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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赋存特征及产业化开发

马 黎 明
(济南社会科学院,山东 济南 250099)

[摘摇 要] 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 济南历史

文化资源呈现出以城市为轴心的多圈层分布特征,不仅拥有独特而多元的资源体系,而且物化

载体多有保留,在产业化开发方面具有文化认同感强、资源特色鲜明、便于总体开发等优势。 济

南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要以培养特色品牌核心竞争力、产品体系综合竞争力、文化

产业规模竞争力为目标,形成特色化、综合化、规模化的产业化开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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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结构

调整,文化产业日益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

力。 根据布迪厄、戴维思罗斯比等人的文化资本理

论,文化资源构成了文化产业的前提和基础,文化产

业发展实质上就是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过程。[1] 文化

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独占性等特征,又是决定区域

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济南市拥有 4 600
多年的文明史和 2 600 多年的建成史,又是齐鲁文

化的交汇地,泉水景观文化和名人名士文化交相辉

映,其历史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是非常明显的。 为此,
济南文化产业发展必须着眼于本地历史文化资源的

赋存特征和开发优势,探索出各种有效的资源开发

利用模式,推动文化产业做特、做优、做强。
一、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主要赋存特征

济南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

一个以城市为轴心,以自然山水文化、传统建筑文

化、城市园林文化、古迹遗存文化、多元宗教文化、名
人名士文化、特色民间文化为主要脉络的历史文化

资源体系,这些文化各有其文化价值,又彼此交融呼

应,共同构成了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赋存特征。
(一)自然山水文化———城市文化的源头和自

然基因

刘易斯·芒福德论及城市的起源与发展时,曾
多次提到自然地理环境之于城市的意义。 他指出,

人类远在新石器文化尚未广泛形成村庄和城镇的时

候,就已经懂得要选择那些有着流水终年不断的清

泉、坚实的高地这样的地点来建设村庄和城镇

了。[2]8论及希腊城市的形成时,芒福德又说,雅典卫

城那些建筑物的美学力量和他们活动的源泉来自建

筑物的底下,是那些巨大的山岩支撑了这些建筑物,
使之成为了圣山,那些岩穴、那些山泉的重要性并不

亚于后世那些宗庙和圣祠。[2]172显然,对众多城市来

说,穿越其历史的长河,几乎都可以看到位于源头的

那些大自然所赋予的基因。 济南是一座发端于泉水

的城市,其自然山水文化特色鲜明,在几千年的城市

演进过程中,这些自然山水与城市生活交融,不仅成

为济南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也构成了这座城市人文

个性的自然基因。
首先,济南的泉水文化是构成城市历史文化资

源体系的核心要素。 济南是一个泉池密布的城市,
无论是城区本身还是城市周边地区,都有大量的泉

池水系存在,泉水以及泉文化不仅决定了整个城市

别具风格的山水意蕴,也孕育了城市独特的生活方

式和文化选择,使城市拥有了一种独具色彩的地域

性文化氛围。 在济南,无论作为自然生态文化的园

林、山水、湖河,还是作为人文资源的城市民俗、名人

遗迹、建筑风格等,都与泉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 正

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济南是一座“由自然而达于



人文冶的城市。[3] 这里所揭示的文化递进关系和文

化交融特征,既解释了自然山水文化之于济南这座

城市的源头意义,也阐明了济南历史文化资源构成

的核心特征。
其次,济南的自然山水文化具有明显的以老城

区为中心的多圈层分布特征,这是济南以老城区为

中心的历史文化资源分布格局的自然根基。 济南市

的四大泉群、大明湖、各种泉池、河渠、园林大都分布

于老城区中心地带;环绕于老城区外围的护城河、千
佛山、小清河、黄河等,依次构成了城市自然山水体

系的第二道文化景观带;城市周边地区则有章丘百

脉泉泉群、洪范池泉群以及南部山区自然山水景观

带,进一步显示出了自然山水文化以城区为中心的

分布特征。 文化如何分布首先是历史本身的一种自

然选择的结果,愈是历史的、原生态的文化分布,愈
具有文化回望的价值和意义。 济南的特点就在于,
经过数千年的选择,更多的自然山水文化留在了老

城区中心,这种分布特征同时也就构成了济南历史

文化资源的一种分布优势。
(二)传统建筑文化———城市文化的立体映像

关于建筑之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意义,人们有各

种界说和评价: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灵感的凝结、
历史的注脚、文化在地平线上的侧影。[4] 济南的传

