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文化资本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城市文化资本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4118938

10位ISBN编号：7564118938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东南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鸿雁

页数：636

字数：75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文化资本论>>

内容概要

　　《城市文化资本论（第2版）》首创“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研究“城市文
化资本”再生产和城市“文化生产场域”理论的专门著作，在研究“城市文化资本”的意义上，具有
填补空白之功。
　　《城市文化资本论（第2版）》特点如下：（一）针对世界范围内城市化发展现实与问题，提出
了“城市文化资本”的再建构理论与模式，为21世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寻找了一条新的路径与方式。
（二）分析了中外“城市文化资本”与城市形象美学理论的发生与发展过程，论证了“城市文化资本
”与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力建构的关系。
（三）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隐喻”的文化属性，其目的是“让文化资本成为大众手里的武器”。
（四）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文化符号象征与价值，并创造了相关参照体系。
（五）提出了“伟大城市文化”的“质”性意义的建构。
（六）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相关的“概念的类”的文化属性。
（七）提出了“后都市主义”的认知体系。
（八）提出了“为人民重新设计城市”的理念与价值观。
（九）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运作与城市品牌及形象营销的文化模式。
（十）提出了“为人居立大典”的“三立观”。
（十一）提出了“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概念，强调再造人类“集体记忆”，创造21世纪“中学西
渐”的规模化趋势。
（十二）提出了从“社会炼金术”到“文化炼金术”的现代文化资本运作创新体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城市文化资本论（第2版）》充分体现了理论研究的深度和资料运用的广度，
具有全新的、完整的、系统的可操作性。
并且还具有全新的理论视角、全新的创新观念、全新的操作方式、全新的文化视野、全新的认知价值
。
“让生命赞美城市”及“让城市赞美生命”，给人以终极价值的解释，在探讨“城市文化资本”意义
的同时，又能够让人理解或者重新审视人生的文化价值与资本意义。
全书自成体系，思维方式独特，具有鲜明的学理性、学术性、操作性和科学性，充满思辨性思维、哲
理性价值取向和创新性的非常规性思考。
　　《城市文化资本论（第2版）》适用范围：城市学理论研究、城市与城镇管理与研究、城市决策
与研究、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建筑设计、城市景观设计、城市生态设计、城市空间艺术设计、城市战
略规划、城市商业规划、城市会展策划、城市形象策划、城市经济与社会问题研究、城市文化研究、
城市文化产业研究、城市创意产业研究、城市广告设计、城市传媒运作与设计、咨询策划公司、广告
公司等相关从业者及大中专院校的师生研究、学习和创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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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用生命赞美城市第一章 “城市文化资本”理论建构——城市永续动力的探求一 从文化
资本到“城市文化资本”：公共资本的建构(一) 文化资本隐喻与现代“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二) 从
“资本”到“文化资本”再到“城市文化资本”(三) “城市文化资本”与“让文化资本成为大众手里
的武器”二 嬗变与涵容——“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一) 认识“城市文化资本”——城市社会变迁的
选择(二) 创造“城市文化资本”——核心性资源要素的开发(三) 整合“城市文化资本”——文化符号
象征与价值三“城市文化资本”的社会属性——市民社会的结晶(一) 城市社会空间的文化资本意义—
—“空间的再生产”与价值属性(二) 现代城市空间的流动——变异与区隔(三) “城市文化资本”——
“新城市文化建设”第二章 “城市文化资本”的生产场域——城市文化模式一 “城市文化资本”的
崇高化——本质与特质(一) 至尊与质性——伟大城市文化的建构(二)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概念的类”(三) 价值判断与感知——文化误区与法则二 “城市文化资本”的系统化——原点与逻辑(
一) 城市精神与理念——城市为谁而存在(二) 城市行为与理智——永不落幕的戏剧舞台(三) 城市视觉
与理性——城市是生活的艺术三 “城市文化资本”的结构化——转换与建构(一) 城市形象的功能结构
属性——文化资本要素的“束集”(二) 城市形象的文化结构属性——让现实的创造成为未来的传统(
三) 城市形象的社会结构属性——“后都市主义”的建构与先行第三章 城市意象要素与“城市文化资
本”一 城市形象文化感知——“意象”要素的理论解读(一) 城市“道路”的文化意义与城市形象(二) 
城市边界(Edge) 与城市形象(三) 城市区域(District) 与城市形象(四) 城市节点(Node) 与城市形象(五) 城
市标志物(Landmark) 与城市形象二 大众对城市形象总体感知的文化特质(一) 城市整体感知与总印象(
二) 城市文化特质与“感觉中的城市”——大众的城市感知与文化误区(三) 城市景观与城市形象印象
的文化要素——陌生的记忆三 城市意象要素终极价值——人类最本质的感觉：自我、自然与自为(一) 
景观的文化资本意义——经营与细节品位(二) 城市景观要素的再构建——汲取中国古典文化的景观意
象(三) 城市生活方式艺术化特质——公共空间的城市格调意象第四章 中外城市形象理论研究——城市
新文化行为的塑造一 国外城市形象的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 古典时代权力、宗教与自然取向(二) 中
