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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消费：传统文化继承与城市现代性发展
———论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和谐发展

黄 火 明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　要］随着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在城市化过
程中，作为城市之魂的历史文化古迹受到了破坏，导致了城市文化的灵魂的灭失。加之经济发

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需求日益增长，使得历史文化消费发展有了良好的契机。

因此城市文化建设要通过发展历史文化消费来促进城市整体的和谐发展，建设和谐健康的城市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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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一个活的有机体。现代城市是以钢筋水
泥的现代建筑和地域为“身体”、以历史文化为“灵

魂”的历史有机体。城市中的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

的灵魂，失去了历史文化，城市文化就会变成无源之

水，陷入干涸和衰亡的困境。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

中的人们经过几个世纪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积累。台

湾学者张丽堂给城市文化下了一个定义，她认为：

“都市文化，系人类生活于都市社会组织中所具有

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一切都市社

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及习惯。”［１］１９５而城市文化中的

这些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和一切都市

社会所获得的任何能力及习惯都是以往社会所遗留

下来的，是历史继承的结果，它们就蕴涵在历史文化

遗产中，潜藏于以往人们的行为与生活习惯中，所以

城市文化建筑在以往的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

它离不开历史文化。而当前中国在进行城市建设的

时候，却忽视了历史文化的作用，对城市中蕴涵着深

厚精神和文化底蕴的文化遗产大肆破坏，在使城市

历史文化消失的同时，也在破坏着城市文化的特色

和文化来源，最终的结果不仅历史文化难以复得，而

且使得城市文化成为干涸及毫无人文气息的，成为

压抑人性的文化形态。

一、城市建设中历史文化的缺失导致城市畸形

发展

历史文化古迹是一个城市文化形象的重要表

征，是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一个城市

成为文化名城的一种最有利的文化资本。但是在城

市化的过程中，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古迹被破坏，城

市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却失去了能传播人文精神的

历史文化。城市建设已经被等同于破坏行为，一些

城市原有的结构、功能、文化与形式等都被颠覆。在

当前的城市中，现代文明征服了古老的中华传统文

化，扼杀了充满人文气息的历史文化遗迹，使现在的

城市变得日益面目全非，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城市文

化特色。历史文化古迹的破坏导致了城市人文气息

的灭失，城市开始失去了自己的灵魂。

（一）历史文化古迹的破坏导致人文气息的缺

失，使城市失去灵魂

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迅速，城市化取得了巨大

的成就。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与

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日趋尖锐，有不少的历史文化

名城遭到严重破坏，大规模毁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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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报纸、电视上也是屡见不鲜。如浙江省舟山市

的定海古城，在２０００年被当地政府以“旧城改造”
名义拆毁；福州著名的清代建筑群“三坊七巷”部分

建筑遭到破坏，开发成了商业街。［１］２２２城市化的浪潮

使得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变得离我们越来越遥

远，城市化与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现代社会和传

统社会的显著差异，使都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仿佛

越来越成为往昔的东西，成为一种过时的“古董”，

迷失了自己的价值。

实际上城市历史文化古迹蕴涵着丰富的价值，

主要表现为科学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建筑物、遗址和器物等。城市

中的历史文化古迹深刻地蕴涵着人类文明和创造精

神，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城市建设的文化资

本。追求现代化的目标使人们把城市中近千年的积

淀视为一种桎梏，错误地铲除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文

化资本，对城市的建设导致了“历史上的昨天在今

天根本无法找寻”，一些城市失去了值得记忆的东

西。历史文化遗迹的毁灭意味着人文精神的缺失，

失去了人文气息的城市将成为没有灵魂的城市。

（二）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引起现代理性对人

的心灵的压抑

历史文化遗产中带着一种精神气息，它能熏陶

人的心灵，使人的精神得到一定的提升，获得一种心

灵上的释放。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和消失最终只能

强化现代理性对人性的压抑，导致城市中人们的心

理发展不和谐。现代城市建设中追求理性化导致了

现代理性出现蔓延的趋势，这也正应验了韦伯的现

代社会将日益走向“祛魅”的理性化的预言。城市

建筑走向可计算性，城市现代建筑没有了特色；城市

空间变得越来越珍贵，房地产发展迅速，经济功利深

入城市规划中，人们生活中舒缓神经、释放心灵、提

升精神的公共休闲空间被理性规划后用于商业发

展，城市居民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休憩地。一句话，城

市社会发展的进程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城

市化的历史使命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这在根本

上是以牺牲市民的休闲空间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过

程。城市理性通过对历史文化遗产毫不留情的疯狂

破坏来实现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但是这样做的恶果

是对人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极大地压制了人

的精神，不利于和谐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

（三）历史文化缺失强化城市化理性，导致人际

关系淡漠、道德观念改变

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社会发展理性化的社会学

新议题，他指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将

日益陷入理性化的牢笼。现代城市是理性化高度发

展的结果。而当今城市中日益浓厚的理性因素使城

市变得模式化，城市变得日益缺少自己的特色。城

市建设强调的是现代的高楼大厦，讲究的是高效的

土地利用率，注重的是城市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在高

楼大厦耸立的城市中，理性的压抑从工作环境延伸

到了人们所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历史文化的缺失使

个人失去了认同感，社会的个人日益变成松散的个

体，个人的迷失致使城市群体也受到感染，群体的道

德观念遭受了巨大的影响与挑战。个体心灵和情感

被城市理性压制导致了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关

系变得日益淡漠，城市的伦理道德也开始被驱除出

了公共场所。丹尼尔·贝尔就指出：“代表宗教冲

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它

的超验纽带；最后，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
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