统建筑具有多样化文化特征,不仅有老城区局部保

留下的街巷格局、作为旧式教育建筑的文庙和书院、
保留完好的官式建筑清巡抚大堂、老商埠区的部分

功能建筑等,而且宗教建筑也十分可观,城市中心有

兴国禅寺、清真南大寺和清真北大寺、洪家楼天主教

堂和经四路基督教堂,城区外围则分布着海内名刹

灵岩寺、柳埠神通寺、四门塔、五峰山洞真观道教建

筑群等。 另外,济南的古村镇、各式乡土建筑也多有

留存,章丘朱家峪明清建筑组群有六百余年历史,目
前仍较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建筑格局。 济南的传统

建筑文化不仅内涵丰富,其分布格局也同样契合了

历史文化资源以老城区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多圈层分

布特征。
(三) 城市园林文化———自然与人文交融的

平台

济南是中国北方地区难得的一座山水城市,有
山水自有园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城市园林,才使

得济南的自然山水与城市人文彼此交融,构成了济

南历史文化的独特景致。 济南的城市园林大都与泉

池为邻,以泉池为主体造景元素,城市园林文化基本

上可以归为城市山水文化的一部分;济南的城市园

林又多为文人雅士聚会之所,因而又是名人名士文

化的一部分。 这些特点显示出了济南历史文化资源

的互通和交融性,也构成了济南城市园林文化的独

特价值。 王育济先生对济南的城市历史和山水园林

特征多有研究,他甚至提出“济南整个城市就是一

座园林。 如果说大多数城市都是城有园林的话, 济

南则是城即园林冶 [5]。
(四)古迹遗存文化———城市历史文化的远古

基因

济南的古迹遗存文化有几个特点:一是历史悠

久,最早的文化遗址是距今 8 000 年、属于后李文化

的章丘河西遗址,北辛文化遗址距今也有 7 000 多

年的历史;二是文化遗存的资源级别较高、考古价值

大,济南龙山镇的城子崖遗址被视作中华文明本土

说的自证地,是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三是文化古迹大

都与自然景观和其他人文景观融为一体,便于对资

源进行整合开发,像灵岩寺、五峰山的宗教文化古迹

基本上都是隐于山林之间,周边的自然景观体系丰

满、特色鲜明,十分有利于对资源整合开发利用。
(五) 多元宗教文化———城市文化多元化的

象征

“一座城市的宗教符号和文化遗产的多少是体

现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冶 [6] 济南的宗教文化

发展具有多元化、包容性特征。 在济南,不仅源自本

土的道家文化拥有自己的一片空间,佛教、基督教、
清真教等也得以广泛传播,多种宗教思想并存成为

济南宗教文化发展的标志性特点;同时,济南宗教文

化遗存丰富,上述关于建筑文化的描述表明,济南的

宗教建筑样式多且多有保存,各种寺庙、道观、清真

寺、基督教堂等应有尽有,极大地丰富了宗教文化资

源的物化形式,为宗教文化的多元化系统开发提供

了重要物质基础。
(六)名人名士文化———城市历史文化的标签

名人名士文化是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体系中具有

重要开发价值的资源系列之一,其赋存特征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名人名士文化历史悠久,文化

成就高。 从远古时期的大舜文化,到战国及两汉时

期以扁鹊、终军、曹操为代表的名人文化,再到魏晋

南北朝以后的士人文化,济南的城市文明有多久,其
名人名士文化的足迹就有多远。 第二,名人名士文

化大都与文人雅士的诗词歌赋或其他艺术成就相关

联,所以名士文化所隐含的另一条线索,是济南历史

的一些独特的文学艺术创作成就,其典型代表是宋

代“二安冶的文学成就以及元代张养浩的散曲创作

成就。 第三,名人名士的文化精神成为济南城市文

化精神形成的重要源头。 济南作为一个历史上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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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心的城市,其精神信仰较少受到皇权思想的

