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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人文价值及其实现

孙 静 蔺宝钢

摘 要 公共文化作为城市公共空间中极富美学感召力和艺术表现力的景观符号，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承担

着独特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城市公共文化通过引人共鸣的视觉形象与人文内涵承载着城市发展

的历史文脉，在象征与隐喻中延续着城市发展的集体记忆，凝练着城市的地域特色，同时彰显出公众参与、平等对

话、文化共享的精神指向。城市公共文化为我国高速推进的城市化建设发挥着独特的引领作用，提供着强大而可

持续的文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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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文化 讲述着城市的故事，通过城市公共文化，人们可以找回久违的城市发展的地域文脉，

找回对城市家园的依恋情感，这是城市功能化设施无法实现的。因为城市公共文化是一种以物化载体为

表现形式的融入了特定文化思维的城市品格，它影响“城市人”之行为，开启“城市人”之生存智慧。从存

在形式看，城市公共文化是城市物化载体的公众化展现，它以大众化、公众化为供给对象，共享而非独占

是城市公共文化的基本立场。所以，从本质上看，城市公共文化是城市物质空间场域的精神化。建构城

市公共文化需要物质与精神、艺术与人文的共同构建。可以说，公共文化是城市人文积淀与发展的外化，

是传播城市精神最直观的载体。它以诉诸受众的视觉艺术、谱写城市发展的历史文脉、诠释城市发展的

空间美学、构建当代大众审美文化和公共服务体系，日益显现出社会转型期城市发展文化的价值取向。

面对全球化的文化冲击，作为城市人文塑造和传播的中心阵地，城市公共文化及其人文价值应引起足够

关注。

一、公共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

( 一) 城市是公共文化存在的母体

公共文化与她所栖身的那座“城”密不可分，严格来说，城市公共文化只能矗立于这座“城”而非那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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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才能展现其人文底蕴。城市带给公共文化品以创作源泉与创造空间，而公共文化则凸显城市本有

的人文精神和历史品质。从形态看，城市公共文化既是用雕塑、壁画、景观、装置书写的碎片化“城”史，

也是用感情、情绪、价值书写的城里人物肖像志。“城”以及世代生活其中的“人”，是公共文化诞生的“母

腹”，这种“指腹为婚”的与生俱来性使得城市公共文化具有鲜明人文归属特性，即凡是城市公共文化，大

都撷取于“城”史中的人物或事件，这些城史之人与物，源于史而现于今，尘封的记忆将勾唤起“城市”里

的“当下人”，经年累月，终使公共文化里的“人”超然于城里之“人”，超然于常人和后人，而成为这座

“城”永恒的精神象征与历史丰碑。

“城市公共文化品需要契合它所在的社会政治、时代经济及其历史文化语境，因为只有这种特定的时

代语境才能赋予城市公共文化品以文化的意义。所以，研究城市公共文化需要深度挖掘城市大众的文化

历史，借以支撑公共文化与其公共环境的结构统一性。”①城市公共文化品是城市文化的载体，位于嘉峪

关雄关广场的大型城市雕塑《千秋雄关》以一个故事、一种精神、一座城市、一个时代作为贯穿主线，细致

刻画了嘉峪关在魏晋时期土地肥沃、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以及以旅游为特色的现代戈壁景观，生动再现

了嘉峪关过去、现在的城市风貌，展现了宏伟壮观的长城文化，使市民在观赏雕塑之余对城市发展的认知

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而位于江西鹰潭滨江公园的主题雕塑群则以该市特有的老码头文化为设计依据，

通过对码头工人抗包上肩、渔翁轻挑鸬鹚回家、渔船随波渐远等昔日码头生活场景的生动塑造，再现了当

年鹰潭老码头货运繁忙、人声鼎沸的繁荣景象。作为历史的一个缩影，雕塑群将唤起人们对鹰潭老码头

文化的记忆。

倘若一座城市中能有几座这样的公共文化品，无疑会成为城市的一种重要标识，一种让人印象深刻

的符号，为城市发展增添一种特有的美韵。城市公共文化品自身的价值已不仅限于单纯的审美功能，从

人文层面讲，它是一座城市人文精神的物化，在象征与隐喻中延续着城市的集体记忆; 从历史层面讲，它

是一个时代社会政治、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折射，是城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时代精神风貌的见证和呈

现; 从艺术层面讲，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艺术审美形式，诠释城市的美学内涵，体现着与城市公共空间相匹

配的和谐美、意蕴美。公共文化的存在与功用构成了现代城市职能的一个显在部分，它在城市精神的塑

造和传播中承担着自身的人文使命，彰显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正是有了城市公共文化品的存在，才使得

城市软实力得以稳步提升，城市功能才能转型为“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活灵灵的艺术形象，

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②

( 二) 城市公共文化是城市发展在视觉范畴中最为形象的展现载体

城市文化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组成，物质文化是有形的，通过一定的载体形式被人们直接感知; 精

