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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遗产传承的城市文化建设研究 

———以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醴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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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城市性格和城市身份的体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
所带来的 “单城性”挑战，保持城市文化的独特属性和城市文化建设的特色已经摆在了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基于城市文

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对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为研究起点，提出文化遗产传承对当前城市文化建设的意义。以陶瓷历史文化名

城醴陵为研究对象，梳理醴陵市陶瓷文化遗产，为当下的城市文化建设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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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全球化地域性城市文化特色所带来的城
市文化趋同现象，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如何保护自

己的城市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如何在全球同质化

的城市建设中发展和维系自己的城市文化已成为

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城市文化遗产是城市

发展历史过程中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反映着城市

发展的文脉，是我们今天还可以触摸到的历史真

实［１，２］。城市文化建设应立足于体现城市价值和城

市文化身份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发展城市的特

色文化品牌上，使城市文化在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中起到原动力作用。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就是

保护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城市进一步发

展进步所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对一座城市来讲，

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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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和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３］，保护城市的文

化遗产就是保护城市所具有的独特个性。在当代

语境下对城市独特地域性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应对

全球化“单城性”问题的有效解答，同时对建设具有

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城市文化遗产及传承

（一）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框架

城市文化遗产包括地面上的文物遗存，地面以

下没有发掘的文化遗存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如表

１所示），分为三级。
第一是单体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包括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

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等。对于每一层次的文化遗产采

取不改变文物现状的原则，保护各类文物保护单位

的历史原貌和真迹。

第二是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对于这类文化遗

产应保护历史的真实性和完善性，保护原有街区、

村镇的风貌格局。

第三是历史文化名城，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在保

护其所包含的单体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历史村镇

的基础上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

第四是保护能够反映城市文化，具有代表性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

以抢救性保护和传承为主。

表１　城市文化遗产框架

物质实体文化遗产

保护类容 保护方法

各级文保单位 保护文物真迹、完整性和现状环境

历史街区、村镇 保护街区村镇的原真性

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其所包含的单体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历史村镇的基础上

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

非实体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存 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发掘和传承保护

　　（二）城市遗产文脉的延续
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在快速化发展的城

市浪潮中贪大求洋出现了城市文脉的断裂、异化，

并冲击着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城市文化资源的价

值就在于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缺失引发了

城市文化的“特色危机”和城市记忆的消失，严重制

约着国家的文化安全［４，５］。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对城

市遗产文脉的传承和延续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城市文脉是城市文化遗产的时空序列。当前的文

化建设只是城市整体文脉上的一个节点，每个历史

时期都在城市的发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城市

的发展文脉具有独特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再生

性，是城市的生命力所在，因此，城市的文化建设，

离不开对城市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优

秀文化积淀的调查分析和传承。不同城市的显性

因素及隐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城市

文脉的差异性及多层次性［６］。这种差异性和多层

次性的城市文脉是建设特色城市文化的基础。

（三）城市文化遗产对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

城市文化是城市形象塑造的核心，城市形象所

凝聚的是城市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７］。这种独特

的社会文化环境就是城市文脉的具体反映，在城市

文化的建设过程中应该遵循城市的历史文脉，形成

城市独特的文化品牌和城市形象，构建城市和谐的

文化生态和人居环境。城市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

化资源对城市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也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１．作为城市文化符号引导着城市文化建设的
定位。城市文化符号的树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

成的，它是建立在城市发展的深厚历史传统基础之

上的，城市文化符号是人们对城市文化特定的感

知，是人们对城市文化宏观层面上的认识。在全球

城市趋同化的发展背景下，发掘和提炼属于自己的

城市文化符号树立自己的文化建设定位显得尤为

重要和迫切。在当下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文化软

实力资本对城市的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明等建

设贡献的程度越来越大，文化的驱动效果越来越明

显。城市文化符号作为软实力的向心作用是提高

城市文化建设的内涵、质量及定位的重要表征。

２．作为城市文明的载体，支撑着城市文化建设
的厚度。一座城市有没有文化底蕴就看它有没有

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明程度高低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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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一

个国家或区域内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和漫长的

历史文化积淀中所形成的历史、地理、经济、历史遗

存等城市文明的见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８］。一

座有文化厚度的城市更让人有归属感，能为城市的

文化建设不断注入发展的源泉，相对而言一座缺乏

文化厚度的城市其文明程度也不会有所高度。厚

度建设是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造城

运动”带来的同质化、城市肌理结构外表特征越来

越难以区分的背景下，深入挖掘、提炼和修复城市

文脉是当代城市建设过程中一项历史性的课题。

３．作为文化的优良基因，影响着城市居民的文
化价值取向。人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和外部环境对