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

‘先劳后享’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消费心

理。”［２］这也清楚地说明了历史文化的缺失分化了

社会个体，冲击了社会伦理，导致人际关系淡漠和社

会道德观念的转变。

二、历史文化消费：历史文化传统与城市现代性

的连接

城市理性的日益发展，使人的心灵和情感开始

受到巨大影响，致使社会群体联系淡化，城市人群在

发展中丧失了精神动力和情感源泉，城市意象日益

走向模式化，而平衡市民情感及塑造人们心灵的历

史建筑却纷纷消失，城市开始出现畸形发展。而经

济与社会的发展为人们带来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人

们对精神和文化的需要也变得日益迫切。在此契机

下，历史文化消费有了兴起和发展的可能，也有了兴

起和发展的必要。

（一）历史文化消费是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消

费相结合的新型精神消费

历史文化消费不是简单的旅游消费，而是人们

对传统的一种追寻，是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人文精

神消费形态，是人们亲身接近城市中蕴涵古代人们

思想的历史古迹的一种情感行为。历史文化消费的

对象是记忆、情感和精神。希尔斯认为：“记忆是个

贮藏器，它收藏着人们过去的经历，以及人们从载入

史册并被牢记的他人（活着的或是死去的）经历中

获得的知识。”［３］６７而历史文化遗迹正是历史记忆的

贮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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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消费主义文化正在向社会

的许多场域展开价值入侵，人们在欲望与可能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冲突。物质欲望膨胀、物质文明的发

达，实现了人的物质需要，但是人们却陷入了精神空

虚的陷阱，难以自拔。现代物质消费的发达表现出

了现代人们在物质消费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的

社会背景下对精神、情感产品的巨大渴求。历史文

化遗产中渗透着以往时代的建筑风格、人文气息，同

时也能让人了解和联想到以往历史人物的思想、时

代精神，能够在视觉冲击之后，使心灵、情感产生共

鸣或震撼，带来人们精神的提升和享受。希尔斯曾

清楚地说到：“大多数人有一种渴望，他们不懈地寻

求建立他们出生前的历史，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亦是

如此。这通常是一种满足于朦胧状态的感受力，但

这种感受力需要有其历史对象，无论人们对于这些

事物的认识是多么模糊不清和残缺不齐。”［３］６８历史

文化消费正好符合了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对情感和

精神的急切需求，使人们在参观历史名人故居的时

候，能体会一种情感和精神，从而也使人们获得心灵

安慰。因此历史文化消费的发展在当前城市中是可

能的，也是必要的。

（二）历史文化消费可以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

城市精神的和谐统一

历史文化消费是建立在保护和发展历史文化遗

产基础上的一种精神消费形态，它不仅能提升人的

精神、净化人的心灵、提高人的文化素养，而且也能

调和现代城市文化与历史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促进现代城市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发展和辨

证统一。历史文化消费通过对历史文化内涵精神的

消费可以联结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明，促进传统

文化焕发新的光彩。

１．历史文化消费是连接民族精神与城市精神的
纽带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首先是文化水库，它蓄积着

