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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一个民族赓续绵延的记忆载体，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自己的
痕迹。
文化作为一个城市的气质、风骨和灵魂，本质上反映的是城市精神文化的特质。
对都市文化的研究，广义上可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不同的维度展开，但更需要研究都市的精神
文化。
本丛书五本书：《国际大都市文化导论》、《世界城市精神文化论》、《文明与后现代亚太都市》、
《国际大都市公益文化比较研究》、《国际大都市建筑文化比较研究》，大都侧重于都市精神文化的
研究，这也是由都市的本质特征、核心价值所决定的。
本丛书对国际都市文化的比较研究，置于全球视野之下，试图在全球化与全球新的城市世纪到来之际
，比较研究不同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特点，进而揭示全球城市精神文化的共同本质及其深层价值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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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国际大都市要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全方位地促进文化的现代转型。
　　国际大都市在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文化的现代化
，或者说文化的全方位“现代”转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至关重要。
　　1．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文明古国。
且不谈北京，就是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其渗透着中华文化传统影响的
都市建设，必然要面对西方现代科技文化（乃至一般的技术文化、工具文化）挑战。
都市的传统文化既不能简单地拒斥西方现代科技文明、科技文化，又不能简单地拿来，而是要作出科
学理性的抉择，促进都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都市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既是都市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生存和发扬光大的需要，也是中国都市优秀传
统文化影响西方、影响世界，使西方的科技文化能更多地注人人文文化、人文精神的需要。
北京西城区是三朝古都的奠基地，区内文物资源得天独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现有10处国家级60处
市级、3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西城区也有一个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问题：一是要发挥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教育、
传承的作用；二是传统与现代文化精神的“整合”，即要融入更多的改革开放精神、文化自觉精神；
三是传统文化要能获得更多的科技文化的要素——如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的结合，以使中
国都市文化传统能进一步走向世界。
　　2．“革命文化”的现代转型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了计
划经济和革命文化模式。
革命文化是指把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放在首要位置上，以革命标准代替艺术标准，以“样板戏”作为最
高文化艺术模本；强调文化的政治性、战斗性，把文化当作革命的工具，为了捍卫理想的纯洁性，反
对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交流，使自己的文化体系封闭起来，具有绝对“纯洁性”。
“革命文化”在当今仍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如将一切文化样式都“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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