人长时期的影响，塑造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

向。城市作为重要的人创环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

化积淀，可以说一座城市的历史也是生活在其中的

人的历史，城市历史遗存展现了一部活着的历史，

通过保存其中的物质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存

诉说着人类的发展。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所形成的

城市文化也不尽相同，这种独特的城市文化基因是

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文

化观，对城市优良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利于提高居

民的文化素养，培育积极向上的文化观。

　　二　醴陵陶瓷文化遗产与特色城市文化建设

（一）醴陵陶瓷文化的兴起

醴陵市位于湖南省东部，所辖２６个乡镇，４个
街道办事处和一个经济开放区，总面积２１５７ｋｍ２，
１０５万人，盛产陶瓷，是“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釉下五彩发源地，中国国瓷“红官窑”所在地，

区域内瓷土、陶土和耐火泥资源储藏丰富。如表２
所示，陶瓷发展历史悠久，醴陵市因陶瓷业而兴盛，

早在东汉时期（公元２０—２２０年）就开始出现陶瓷
作坊，开始生产实用性的壶、碗、罐等陶器［９］。最近

的考古在距醴陵市城北黄达嘴焦源一带发现了宋

元青瓷遗址。明清开始醴陵市的陶瓷产业逐渐兴

盛，现在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支柱产业。

表２　醴陵市陶瓷文化发展沿革

发展阶段 发展节点 主要事件

萌芽期

东汉 考古发现县城近郊新阳楠竹山有较大规模的东汉陶器作坊

宋元 考古发现黄达嘴焦源一带的宋元青瓷遗址

明 醴陵新阳大土村窑下湾及附近，为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生产专用城墙砖遗址

发展期
１７２９年 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东堡沩山开设瓷厂，烧制土瓷

１８１９—１８９２年 醴陵瓷业“客商云集，多付款后提货，求过于供”

兴盛期

１９０５年 清政府批准熊稀龄呈文，拨库银一万八千两，创办湖南瓷业学堂，并创建湖南瓷业公司

１９０６年 瓷业学堂创制五种高火性釉下颜料，并在青花装饰基础上首创釉下五彩瓷器，成为醴瓷特色

１９１５年 醴陵瓷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荣获金牌奖

１９４１年 醴陵开始有了电瓷业

１９５５年 醴陵成立湖南省陶瓷研究所

１９５６年 经国务院批准，成立醴陵瓷业公司

１９５８年
醴陵瓷器公司把２０多个所属企业改建为国光、星火、永胜、力生、渌江电瓷厂、瓷泥矿、艺术瓷厂

（群力瓷厂），新建陶瓷机械厂，扩建醴陵电瓷厂

１９５９年 全国第三次陶瓷专业会议在醴陵召开

１９８３年 醴陵釉下五彩瓷获国家优秀新产品奖

１９８５年 适应改革需要成立湖南省醴陵瓷业总公司

２００４年
湖南省政府批准醴陵成立陶瓷科技工业园，并将其升格为正处级单位，作为湖南省标志性产业来

打造，对陶瓷文化遗址公园建设进行立项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
由醴陵市人民政府和华泽华泽集团共同投资建设“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建成具有陶瓷艺术创

作、体验、博物馆展示、市民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品质陶瓷产业园

　　陶瓷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必须品，在人类社会
的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的制陶到丰富多彩的瓷器，

无不体现着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城市形成的初

期，具有代表性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出现，对城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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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醴陵陶瓷手工业发展

