就不会在北京聚集，因而会影响经济的

发展。天津的离市(食品街、和平路〉、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宁

波的城惶癌等等，不仅是这些城市的商业繁华的中心，更体现着这些城

市的文化葳蕴，展现着这些城市的个性与特色。

第四、域市文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城市文住对经济，尤其是

对旅盘子业、服务业的发展起着潜在的拉动作用。中国是个旅游资摞非

常丰富的国家，而放游资琼，又是文化沉洼的结果，无论是自然景观，还

是人文景珉，都与人类文化素养有关。本来一个银好的自然景观，在有

高度文化素养的民族里，景观可以得到很好的保养与修缮，使之更加美

商;相反，就有可能遭到人为的磁坏。自然景观是一种潜在的经济发展

动力，不仅是一种文化形式，更是一种潜在的经济产业。一座寺庙，就

有可能带动一个地区饮食、服务业的发展;一处人文景观，就有可能成

为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柱。而这就是文化带给城市的不尽时富。

总而言之，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丽两者

是互为条件和动力的 e 城市发展，应重视城市文化的发展 p 只有城市文

化的发展，才能提升城市经济价值品位，才能增强城市吸引力，扩大经

济辐射力，才能塑造和完善城市形象，拉动经济的全雷发展。

盟、城市文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城市作为人类梧互联系、聚集、聚居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标志。

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基本上都是由城市创造和发展的"没有城市，文

费就徨少有可能兴起飞《马克思患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婿，第 499 页)。

由于城市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贡献的聚集效益，从而使得它从产生之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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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便成为→定地区或一定性质的中心。城市的中，心作用既体现为文化

的辐射作扉、椎动作用，也体现为对文化的吸引作用和消纳作后，城市

的中心作用推动文化在城市的进一步集聚和发展。商城市文化的集聚

又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的中心作用。包括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在内的中

外城市发展部进程表畴，城市是一个国家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

城市文化的发展水平往往代表了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文明程度所能达

到的最高水平。城市文化的发展又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这样

说，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创造力的基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与城市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城市文化的保持和发展可以增加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各种社会、经济以及生态效益，有利于降偎可持续发展

的成本。因此，在 21 世纪，面植全球一体化的情况，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主要在于城市是否具有自己的特色，是否具有暖引人才、技术、资

本的独特性，也就是是否具有自己的城市文化。慨括起来，城市文化对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00:

(一)从经济价值来看，城市文化及文化力是推动城市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力量

什么是城市文化力?就是如前所述的城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

精神文化相互作用后必然彭成的一种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特征的综合

力，是通过具有提聚力的城市文化激发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它包含

着两个因素 z一是智力因素。经济发展必须有智力的支持。 21 世纪的

世界经济竞争，智力因素是其最基本的保证。只有掌握技术和拥有人

才，才能具有真正的住势。而要提高智力因素，就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

事业。二是精神力量。它包捂理想、道德、信念、价值观、求实创新、奉

献精神等等。这种力量具有激发力、导向力再个作厚。激发力黯予经

济以活力，导向力贼予经济以价值。缺乏其中任伺一种功能，或其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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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方能不适应，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自由。文化力要通过转