影响,反倒是文人雅士的信仰和生活追求对济南城

市精神的形成构成了极大影响。 尤其是宋代以来的

文人精神,更是渗透进了市民阶层的市民精神和文

化信仰之中,形成了这座城市独具特点的传统文化

和精神气质。 这样一种精神文化特征,也成为今天

探寻济南城市文化精神的一条重要历史线索。
(七)特色民间文化———城市生活文化的写照

济南是一个民间文化艺术十分发达的城市,不
仅有大量的表演说唱等曲艺艺术,而且商河鼓子秧

歌、章丘芯子等民间舞蹈也一直流传至今,作为重要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

化开发至关重要;济南的市民生活和民间习俗具有

浓厚的地域特色,可为其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注入新

鲜元素;济南的传统工艺也有自己的特色,铁艺、茶
艺、陶艺等都有自己的文化源流,深入挖掘传统工艺

的文化价值,打造独特的城市物产体系,能够起到展

现历史文化资源特色、丰富文化产品体系的作用。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分析,一方面应该充

分考虑到不同文化脉络在资源构成方面的主体文化

特征,推动差异化的产业化路径选择,另一方面还应

把握不同文化脉络之间的彼此互通和相互交融特

征,以便以更加多元的文化分析视角对各个文化资

源系列作出更切实际的分析。 上述济南的各个历史

文化脉络,一方面都有其鲜明的主体文化特征,同时

又都是依托多样式的文化形态存在的。 比如,宗教

文化就依托了各种建筑文化和仪式文化而存在,名
人名士文化也直接与济南的自然山水文化和泉池园

林文化有着天然的共生关系,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自

然与人文、物化文化与精神文化、士人文化与市井文

化、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等各种文化之间的彼此交

融和依托。 各种文化脉络在存在形态上的多样化及

其交融共生特征,是我们分析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

秉赋优势并进一步探讨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思

路的框架基础。
二、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优势

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一般应考虑

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资源文化的独特性,只有独特

的文化,才是有开发价值的文化;二是市场对这种资

源价值的需求状况,只有市场需求的资源,才有其特

定的开发价值,从而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运作;三
是要有流传下来、便于交流和沟通的文化载体,像建

筑、文字、歌舞、工艺品以及生活模式等,缺乏载体支

撑的文化产品开发将很难有持久的运作效应。 基于

对这些因素的考量,我们认为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

产业化开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条件:
(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产业化开发具有总体

优势

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可以依托不同的文化资源体

系来进行。 一座城市的建成史以及文化传承的延续

性、其文化保留的完整性等,不仅是对城市文化进行

分层开发的重要基础,也构成了对城市历史文化进

行产业化开发的总体优势。 济南是国务院批准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考古发掘表明,早在 8 000 年

