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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文化“软实力 ”是在“软实力 ”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 ,它涵盖了城市文化和“软实力 ”两个

概念的内容 ,但并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城市文化“软实力 ”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直接影响到城

市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发展模式。要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需要发展城市文化产业、打造城市品牌、发扬城市历

史文化和引进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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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软实力 ”这个概念 ,第一次出现是 20世纪 90年

代。1990年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 ·奈在著名杂志《外

交政策 》上发表了《软实力 》一文 ,这是“软实力 ”概念诞生的

标志。[ 1 ]3“软实力 ”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重

要文献中 ,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明确把“激发全民族文

化创造活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作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战

略 ,意义重大 ,标志着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建设已经提上

了议事日程。[ 2 ]国内也有许多专家学者把“软实力 ”这个概

念和许多概念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如 :政治制度“软实力 ”、区

域“软实力 ”、城市“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 ”等等。关于城市

文化“软实力 ”,吕先声、孟建、丁元竹等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

研究。本文围绕城市文化“软实力 ”,着重分析其内涵、意义

和发展途径。

一 “软实力 ”及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内涵
要理解城市文化“软实力 ”这个概念就必须先了解“软

实力 ”和“城市文化 ”的概念。

作为“软实力 ”的首次提出者约瑟夫 ·奈 ,在不同时期 ,

对“软实力 ”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在 1990年发表的《软实

力 》一文中指出“软实力 ”是国家的凝聚力 ,是文化被普遍认

同的程度和国际活动的程度 ,是让他人自愿按你的意图做事

的力量 ,这种力量源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 2002

年发表的《为何再不能单纯依赖军事力量 》(“W hy m ilitary

power is no longer enough”)一文中 ,却认为软实力就是“让别

人也想要你所想要 ”的能力。而在 2006年发表的《软实力的

再思考 》(“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 ,他又将这一概

念定义为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他方的行

为 ,从而使己方得偿所愿的能力。另外 ,在 2004年出版的

《软实力 ———世界政治致胜之道 》一书以及 2006年发表的

《软实力再思考 》(“Think again: soft power”)一文中 ,则明确

指出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 :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

策。[ 1 ]5

关于城市文化的内涵 ,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文

化 ,是指城市的主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城市文化是指城市主人在城市长期

的发展中培育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共同思想、价值观念、基本

信念、城市精神、行为规范等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所讲的

城市文化 ,是指狭义城市文化 ,它是与经济、政治并列的城市

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 ,它既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发展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 ,也包括科技、教育、习

俗、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城市文化作

为城市的精神产品 ,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对人的影响

是根本的和长远的。[ 3 ]

一些学者对国家文化“软实力 ”与城市文化“软实力 ”进

行了分析。王光明指出 ,城市文化“软实力 ”与国家文化“软

实力 ”不能画等号 ,国家文化“软实力 ”中意识形态分量较

重 ,而城市文化“软实力 ”则较为看重价值取向。就城市文化

“软实力 ”构成而言 ,包括城市精神、城市形象、文化设施和机

构、文化品牌等方面。[ 4 ]虽然国家“软实力 ”不同于城市文化

“软实力 ”,但两者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城市文化“软实力 ”

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 ,而国家文化

“软实力 ”的提升毫无疑问会带动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发

展。

综上所述 ,本文认为 ,城市文化“软实力 ”是在“软实力 ”

概念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 ,它涵盖了城市文化和

“软实力 ”两个概念的内容 ,但并不是两者的简单叠加。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 ”,是通过对城市文化的培育、提炼和发展 ,

让城市具有个性和精神 ,居民自觉形成共有的城市气质及共

性 ;挖掘一切可能成为实力的文化蕴含 ,增强城市对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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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和吸引力 ,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高城市的竞

争力 ,促进城市的完全发展。

二 发展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现实意义
文化张扬着城市的个性 ,体现着城市的气质和神韵。文

化“软实力 ”和经济“硬实力 ”对于城市的发展就如人之两

臂、鸟之两翼 ,缺一不可。所以发展城市文化“软实力 ”具有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优化城市经济结构 ,提高城市竞争力

一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必然要求发展文化创意产

业 ,而文化产业对于单一的经济产业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如

果说城市中的经济产业是支柱架构的话 ,那么文化产业就是

相应的软件配套设施 ,是一个城市的精、气、神。陈少峰指

出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 ,与高智慧、高科技结合 ,是未来的

最好的产业形态 ”。文化产业在城市的发展、甚至是国民经

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8年第 4届中国国际文

化产业博览会 ,总成交额达 635. 66亿元 ,足以证明文化的力

量。二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必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随着城市文化的提炼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 ,人们文化知识