神文化则是无形的，它包括社会观念、社会价值及社会制度等意识形态。矗立于城市公共空间的建筑及

艺术品等有形的物质文化，对城市风貌的展现最为直接和具体。而以思想、记忆、感受等无形的状态存在

于人们意识中的精神文化，则必须依托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来得以保留、传达和展现。城市发展中的城市

文化在视觉范畴的展现载体有城市建筑、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影视戏剧、城市版画招贴等。它们都以有形

的艺术形式作用于无形的文化意识形态，以各自特有的表现手法传达着一座城市的人文内涵。在传达方

式和力度上，城市公共文化品往往更能直观、鲜明地显示城市发展的人文内涵与精神特性，体现出更为强

烈的美学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如果说城市建筑的第一要务是使用功能，那么城市公共文化品则旨在提

供人性教化与艺术欣赏，它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那些与城市实用性机能与城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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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相整合的公共文化作品，比之一般的公共建筑和纯功能性的公共设施更能直观展示城市公共领域中不

同时期的公共精神、公共意志和公众情怀。另外，相比于其他时间性艺术和视听性艺术，城市公共文化品

具有时空存在的持久性，它能提供全天候的城市解读功能，更易在受众心中产生持久的视觉记忆。从造

型手法上讲，城市公共文化品多采用三维造型艺术，可接受公众多维度的视觉观赏; 从作品尺度上讲，城

市公共文化品可以达到其他艺术形式无法企及的超大尺度，从而传达出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引发公众

共鸣; 从构成材质上讲，长期置于室外的城市雕塑等艺术形式，多采用石材、金属等经风耐寒的硬质材料，

长久保存的材料特性使其文化艺术的传播更为普及而久远，使城市发展更具文化风韵。

二、城市公共文化的人文价值与体现

( 一) 承载历史文脉，追述城市记忆

城市的历史，就是城市的文化血脉。城市的文化血脉，从历史形态看，包括史前史、造城史、战火与兵

燹带给城市的血腥史等; 从人文形态看，城市的文化血脉就是城市的语言、饮食、服饰、住居、出行、婚丧等

构缀的城市民俗史甚或城市生活史。展现城市公共文化最合适的要素即为城市民俗，各个历史时期的城

市公共文化品见证着城市不同阶段的历史文脉，承载着城市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气韵。正是这种历史性

的传承与建构，才促成了城市公共文化品能够作为一种重要文化形态，参与到城市公共空间的型塑中来，

并铭刻城市独特的历史印迹。哥本哈根的“美人鱼”、布鲁塞尔的“撒尿小孩”、深圳的“孺子牛”、兰州的

“黄河母亲”、珠海的“渔女”等，这些标志性的城市公共文化品，无不以闻名遐迩的历史传说、如雷贯耳的

历史人物、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甚至更为深远的文化传统，述说了城市的过去与现在，无不与城市市民的

繁衍生息、奋斗拼搏、生老病死、苦乐哀愁共生共存，在街道、走廊、公园、广场上闪耀着存在主义的温馨回

忆和人本主义的智慧火花。矗立其前，古人的音容笑貌扑面而来，珠玑咳唾近在耳前，城市曾经的辉煌呼

之欲出。尊重历史、保护历史、还原历史，不觉成为城市公共文化介入城市景观的应有态度。

如果说文脉是城市历史演进的结果，那么记忆则是参与演进的文化碎片，是城里“人”对该城沧桑变

迁的共同体认。比如走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那些按照实物1∶ 1大小创作的老北京雕塑小品行当，总是那

么引人注目，令人流连忘返:《剃头》《单弦说唱》《拉车》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生动盎然，公共文化创作

者用写实手法鲜活再现了最具老北京特色的往昔情景，赋予了现代繁华商业街一种历史厚重和古城遗

韵; 同升和鞋店前的《童趣》铜质雕塑，以老字号悠久的历史为题材，塑造了四个孩子试穿巨型皮鞋的诙

谐场景，与老字号特定的场所氛围相呼应; 皇城根遗址公园里的《时空对话》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性别、不
同装束、不同神态以及不同文化载体的人物形象并置，塑造了一种富有张力的错时场景。正是这些“在

场”的公共文化品，型塑出了与城市“文脉场”交叠辉映、水乳交融的文化场景，它以朴实无华的题材勾勒出

了城市历史文化的时间隧道，给人以想象性的旧时印象，使人更直接地感受到城市的文化和城市的历史。
( 二) 凝练地域特色，彰显城市个性

毁灭、狂热、畸态，城市化正在严重摧残着富有个性的城市文脉。全球化吞噬了大量极具特色的城市

街区，建筑正被标准化的观念所侵蚀，当今的城市规划、建设乃至管理普遍存在着理念趋同、缺乏个性、千
人一面的怪象。作为城市的视觉人类学标本，公共文化在塑造城市个性、演绎城市传奇方面有着独特的

叙事强度和话语权威。城市公共文化品的创作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征，时代维度、具体场所