前济南就已经是后李文化的集中分布区[7] 22;章丘

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四五千年以前的

济南实际上居于当时东夷文化的核心区[7]3;春秋时

期,济南属齐国,为当时齐国的西南边陲重镇;西汉

时期,济南为郡,郡治东平陵;西晋时期济南城区自

平陵迁至历城,从此济南市区成为历代郡国、州府的

行政中心;明洪武九年(1376 年),山东最高行政机

关“承宣布政使司冶由青州迁至济南,济南成为山东

省省会,全省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全国重要

的中心城市之一。[7]4-5显然,济南是一座有着悠久历

史与深厚文化积淀的城市,这不仅有利于济南在多

个序列上推动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而且也从整体

上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奠定了重要的

基础。
(二)文化兼容并蓄,产业化开发更易于获得广

泛的文化认同

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历史上并未形成显

赫的城市地位,它更能胜人一筹的是城市文化所具

有的多样化特征。 这包括:(1)文化模式的多样化。
济南地处齐、鲁两地的交汇点,其城市文化的形成是

齐、鲁两种文化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的价值

观、行为方式以及城市的物化景象,都能折射出两种

文化的影响,显示出城市对文化模式选择的多样化

特征。 (2)宗教文化的多元化。 如上所述,济南对

宗教文化采取了一种极包容的接纳态度,在济南不

仅道家思想受到推崇,而且佛教、基督教、清真教等

教义思想也在较大程度上得以传播,多种宗教思想

并存不仅是济南宗教文化发展的特征,也成为城市

文化多样化的又一象征。 (3)文化分布形态的多极

化。 济南作为历史上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始终没有

形成皇权文化或圣贤文化的大一统现象,从城市文

化的社会构成形态来看,官府文化、士人文化与平民

文化的多极化共存,是城市文化构成的主要特征。
正因如此,作为一座平民化城市、一个多极化社会文

化的聚合体,济南流传至今的是一幅更具有全景意

义的社会生活图像。 这就使得济南作为平民化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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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能够从更完整的意义上展示出过去的城市文化

样式。 从文化的产业化运作来看,这种平民式、多元

化的城市文化更易于与现代社会建立起文化认同,
从而有助于加快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进程,形成

城市文化发展的特定优势。
(三)文化自然天成,产业化开发具有个性化资

源优势

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产业化运作,要注重挖

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个性化特质,彰显城市文化

独树一帜的资源价值。 文化个性是成就城市文化产

业的最深厚的根基和力量。 济南历史文化的独特性

在于,它是一座发端于山水并富有山水灵性的城市,
自然山水与世俗生活交融共生,生活富有山水意蕴,
山水透发着人文情怀。 这样一种自然天成的城市人

文气息构成了济南历史文化的个性化资源优势。 中

国文化绚烂多姿,许多城市都占有某些文化上的个

性化优势。 济南所拥有的这种自然天成的城市历史

与文化,将因其稀缺性和个性化特征,为济南建立起

独有的市场影响力,为其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

发提供重要支撑。
(四)文化载体有若干保存,产业化开发具有物

质基础

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最终都必须借助历史流

传下来的文化载体加以实现。 济南经过数千年的历

史变迁,留存下了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自然和人文场

景,古遗址和其他文化载体也多有保留,如果能对这

些历史遗迹和文化载体进行必要的挖掘、修复和整

合,可勾勒出相对完好的传统文化景物或特色文化风

貌区,为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奠定重要基础。
目前,济南保留下来的相对完好的文化载体有:(1)古
城格局。 济南历史上的城区选址与布局安排很大程

度上是依山水走势和泉渠流向设计而成,由此便形成

了依泉而建、临水分布的水域古城特征。 目前,老城

区曲水亭、芙蓉街一带仍部分保留了原有的古城格局

和街巷风貌,这无疑是展示城市历史文化风貌的重要

载体。 (2)历史建筑。 古城济南是一座建造在泉池

渠水间的城市,其历史建筑无论是布局安排、功能设

计还是选材用色,都较多体现了人与泉渠和谐共生的

建筑理念,显示出“小桥流水人家冶的独特意蕴;近代

济南自开商埠,许多带有鲜明西式风格的建筑组群以

及具有中式风格的传统建筑相继落户商埠,由此又形

成了商埠新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目前,这些历史

建筑仍有部分留存,特别是老城区一代,与“小桥流

水冶相伴的部分官式建筑、老式宅院和商业店铺等仍

可加以修复再现,这些老式建筑都是透视城市历史文

化的重要载体。 (3)城市民俗。 济南由于泉渠环绕

的地域环境,其城市民俗也形成许多地域性文化特

征。 山曼先生曾在《济南城市民俗》中对有关吃水饮

茶、垂杨荫里、泉边人家、书山艺海等民风民习作了描

述,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地域性民俗极具个性魅力的一

面。[8]济南城市民俗从古至今,许多民俗事象已沉淀

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稍加提炼和整理即可成为展现

济南传统文化风貌的又一重要载体。 (4)文化遗址

遗存。 如前所述,济南的古迹遗存文化十分丰富,这
既是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的佐证,也是推动文化产业化