那些为人们深深依恋的对象的历史和记忆。阿马蒂

亚·森曾指出：“消失的传统却可能令人百般怀念，

放弃古老的生活方式会导致极度的痛苦和深深的失

落感。”［４］历史文化是一种记忆，一种文化和精神的

积淀，人们通过历史文化记忆能获得凝聚力和身份

认同，形成一种集体感。现在保留下来的许多建筑、

文化遗产都是以往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古代人

类的智慧结晶，都凝聚着一些历史人物的伟大事迹

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历史文化消费使历史文化得以传承，促进民族精

神的发扬，使民族精神融入现代人的心灵中，为经济

建设带来精神动力。在传承民族精神的同时，历史文

化消费也使城市现代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并实现与

民族精神的结合。城市现代性是城市发展的标志，而

历史文化中所凝聚的民族精神却能够形成巨大的精

神力量，极大地推动城市现代性稳健、持续的发展。

发展历史文化消费是对外宣传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

对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促进

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重要方法和手段。

２．历史文化消费促进和谐城市中的历史人文精
神与现代理性的融合

城市应是理性的现代建筑与充满人文精神的历

史文化的和谐统一。城市理性指的是现代的、城市

的建筑设计及其所透露出的一种精神。但是这种片

面理性化发展的城市容易漠视人们的情感、破坏城

市的人文精神。

历史带来的是文化的积淀，是人类精神文化的

集中表达。它给人们提供了人文精神滋养。城市中

的历史文化遗产凝聚着古代人的情感、审美趣味及

人文精神，它们是人们生活的折射和历史文化的精

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证明，对过去的依恋和移

情，有时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

正是人类的过去，扩大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生活空

间，他们可以从过去寻找精神的安慰，吸取自信和勇

气，获得明智和谦逊的品格。历史文化消费能够促

使现代的人们从过去到明天的链条上获得今天都市

人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社会力量和创造

辉煌的力量，促进城市理性的合理发展，同时其所蕴

涵的人文精神也能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提升市民

的精神境界，丰富民众的情感体验。

３．历史文化消费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城
市文化的创新

历史文化消费中人们的直接消费对象是古建

筑、文物及历史遗迹，但是其主要消费目标是蕴涵在

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内在精神。历史文化的博大

精深及建筑的精美会使人们在内心对古代中国传统

文化产生深厚的情感反应。传统文化是一种相对保

守的文化，但是它往往能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存在

于历朝历代所遗留下来的文物、古迹之中，实现传统

的继承。历史文化消费突出了历史文化古迹的精神

化，也使它能在消费社会中被保留和发扬，促使人们

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城市是文化创新的汇集地。城市文化是一个时

代的精神的体现，它是一个不断创新、不断与时俱进

的精神标志，而文化创新本质上来说是在传统文化日

益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积累和继承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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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超越和创新。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传统

文化是城市文化创新的思想之源和立足之本。历史

文化消费能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渗透和

融入新时代的城市文化中，实现城市文化的创新。

三、发展历史文化消费以促进和谐城市文化

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主要议程是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

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社会，已成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

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

题。社会的和谐，其本质体现为一种和谐的文化精

神。没有和谐的文化，和谐社会的目标就难以全面实

现。城市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主体，更需

要反思发展和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从自己的实际出

发，发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当地的历史文化遗产，充

分发扬本地文化特色，实现城市文化的和谐发展。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以历史文化消费来带

动本地特色文化发展

文化古迹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起点，也是一座城

市的文脉，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本与资源。历

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种旅游资源、一种精神财富，保护

了历史文化遗产，才能使本地的特色文化得以继承

和发展。在城市形象的塑造过程中，除地缘识别外，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风俗、民族等人文状况，是城

市个性中最重要的因素。［５］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

前提下，应该推进历史文化消费，以消费来使人们体

会历史文化的内在精神，以历史知识来引导人们体

会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及蕴涵在其中的精神气韵，

获得心灵愉悦和精神提升。城市可以通过在自己的

历史传统中挖掘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开发民间文

化，在发扬和宣传历史文化的同时发展民间文化，从

而不仅使民间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也使城市的历

史文化获得新生，开创出新时代的城市特色文化，塑

造健康和谐的城市形象。

（二）发展历史文化消费，传播民族精神并提升

人们的人文素质

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精神的积淀，它是城市文

化的精华和人类文明的标志。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

展的今天，中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

在城市建设的同时却破坏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迹，对城市的完整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因此，历

史文化的保护和开发成为当务之急。首先，中国各

地的城市化应该注重保护及开发当地的历史文化遗

迹，兴起主题旅游，以主题宣传的方式来促进历史文

化消费，吸引市民和外来游客参观遗迹，感悟其中的

精神。积极宣传历史文化遗迹的历史故事，引导人

们接近历史遗迹，使人们的心灵和精神沉浸在历史

故事所蕴涵的精神和情感中，用历史人物的生平及

其奋斗精神来激励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斗志，提高

人们的精神境界，复兴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其次，

在历史文化遗迹的地域范围中拓宽空间范围，建立

城市居民的休闲活动场所，吸引市民接近历史文化

遗迹，回忆历史人物的人生故事，促使人们产生心灵

震撼，弘扬民族精神。

（三）注重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以文化积累为基

石促进文化继承和创新

城市中的历史文化是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特色的

精神内涵。城市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文化的中

心，人类进入城市文明以来，几乎绝大多数的文化创

新、扩散和变异首先都是从城市社会开始。世界各

国最先进的文化设施、文化艺术队伍也都聚集在城

市，一个城市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发达程度往往也代

表着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而城市文化是一个不断

积淀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上留下的传统文化是

现代城市文化的源泉和创新基础，先有文化继承才

会产生文化创新，丧失了文化积淀和继承就难以进

行文化创新和发展。因此，当前的城市文化建设必

须注重对历史文化的挖掘，通过对历史文化内涵的

深入了解及把握，抓住历史文化的精华和特色，把这

些文化思想及精神应用于当代城市建设中，以使其

对人们产生巨大的激励作用，同时也要加强对本地

历史文化的宣传，让本地历史文化获得新的发展，从

而努力营造出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有序的城市

文化风貌，促进城市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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