水平的提高 ,城市的发展必然由工业型社会转向服务型社

会 ,第三产业将得到充分的发展。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 ,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 ,已占国民

经济的 70%左右。[ 2 ]可见 ,城市文化“软实力 ”能促进城市经

济的平衡发展 ,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城市的竞争能力。

2、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发展 ,建设宜居家园城市

吕先声认为提升“软实力 ”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

义重大。要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正义、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就不能不重视提升文

化“软实力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努力提升人民群

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 ,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人

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5 ]城市文化“软实力 ”促进和

谐社会发展的原因首先在于 ,发展城市文化“软实力 ”必然要

求提高城市居民的教育素质 ,民众素质高 ,邻里关系就好 ,社

区氛围一片和谐 ;其次 ,随处可见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得好 ,

民众有地方可去 ,有能力消费得起的大众文化 ,就可避免单

一的娱乐性文化消费 ,利用好闲暇时间 ,社会也能安定有序 ,

充满活力。

3、有利于建设人文城市 ,促进人的科学发展

首先 ,城市文化“软实力 ”注重城市文化的积淀 ,保护城

市文化遗产 ,为建设人文城市夯实基础。其次 ,人是建设城

市的主体 ,是最活跃的因素。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

心。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必将促进人的全面科学发展。它

的宗旨就是城市居民自觉形成一个城市特有的气质和共性 ,

自觉关心城市的发展 ,把自己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紧密结合

在一起 ;居民享受到文化“软实力 ”提升的成果 ,文化精神需

求得到满足 ,生活工作热情得到激发 ,才干发挥得淋漓尽致 ,

人的个人价值得到充分体现 ,从而人得到科学全面发展。

三 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实现途径
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涵盖面非常广泛 ,因而提升城市文

化“软实力 ”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城市建设者应该抓住城

市的鲜明特色 ,充分扬其长而补其短 ,找到适合发展的路子 ,

不搞“无米之炊 ”,也不生搬硬套。根据已有研究 ,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

1、注重历史积淀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夯实基础

历史的积淀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 ,是历史留给后人的

一笔宝贵财富 ,也是后人发展城市的丰富资源 ,它直接构成

城市形象 ,直接成为城市文化 ,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

源泉。马庆国、楼阳生认为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要通过

对城市文化的挖掘、整理、推陈出新 ,对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

要继承、发扬 ,诸如现代先进的文化要素 ,融聚社会共同价值

观念 ,整合凝练出能够继往开来的城市特色文化 ,这个特色

文化既包括历史积累的优秀成分 ,又包括具有城市特色的现

代成分。[ 1 ]14注重历史积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大力

保护历史遗留的文化遗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国在这方面也做出了不菲的成绩。

山东潍坊的年画、湖北孝感的雕花剪纸、陕西等地的皮影戏、

木偶戏及印染术等 ,各地的戏曲如京剧、昆曲、川剧等等都被

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行列。有了这些宝贵的财富 ,

城市的发展就有了依托。二是大力保护民族文化。中国是

一个文明古国 ,众多民族有着太多不同的文化传承 ,在保护

民族文化特色上要力求存异。刘文俭、马秀贞认为通过宣扬

民俗文化、节庆文化和建筑文化可以达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

目的。如云南的 25个少数民族风俗 ,广东的岭南文化、客家

文化、连南瑶族风情 ,大连的国际服装节 ,西湖的狂欢节 ,南

宁的民歌艺术节 ,青岛的建筑风格 ,北京及西安等地的古代

建筑 ,苏州园林等等 ,都可以成为各地保护并大力发扬的历

史文化。[ 3 ]三是要整合资源 ,让历史文化走上发展的舞台。

历史文化不受保护就会遭到破坏 ,不被发展就会被淡忘。整

合这些优势资源 ,充分利用媒体 ,向周边城市乃至海外大力

渲染这些极具魅力的文化特色 ,那么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建

设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2、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基本途径

一是要大力发展生产文化产品的文化企业。包霄林认

为应通过发挥文化企业的主体作用来推动和提升文化“软实

力”。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展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是提升文

化“软实力 ”的关键。应优先考虑文化创造力 ,注重开发符合

当代市场需求的文化娱乐精品。二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 ,

如动漫游戏产业 ,影视、广告、出版等媒体产业。[ 6 ]优势产业

既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又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辐射力。比