开发的重要载体。 如果能对这些遗址文化进行好的

策划和运作,将会为城市带来文化形象和产业收益

的双丰收。
三、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目标与

原则

(一)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现状

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进而以历史

文化资源优势促进济南文化产业发展,首先需要对

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现状进行分析,同
时按照文化资本的属性要求,确定对历史文化资源

进行产业化开发的目标和原则。
近年来,济南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稳步增长态

势,2013 年实现增加值370 亿元,同比增长15郾 3%,占
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7郾 1%,已成为全市重要的

支柱产业。 但是,与国内先进城市相比,济南文化产

业发展的总量规模仍然偏小,同时缺乏自己的特色和

品牌,存在着特色不突出和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尤其

是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仍然存在着对历史

文化资源的挖掘和整合提升不力的问题,这已经成为

影响济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突出因素。 首先,济南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出分散化和业态单

一的特征,制约了文化产业的规模聚集效应和经营业

态的多样化;其次,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未能充

分利用,影响了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和文化产业亮点

的形成,这一点在泉水景观资源和大舜文化资源的开

发利用等方面尤为明显;再次,缺乏对历史文化资源

内涵的淬炼和提升,导致了资源开发的低端化和粗放

化,制约了文化业态的升级。 济南在历史文化资源产

业化方面存在的各种问题是济南文化产业缺乏亮点

和特色的重要原因,严重影响了济南的城市形象和文

化产业的发展张力。
(二)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策略要

点和目标定位

基于济南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强市的总体要

求,考虑到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赋存条件和产业化

·78·第 31 卷摇 第 3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马黎明: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赋存特征及产业化开发



开发的现实状况,济南应进一步理清自身资源的文

化脉络,在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梳理、归类以及准确

把握各类文化资源特性的基础上,对历史文化资源

产业化开发的目标进行研究并做出定位。 具体来

说,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化开发应首先把握三

个要点:
一是要突出历史文化资源的个性化特色。 文化

产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要满足人们较高层次的

精神消费需求,而精神消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对

差异性的消费,如果一种文化产品或服务没有独特

价值,就不可能对消费者形成吸引力。 目前济南文

化产业发展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恰恰是缺乏特色

鲜明的文化产品,没有形成对消费者有吸引力的独

特品牌。 特色是一种文化的反映,一个城市的文化

产业特色,主要来源于本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所蕴含

的独特价值。 因此,要提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首要

的一点就是对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差异化、特色化的

文化要素加以提取,使之转化为可以产业化的文化

资本。 在这一方面,济南做得还远远不够,如大舜文

化、龙山文化几乎没有被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加以开

发,作为齐鲁文化交汇地的特色也没有通过文化产

品和服务体现出来,使得济南文化在源头上缺乏解

释力,地域文化特色也就难以得到确认。 今后济南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应深入挖掘和突出

历史文化资源所蕴含的地域文化价值,加强这种文

化价值与市场的有效对接,以此打造和形成济南文

化产业的特色品牌和核心竞争力。
二是要提升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整合效

应。 到目前为止,济南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仍然存在着整合不力的问题。 例如,济南最大的文

化特色是泉水文化和名人文化,而且这两大文化又

存在着内在和紧密的精神联结,但从目前情况看,泉
水文化资源和名人文化资源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更缺乏对两大文化资源的有效整合。 济南泉水文化

还与济南民俗紧密结合,但现在只重视了泉水景观

的开发,却没有注重还原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及

价值观念,许多民间传说也失去了物质载体,这样就

难以充分体现文化的整体环境及氛围,也难以向消

费者提供一种原汁原味的生活情趣和文化享受。 此

外,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不力还表现在文化产品及文

化业态的单一性上,即没有形成历史文化资源的多

样化利用和产品开发,难以形成文化特色的整体冲

击力。 因此,针对济南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资源

整合不力和开发散乱问题,还需要深入挖掘历史文

化资源内涵,加大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整合力度,通过

文化与科技的结合,促进历史文化资源的多样化利

用和产品开发,形成济南文化产业的综合竞争力。
三是要强化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规模化

效应。 目前,济南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企业规模偏

小和产业集中度不高等问题,既缺乏规模大、水平

高、产业链完整的龙头企业,又没有形成产业集群。
这是制约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一个深层