的同时也积淀了以陶瓷文化为核心的城市发展

文脉。

（二）醴陵陶瓷文化遗产

醴陵市陶瓷文化的发展积淀了丰富的陶瓷文

化遗产，如表３所示。这些类型丰富的陶瓷文化遗
产是塑造自己城市品牌的重要资源依托，对于城市

特色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陶瓷文化的产

生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基础上的。

英国生态人类学家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在人类与

其生态环境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通过

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获取、利

用能源或资源，而环境对文化进化的决定作用，最

集中地体现为它对人类开放技术或生产技术的净

化的制约作用［１０］。”通过对当地独特瓷土的利用，

积累和创造了城市的陶瓷文化遗产。从文化遗产

资源的形态上来看，陶瓷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形态的

陶瓷制造和烧制场地、瓷土的挖掘矿口和销售场

地。非物质形态的陶瓷文化遗产包括瓷器的制造

工艺和由此产生的文化活动，两者共同构成了醴陵

的陶瓷文化遗产和城市文脉，对挖掘醴陵文化底蕴

打造醴陵陶瓷文化经济品牌具有重要的价值。

表３　醴陵陶瓷文化遗址

遗址名称 时代 地址 责任单位 保护级别

沩山醴陵窑群 清代 东堡乡沩山村 东堡乡政府 省级

转步古城 汉代 板杉乡古城村 板杉乡政府 市级

宋元窑址 宋至元代

黄獭嘴镇焦源村少冲组的枫树坪窑址、王树组的白

竹王树下窑址、杨家垅村谭家老屋窑址和枫林市乡

唐家坳村马冲尾窑址

黄獭嘴镇政府

枫林市镇政府
市级

窑下湾砖窑址 明代 新阳乡新阳村 新阳乡政府 市级

古陶窑群 东汉 新阳乡楠竹山村 新阳乡政府 市级

桥头码头 清代 渌江桥西２０米处 来龙门办事处 市级

红官窑 现代 玉瓷路新村１号（原群力瓷厂） 黄泥坳办事处 市级

　　（三）醴陵市陶瓷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１．对陶瓷文化遗产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调查及

名录保护措施。醴陵市陶瓷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

长期以来缺乏系统的对区域内的物质性和非物质

性陶瓷文化遗产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保护和挖掘，导

致一些文化遗产资源缺乏保护以致濒临灭绝。现

存的陶瓷文化遗产仅限于目前考古发掘的窑址，对

与醴陵制瓷技艺和制瓷传统有关的历史遗存、非物

质文化技艺传承人等缺乏系统的建档保护。从纵

向角度看，醴陵市陶瓷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传承有

序，但受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相对较严重。首先，自

然的损毁及渐进式的自然破坏，如洪灾、泥石流、火

灾等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对遗产资源造成毁灭性

的打击；其次，人为的破坏较严重，工农业生产，非

法挖掘，无序建设及监管规划不到位等对陶瓷文化

遗产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由此可见，开展调

查，全面掌握区域内的陶瓷文化遗产资源数量、种

类、分布、价值及现存状态，分类归档，建立保护名

录的迫切性。

２．缺乏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塑造陶瓷文

化品牌。城市文化软实力能够促进城市经济结构

的优化，借助于文化传播和推广为城市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城市文化软实力包括文化

凝聚力、文化创造力、文化辐射力、文化传承力、文

化保障力等［１１，１２］。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是构成城市

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因素，醴陵市陶瓷文化遗产资源

丰富，但是长期以来缺乏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的

高度来加强陶瓷文化产业的内涵和价值观念建设，

从而削弱了城市文化软实力对城市经济发展和经

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作用。从文化的凝聚力来看，陶

瓷文化遗产的核心向心力作用还不够明显，文化遗

产优势度发挥不够。陶瓷文化的现代价值性及创

新创造能力有待加强，依托陶瓷文化的城市文化创

造力所带来的对城市发展的辐射影响力不够。在

传承核心城市文化方面过于追求市场效应而忽视

了城市文化的传承。保障陶瓷文化发展和市民基

本文化共享方面的政策有待提高。

３．缺乏对陶瓷文化遗产的再生利用。文化遗
产的再生利用对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提升遗产

资源的社会、经济价值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

１２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０期）

醴陵市陶瓷文化遗产的再利用和再开发水平还处

于基础阶段，陶瓷文化遗产的利用仅限于旅游观光

和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展遗产保护和

再生利用的途径，激活陶瓷文化遗产资源的多维度

再生利用价值。

４．复合型的陶瓷文化研究人才、文化经营管理
人才缺乏。城市文化的建设和传承依赖于人才队

伍的建设，陶瓷产业作为传统的优势产业，在现代

化的过程中面临诸多譬如市场经济的挑战、产品革

新的挑战、国内外相关产业的竞争挑战等等，这需

要大力培养陶瓷文化创新研究、科学研究及传播经

营研究等高素质的人才。从当前醴陵市陶瓷文化

产业的人才队伍而言，仅限于陶瓷产业中的设计、

生产、销售等方面，大部分陶瓷企业在人才培养和

引进上缺乏后劲，人才队伍结构单一，缺乏产、学、

研、推广等相融合相促进的多维度人才培养模式。

５．城市文化性格的凝练及培养不够，居民对城
市文化建设的认识度和积极性不高。城市文化性

格的塑造和养成是长期的过程，但是对于陶瓷文化

遗产所代表的城市文化性格的凝练度还不够高，在

过于急切的市场开发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导致一

些体现城市文化性格和特色的人文积淀被无情的

摧毁，陶瓷文化遗产文脉被割裂，城市文化记忆被

抹杀。在调查中发现，市民对醴陵市城市文化建设

的认识度不够，认识不到陶瓷文化遗产对于城市文

化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对居民日常生活所产生的积

极影响，有的甚至人为的破坏、挖掘和非法买卖陶

瓷文化遗产资源，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三　醴陵市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对策