世纪的人本主义取向(三) 工业化后的“城市造美运动”——“田园城市”的理想类型二 当代中国城市
形象理论发展与实践(一) 传统城市政治与城市空间再生产(二) 城市美学与“中国式城市形象”整合的
嬗变(三) 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城市特色竞争力的双重建构三 当代中国城市形象构建的文化嬗变(一) 城
市CI(Cityldentity) ≠企业CI(CorporateIdentity)(二) 城市形象建设≠企业与商品包装(三) 城市文化资源≠
“城市文化资本”第五章 城市整体定位模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属性一 城市整体功能定位
的社会属性、范畴与意义(一) 城市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定位(二) 城市整体与核心功能分析(三) 分
区功能定位——城市形象与城市区划格局战略选择二 单体城市在城市群发展中的定位(一) 城市群发展
比较优势分析(二) 城市群比较劣势分析——区域经济的结构性空洞(三) 区域经济共同体——“大上海
”与“大北京”国际化都市圈建构三 城市形象战略定位与城市文化选择(一) 城市形象与城市文化选择
——自然与社会的双重思考(二) 战略定位与创新——文化冲突与融合形成新的“文化动力因”(三) 21
世纪初叶的城市定位——缺失在现实的“结构性空洞”之中四 城市定位范例：天下文枢智慧之都(一) 
“泛长三角”差异化城市文化特质(二) 一个全新的概念——世界经济文化反射中心的建构(三) 世界东
方文化之都——世界文化精品的再生产第六章 城市精神理念系统构建——“为人民重新设计城市”一
城市理念构建原则与内涵(一) 城市理念设计的总体原则——最高价值与城市哲学(二) 城市理念范畴—
—追求人类整体的理想(三) 城市理念识别性及相关性分析二 城市理念表述与构建思路——千年城市(
一) 城市形象发展战略理念定位及参照系——顶级概念描述(二) 城市形象理念要素及功能概念的组合
——辅助性表述(三) “学习型数字化生态城市连统区”的构建三 城市理念创意与城市形态模式选择(
一) “文化资本型城市”——“智慧城市”(二) 信息化与数字化城市——社会关联的体系(三) 文化资
本型城市建设的挑战——创新土壤建设比创新本身更重要附案例一：城市理念系统设计(2008年江苏高
邮“城市文化资本”战略研究节选)附案例二：高新区理念体系构建与导人(1998年节选)第七章 “城市
文化基因”与城市文化行为——城市社会进化的人类学与城市社会学视角一 城市文化的自然属性与社
会发展(一) 人类城市化的“文化基因”与“城市社会再造文化因子”(二) 人类种群生存关系的文化变
迁——“拥挤不经济”与城市化(三) 人类都市社会关系文化属性——城市的文化进化与社会进化二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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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民社会建构与市民新文化行为主义的“倡响”(一) 市民群体活动行为文化与分类(二) 城市群体行
为文化领域、空间与范畴(三) 城市群体行为规范定位及原则三 城市市民个人行为形象分析及构建(一) 
总体形象之不足——不同层面的个人和群体形象(二) 构建城市人形象的新行为模式——一种诉求(三) 
构建与推广“城市新文化”运动与“城市新行为”形象(四) “时间边疆”与市民公共空间的消费及“
文化再生产”⋯⋯第八章 城市景观符号的社会认知——“城市文化资本”要素的整合和创新第九章 
“城市文化资本”动作与城市品牌形象营销第十章 让城市赞美生命——为人居立大典第十一章 欧洲
中世纪市文艺兴与21世纪“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的批判与前瞻参考书目跋——心路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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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般文化资本意义上建构的“城市文化资本”，会形成双重互动性结构功能：文化资本一旦形成
“城市文化资本”的价值，其本身必然会产生一种“文化生产场”，它们是一个互为前提的发展模式
——“城市文化资本”的发生与成长的过程就是“文化场域”的成长方式互动式转化的过程，这个场
域的功能能够形成一种新“文化炼金术”，既让人能够使已经存在的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又要
能够创造文化资源，并使之成为“城市文化资本”。
这里一个重要的比较意义的观念是：在传统的农业文化社会体系内，由于中下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教育权力被相对剥夺，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和建构个人文化资本；只有在工业社会发展中形成的
城市市民社会关系，才能让多数人获得文化资本，进而形成典型的和充分的“城市文化资本”价值。
“城市文化资本”是一个历史范畴，其载体是城市市民社会，只有与工业文明相伴随发展形成的现代
社会的市民社会结构，才能够承载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资本”功能，“城市文化资本”的特殊意
义就是市民社会的专属属性。
“资本是一种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
，即排他性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者活的劳
动形式占有社会资源。
”①这是布尔迪厄对资本的一种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他特别强调提出：具体的物化的劳动可以“占有
社会资源”，资本的发生需要一个积累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生产场’一一社会背景。
这是一种“社会游戏”，这个游戏不同于“碰运气”的游戏，而“碰运气”的游戏似乎将机会摆在了
每个人的面前。
但资本不是这样，“资本流动的社会游戏”，在任何社会场域中都不存在“平均机会”——至少不是
在社会整体意义上存在的。
这是因为，资本需要时间去积累，“需要以同一的形式或是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
资本也是以这些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因此资本包含了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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