变人的思想观念，提高人的觉悟，鼓舞人的斗志，从商把人的主现能动

作用充分调动起来而实现的，因此，文化力并非在实践中立即见效，而

是要有一个转住过程。但是一旦形成后，便无比强大，雨且具有韧性，

时时刻刻都在影响和支配着城市整体经济力的强弱和性质。

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到更少地依赖于制造业而更多地鼓赖于知识的

时候，城市文化的经济价值也日益凸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z

第一，文化在藤游业上的作用很关键。这逼常是破寻i 游客首次~J

该城市的主要原理。旅游可能是一个人知道某个地方的第一步，接着

可能玲其进行投资。城市发展依靠旅游业的主要挑战是要让族带部门

在这样的观念 z族静是依靠文化而活的，而这就是文化在旅潜业中的作

用。

第二，文化部门是世界发达经济中增长最快的一个部门，因此它是

经济发展的范蛋、规模和重要性的一部分。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力地推

动域审经济的增长，其经济效益力显露易见。在西欧国家，从事文化活

动的就业者占全部就业的1. 5%~3. 5% 。在文化中哈如伦敦和纽约，

超过 20 万人在文化部门工作，占城市就业人口的 5% 。

此外，城市文化对于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所起的作用还表现在=通

过发展城市的文化，可以减少其社会成本而增加社会收益。诸如良好

的城市文化.有助于城市居民形成向上的精神风貌，这样可以减少猩

罪，从而减少安全的成本，同时还可以减少城市居民吸毒等危害自身和

社会的行为，而把这些精力都转到城市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上，引导城

市更可持续地发展。

(二)从社会价值来看，城市文化是促进市民提高自身素盾，建设文

明城市的内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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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保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美国 17 世纪的

人类学家摩尔根在他所著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户人类是从

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

文明社会的"(<<古代社会》上珊，第 33 页，商务即书结 1997 年 2 月殷)。

摩尔根在这里所说的"经验知识的积累"就是文化的积累。换言之，没

有文化的积累，人类社会是不可能上升到文明社会的。今后人类社会

要不断向现代化方向发展，仍然要靠文化力的推动。这是普遍规

律。

城市是人类文化集聚的地方，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建设文明城市，

应该更直接得利于城市文化这个内部力量的推动。文明城市是城市住

过程的内在要求，城市文化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廷伴辐射作用，但很难

想象，一个文化素康保下的市民充斥的城市，能发挥自周边地区传播文

明的作用。城市文化环境是城市的灵魂，它涉及到市民素震、社会风

气、民结风情、新闻传播等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洁动，以及与之相配套

的城市文化设施。良好的城市文化环境会使人觉得这座城市有种独特

的意象和亲和力，使人在精神上产生共鸣，甚至会产生宾至如归的感

觉。文明或市的真正魅力正在于此。因此，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有利于

城市居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发展，有利于广大市民文明习惯的形成，有

利于社会文明风气的巩固，有利于文明城市的建设，塑造美好的城市形

象，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三)从生态效益来看，域市文化对城市生态环境有深刻的影响

建设"生态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吕标之一。城市生态环

境是高度人工住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矛盾在此表现得最尖锐。现

代人在"自然之主"意识的驱使下，错误地把城市化进程强立于生态系

统和自然环境之持去加以考虑、规站和设计，结果导致了一系列具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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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特征的城市病的产生 z交通捷挤，住勇紧张，环境污染，蓝天、绿地、碧

水逐渐被蚕食，城市和大自然日渐背离，城市人长期承受着心理压迫感

和精神桂桔感。究其原因，既有城市化机制方面前，也有技术方雷的，

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观念眼不上城市发展的需要。观

念支配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变革首先应从文化观念领域

开始。不同的文化观念，诸如自然观、伦理观、价值班、科学技术现等，

就会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当代全球环境恶化同提夺式的地球观密切

相关c 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人们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和手段，使人类作

为主人和征服者的自我意识被剌激得膨胀起来，这强烈地反映在人类

的城市现和对待城市生态环境的态度上。西方发达居家的传统观念

是一一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商人类本身仅被视为经济实体

或物质消费者。这种发展现、人类现，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引向物屡生

活的需求上，而其它的需求则被重于从属地位，甚至被忽略。由此可

见，城市生态环境陪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人们精神追求太少，文化观念落后，缺乏系统观念和长远目光，这是导

致城市建设难以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而且，人括对城市和生态环境

的理解往往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上，面对文化观念、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

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因丽忽视了城市文化环境的建设，造成了现代市井

繁荣的背后是精神文化的极度贫乏。

五、文化型城市的主要特征

"文化型城市"成为青岛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文化型

城市"具体特征是什么呢?

I 、深辱前历史文化珉蕴。历史文化x'Í域于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

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吕页史悠久、文化发达，在漫长变迁过程中，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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