如日本的动漫产品、美国的好莱坞电影、韩国的电视剧及音

乐作品 ,争先恐后打入中国的消费市场 ,在获得丰厚的经济

效益的同时 ,也增加了其在中国的影响力。城市文化“软实

力 ”的发展具有同样的效果 ,一项具有影响力的高科技产品

的问世都可能将该城市推向世界顶尖城市之林。三是大力

发展丰富的民间文化产业。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各个

城市都拥有不同的特色。发现特色 ,发展特色 ,就能提升城

市的“软实力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通俗文化是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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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宝贵资源 ,但要在现代市场需求和技术制作的背景下发展

成为文化产业 ,就必须将这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 ,使

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陈少峰认为通俗文化看起来不

起眼 ,但它对树立良好的国家和地区形象帮助巨大。特别是

那些励志类的影视、音乐 ,富于民族文化特色的通俗小说和

创新的故事 ,乃至餐饮文化等等 ,都是友好型的 ,同时具有强

大的文化渗透力。[ 2 ]

3、打造城市品牌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关键环节

品牌是城市的标志符号 ,品牌强势 ,则城市个性鲜明 ,品

牌是城市的脸面 ,构筑城市的品牌是提升文化“软实力 ”的直

接途径。首先 ,城市品牌的影响力就是城市的影响力 ,是文

化“软实力 ”的体现所在。正如“闻声识人 ”一样 ,通过了解

一个城市的品牌就能很好的了解一个城市 ,人们不由自主的

把城市和品牌联系在一起。比如“丝路联欧亚 ,油海托煤船 ”

的乌鲁木齐 ,“琴台鹤楼绝唱 ,两江三镇善水 ”的武汉 ,“中西

风韵 ,博彩兼容 ”的澳门 ,“神医有药圃 ,道德成酒乡 ”的毫

州 ,“七朝帝京史 ,清明上河图 ”的开封等等 , [ 7 ]这些诗句都

把城市和品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其次 ,构筑城市品牌能

招商引资 ,为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发展注入直接资金。如青

岛市 ,涌现了像海尔、海信、青啤、双星等一大批知名品牌 ,品

牌经济已成为城市经济的一大亮点 ;同时 ,城市品牌的外部

效应不断释放 ,消费者越来越信任青岛的产品 ,投资者越来

越青睐青岛的企业 ,品牌的市值不断提高。[ 8 ]总之 ,城市的发

展离不开品牌 ,品牌能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 ,提升城市

文化“软实力 ”,城市的更加发展又能促进新品牌的研发 ,两

者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4、吸引优秀人才为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提供保证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文化竞争力实际上就是人才的

竞争力 ,它竞争的不是看得见的物的指标。发展人才战略已

经受到了高度重视 ,人才是国家、区域、城市发展的后劲保

障 ,是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有力保障。一是引进人才有

利于提高城市人口的文化素质。城市居民的文化素质直接

影响城市气质、精神的形成 ,直接影响城市价值观的形成 ,直

接影响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实现。二是引进人才有利于促

进城市科技文化的发展。引进人才实质上就是引进科学文

化技术 ,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就是为城市的发展提供

很好的平台。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在于创

意和内容的发展。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文化人才的主动性、创

造性和积极性。当前城市文化“软实力 ”建设更突出紧缺的

是文化经营人才、产业研发人才、策划人才、管理人才等。[ 3 ]

我们不难发现 ,人才聚集的城市一定是“软实力 ”较发达的城

市 ,极具吸引力的城市一定能吸引更多更优秀的人才。

除了上述四个方面的途径以外 ,城市大型文化活动也为

城市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如上海的

“上海合作组织 ”;南宁的“东盟博览会 ”;三亚的“博鳌论

坛 ”;苏州的“世界财长会议 ”、“世界遗产大会 ”;昆明、沈阳

的世界园艺博览会 ;杭州的“世界休闲博览会 ”;绍兴的“第

二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 ”,南京的“联合国

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 ”等等 ,都为城市形象的宣传提供了很

好的渠道。闻名世界的艾菲尔铁塔就是因为巴黎曾经主办

过“世博会 ”而留下的辉煌建筑 ,那么北京的奥运会和上海的

“世博会 ”也一定会给中国留下丰富的文化财富。[ 9 ]另外 ,发

展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也是一种有效途径。丁元竹认为发

达的非营利组织、志愿组织也是“软实力 ”的标志 ,它们的发

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责任感的重要体现。他说志愿服

务不仅可以提高城市的生活质量 ,还可以提高一个城市的

“软实力 ”,志愿是一种责任 ,是重要的“软实力 ”,“软实力 ”

和经济实力实际上是一个城市发展的两个基本力量 ,我们可

以通过志愿服务提高城市的文明 ,从社会问题开始 ,通过志

愿组织解决社会问题。[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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