陶瓷文化是醴陵的城市文化品牌，是和其他城

市相区别的重要的文化符号，作为城市文化建设重

要的传统文化资源，为城市文化建设所利用。但

是，它在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换过程中必然受到

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也

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笔者在对醴陵市陶瓷文

化遗产资源现状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遗产资

源的现代延续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与实施对策。

（一）开展全方位的陶瓷文化遗产名录保护工

作，保持陶瓷文化遗产资源的原真性及城市文化

性格

根据醴陵市区域范围内地上和地下陶瓷文化

遗产资源现状，进行全面的调查，全面掌握其数量、

种类、分布、价值并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行分类归档，按保护等级及保存现状理清陶

瓷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重点、难点及时序性，进行

分类归档，记录成册。按其遗产文化特征和类别进

行集群式保护和规划。划定陶瓷文化遗产资源的

保护区和可开发利用区，对于与陶瓷制作生产有关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根据传承保护、博物馆保护等

方式进行。培养优秀的陶瓷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让

掌握优秀技艺的传承人进课堂、进社区进行现场示

范教学，让社会大众喜欢和热爱国瓷，参与陶瓷遗

产的传承中来。

醴陵市拥有着丰富的陶瓷文化遗产，这些文化

遗产是其城市文化性格的体现。城市的发展伴随

着悠久的制瓷业的发展，可以说醴陵陶瓷的发展史

就是一部城市的发展史，在当下的城市文化建设过

程中更应该注重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把陶瓷文化遗

产原真性的保持同优秀城市文化性格的彰显相结

合，在这些体现城市文化个性的遗产资源开发利用

过程中禁止没有规划的草率开发，提出以保持文化

遗产资源原真性为指导原则牵涉到保护和利用相

结合的严格开发规范。对于陶瓷遗产资源的开发

利用还要采取适当留白的措施，为城市的未来发展

和子孙后代更为长远利用提供保障。

（二）树立以陶瓷文化为主的城市文化品牌，提

升文化软实力

根据《２０１５年中国工业报告》醴陵市位于中国
工业城市百强县第９３位，２０１５年第十五届全国县
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醴陵市排第 ８２
位，综合实力居湖南省县域前四强。成功申报“醴

陵釉下五彩瓷”地方标准，２０１３年醴陵市陶瓷值达
到１６６亿人民币，并进行了陶瓷产业园的建设。综
合对醴陵市近年的发展分析，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

开传统支柱产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文化作为

经济发展原动力的的作用更加突出，在这种大背景

之下当地政府应该突出重点着重发展陶瓷文化产

业，打造从陶瓷生产加工、陶瓷创意、市场推广、陶

瓷旅游、人才培养为一体的全方位文化产业链，还

应该更加注重整个陶瓷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发扬传

统优秀的陶瓷品牌的基础上，创造新的陶瓷产品，

重点培育龙头陶瓷企业，增加市场竞争力，从而塑

造区域品牌的影响力，提升陶瓷文化品牌的价值和

内生力。

（三）加强高素质的人才培养，活化陶瓷文化遗

２２



谭益民，张志强：基于文化遗产传承的城市文化建设研究———以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醴陵为例

产资源

只有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才能让陶瓷文化遗

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以人才的创新来带动遗产资源

的活化，应该创新高素质陶瓷人才的培养途径，利

用陶瓷文化遗产资源的独特优势吸引文化型、艺术

型、创意型、技术性的外来人才、陶瓷研究团体和相

关高校进行入驻，进行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创意的孵

化，壮大人才队伍，同时提高本土陶瓷从业者的综

合素质，实行人才的优势互补。

创新陶瓷文化遗产资源的展示利用，让更多的

人了解醴陵以陶瓷为主的城市文化。利用各种媒

介进行文化遗产展示，充分发挥文化遗产的资源优

势，如通过陶瓷考古遗址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制瓷工艺过程的展演，传统制瓷的体验，瓷道文化

的展示，发展以陶瓷文化教育和体验为主的特色城

市文化旅游业，打造高端化品牌化的陶瓷体验产

品，实现陶瓷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为城市发展注入

新的文化动力。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和当前城市文化建设息

息相关，城市发展的特色追求和地域性文化身份的

建立，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特色文化资源的认识、发

掘、研究和利用的基础上。一个抛弃了自己城市文

化传统的城市不可能实现城市的文化发展。对于城

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保护其多样性和丰富性，扩

展保护和利用的空间让其为当代城市文化建设提供

动力。城市的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性、复杂性的工

程，应该牢固树立自己的文化品牌和文化身份，立足

自身城市文脉发展的基础上，考虑城市文化建设的

时代性，赋予城市历史文化资源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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