因素。 为此,必须在充分整合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

基础上,加强文化与金融的结合,延伸历史文化资源

开发的产业链,发展壮大文化企业,打造文化产业集

群,形成济南文化产业的规模竞争力。
基于以上三点,济南推进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

开发的总体目标定位是:突出济南历史文化资源的

地域文化价值,加强文化与市场的结合,赋予文化产

品和服务以独特价值,形成济南历史文化资源产业

化开发的特色品牌与核心竞争力;充分整合济南历

史文化资源,促进文化与科技的结合,加强对历史文

化资源的多样化利用和产品开发,形成济南历史文

化资源产品体系的综合竞争力;深入挖掘历史文化

资源内涵,加强文化与金融的结合,发展壮大文化企

业,打造文化产业集群,增强济南文化产业的规模竞

争力。
(三)济南推进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基

本原则

基于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进行文化的产业化开

发,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律和原则才能收到更好的成

效。 济南推进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应重点把

握以下原则:
一是因地制宜和突出特色的原则。 济南历史文

化资源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内涵,并因此而形成

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差异性。 这种客观差异性

的存在要求在推进历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过程

中,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不能搞

“一刀切冶式的资源转化和产业化开发。
二是整体推进与重点突出相结合的原则。 济南

历史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文化分支的相互

渗透、相互依存,如泉水景观与名人文化、大舜文化

与龙山文化、山水文化与宗教文化等都存在着明显

的关联关系。 由这些资源相互依存构成的文化共性

是济南文化的根基,而这些资源的个性特征则是济

南文化鲜活生命力的表现。 因此,在推进历史文化

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过程中,既要突出重点,以彰显济

南文化特色,同时也要兼顾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性

和文化共性的一面,以延续济南文化的根脉。
三是资本转化与资源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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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必须解决好文化资源向文化

资本的转换问题。 资源只有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了

向文化资本的物态转换,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升

值和作用空间的拓展。 进一步来看,历史文化资源

又是一种资源集合体,其中的非物质文化资源大多

可被影视、戏剧、文学作品重复开发利用,以不同的

形式进行演绎,但历史文化遗存、古建筑、传统街区

等物质文化资源则大多具有不可再生性。 这种特性

就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资本转化和产业

化开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资本转化与资源保护相

结合的原则,这是文化资源文脉传承的客观需要,更
是文化资源实现其可持续开发的要求。

四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的原则。 历史文

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直接目的是实现资源本身的产

业化,但历史文化资源在承担经济功能的同时,还兼

具文化传承、民众教化、城市形象塑造等多种功能。
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不仅不利于历史文化资源社会

功能的发挥,而且容易导致资源开发利用的片面化

和粗放化。 只有同时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历
史文化资源的自身价值和功能作用才能得以全面体

现和发挥。
五是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要培育地方特

色文化,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将继承和创新有

机结合起来。 一方面要大力弘扬地域文化中具有

真、善、美意义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模式和行

为规范,使之成为文化主流;另一方面,还要消除陈

腐、落后的观念和行为,并在实践的基础上大胆进行

文化创新。 历史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关键在于创

新,包括内容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

等。 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产业化与文化产业发展

获得更好的绩效,使历史文化资源带给城市的收益

达到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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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鄄cultural Resource
of Jinan and its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MA Liming

(Ji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nan, Shandong 250099,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historic鄄cultural resource is the main element and approach of the urban cultural industry devel鄄
opment. Centered in the city with a structure of concentric rings, the historic鄄cultural resource of Jinan not only has its unique and di鄄
versified resource system, but also has its physical embodiments preserved well. Moreover, in the aspect of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鄄
alization, Jinan has a range of advantages including the strong cultural identity, the characteristic resource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m鄄
plemen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plan.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ing Jinan 謖 s historic鄄cultural resources, we have to target on
building and cultivating the core competitive power of characteristic brands, th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power of product systems
and the large鄄scale competitive power of cultural industry, thereby forming the characteristic, integrated and large鄄scale system of in鄄
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 Jinan; historic cultural resources; the occur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c
target; the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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