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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从首都的文化定位、历史资源及价值、首都的文化生活、首都的文化产业和事业的发展、首
都文化传播及对国际化城市文化发展等方面，阐明首都文化发展的优势、问题及对策，对致力于首都
文化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城市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如何增强城市的文化实力，成为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关注的问题
。
特别是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加强文化建设，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内容。
对首都文化发展的问题进行研究，也成为人文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本书力图从首都的文化定位、历史资源及价值、首都的文化生活、首都的文化产业和事业的发展、首
都文化传播及对国际化城市文化发展等方面，阐明首都文化发展的优势、问题及对策，对致力于首都
文化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及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1世纪首都文化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申建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1955年生，贵州省贵阳市人。
1980年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曾任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社会科学系教师；1988年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所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989～1993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处长；1994～1997
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副书记；1998～2002年任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副书记。
主要论文有：《相对发达地区如何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整顿党风带动科技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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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文化与和谐城市建设　第一章　文化：关于首都的解读　第二章　形象：首都的文化定位　
第三章　思考：首都文化的发展第二篇　首都的历史文化及现代开发　第四章　历史：首都文化的过
去　第五章　遗迹：首都文物的保护　第六章　京味：传统文化的延续第三篇　生活视角中的文化和
谐　第七章　政府：文化和谐的保障　第八章　奥运：文化发展的重要契机　第九章　社区：文化活
动的新载体　第十章　特色：三大城市文化生活比较第四篇　作为产业的文化　第十一章　消费与休
闲：产业化的条件　第十二章　社会责任：文化产业的功能　第十三章　历史回顾：文化产业的特色
　第十四章　对策研究：文化产业的问题及出路第五篇　首都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十五章　现实：文
化事业的定位　第十六章　辉煌：文化事业的历史沿革　第十七章　未来：文化事业发展的机遇及对
策第六篇　首都的文化传播　第十八章　危机：全球化与首都文化传播　第十九章　教育：传统文化
的扬弃　第二十章　影视：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凝练　第二十一章　网络：技术对文化传播的影响第七
篇　首都文化发展之国际借鉴　第二十二章　文化：国际化城市的气质与灵魂　第二十三章　比较：
世界六大城市的文化战略　第二十四章　创意：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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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以往的城市发展中，我们更多地从经济指标考察城市的竞争实力。
而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因此，推动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在现代化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将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
整体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在北京，进一步强化文化实力已成为提升首都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
　　一 人与文化　　文化似乎无处不在，但是，又很难用概括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香港）会长李土生先生对文化的解释给了我们一种很好的视角。
他认为，首先，文是一种得体的装饰。
在甲骨文中，“文”字就像一个人，正面站着，这个人的胸口有一个交错的图案，这个图案很简单，
可能是文身，也可能是衣服上的花纹。
其次，文是内在的美好东西的一种外在表达。
　　《易传》上说：“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文不仅是衣服上美好的彩饰，也是内在精神的一种反映。
在身上或者衣服上描绘一些花纹，可增加美感，更重要的是赋予描绘的图案某种意义，这是“文”的
深层意思。
例如，一个中国运动员的服装上必须印上中国国旗图案，而不是日本国旗的图案。
《论语》中有这么一句：“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这句话的本意不是说这个人温文尔雅，而是说一个人美好的言行举止、外表体态，要和他的内在精
神相协调、相呼应，表里如一，这样才称得上君子。
再次，文是美好精神的表现，也就是道德的象征。
后来，干脆就专门指美德。
郑玄注《礼记》：“文，犹美，善也。
”古人把“道德”、“文章”并称，文章的编写如同多彩锦绣的织造，不仅要优美，还要有美好的思
想境界。
　　古人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这里的“天文”是指自然界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而人类的各种言行举止、外表体态得体，有分
寸，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是“人文”。
我们通过“观乎天文”，观察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才能知道季节变化，便于在生产、生活中做出相应
的调整；而通过“观乎人文”，用人的美德去影响人、感化人，让人的境界得到提升。
这是最早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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