限定了城市公共文化品的内容表达、风格表现、技法展出。因此，反映本市、本地、本土特色必然成为公共

文化视觉造型的重要抓手。公共文化品在主题立意、表现风格、结构骨架、材料工艺等方面要与此“三

本”地域禀赋相关联，并从中汲取文化养分，尊重、融合地方特质，呈现当代甚至当下视阈中的地域审美样

态，以彰显城市的独特气质。以西安市公共文化展现为例，其地铁站厅、通道墙面，甚至是地铁顶界面及

立柱表面，均由反映西安风貌特征的创意品装饰，各站再以点串联为线性空间，形成了一条延绵不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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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古今文明的文化长廊; 体育场站的文化墙《盛世》，将盛行于唐代的马球及蹴鞠项目作为表现元素，塑

造了一群唐代仕女骑马飞奔、挥杆击球的运动场景; 钟楼站的《大秦腔》则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经典曲

目《二进宫》《周仁回府》《斩黄袍》等为设计元素，塑造了老生、武生、花旦、大丑等秦腔典型的人物造型，

体现了三秦大地独有的文化因子。驻足于前，秦风汉韵扑面而来，仿佛那豪放霸气的“吼腔”再次婉转于

耳，让赏者倍感亲切。而延安作为陕北地域特色的文化重点，在公共雕塑文化品的建设中也充分挖掘当

地典型的民俗文化视觉符号，并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加以创作: 石佛沟广场的浮雕《五鼓催春》取

材于延安特有的地域鼓舞艺术安塞腰鼓、志丹扇鼓、洛川蹩鼓、宜川胸鼓、黄龙猎鼓等艺术原型，借鉴剪纸

艺术手法，通过打鼓人物豪迈粗犷的动作变化、刚劲奔放的雄浑舞姿，在恰如其分地营造出质朴、雄浑、大

气的地域文化，同时展现了西北黄土高原农民朴素豪放的性格，张扬了独特的艺术个性。

( 三) 突显公众需求，实现市民文化权利

公共艺术最为显著的特质就是公共性。公共文化不同于以个人情感和个人艺术风格表达为主的架

上艺术，它为公众开启了一扇走向艺术的大门，是在文化建构上与普通市民的情感联系。文化的作用方

式由原来的宏大式、教化式、威严感转化为参与式、亲切式与交流式，曾经的阳春白雪、精英文化、个人主

义的表达方式也逐渐被雅俗共赏、生活化、平民化的话语所代替。公众参与、平等对话、文化共享成为公

共文化基本的精神指向。正如有研究者在谈到城市公共文化时所言: 如果文化是社会性的福利，那么它

在这个意义上就应该体现城市居民的需要: 解放他们的想象、帮助公共空间的设计和推动表达公共领域

的社会批评，这些利益都应该得到认可。公共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塑造一种共享的公共空间，一种人文

的福利和审美的民主，为城市的宜居性生活增添人文美学的维度。①

在协调公共文化与公众关系的问题上，公共文化的公共性决定了它一方面必须与公众进行有效的沟

通，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和相关部门要多方面了解公共环境、区域文化和居民的意见及建议，并在此基础上

尽可能地为公众提供可供选择的方案。继而通过方案公示、公开评标等方式吸引公众参与，让公共文化

创作成为一种公众高度参与的民主审美、作者与读者充分互动的大众文化“众神狂欢”②。另一方面，城

市公共文化品创作需注重公众参与机会的创造，强调面向公众的平和而亲切的接受方式，以便于观众更

倾向于把公共文化品当做“第二课堂”来学习、研修城市的历史与人文精神。于是，城市公共文化品则成

为大众在“公共课堂”中的特色视觉“教材”，让整个教育过程变的更直观、更生动。创作大众喜闻乐见

的、能与公众产生良好互动并具备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正是城市公共文化品创作者作为“传者”的使命

担当。当公共文化品成为市民阶层甚至芸芸草根在城市公共空间感悟“高大上”的对象时，公共文化品

要构建的将远不止是某种物理性的公共空间和某位观众绕以欣赏的独立客体，它将更应该成为一种人文

空间，一种市民聊以享受并参与其中的情境化世界和市民化场所。

三、品质提升的实现

( 一) 培育公共文化品创作者的公共意识

之于“公共艺术家”这一概念，孙振华曾做过以下界定: 所谓公共艺术家首先必须是社会艺术家，这

一社会身份特征要求公共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社会，面向整个城市。公共艺术家必须主动了解

公众意愿，注重与公众的协调与沟通，而不是拿着自己的艺术作品进行社会教化与思想启蒙。③ 孙振华

先生对公共艺术家的这一界定为公共文化品创作者作出了质的规定，即城市公共文化品要成为城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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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手段，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必须充分接近公众，成为公众的代言人和城市精神的传播者。一个出色

的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应有海纳百川、宠辱不惊、虚怀若谷的文化包容力，他们应通过自己的文化作品，体

现公众意志，引领大众审美走向，这样才能将社会公众的真实情感与创作者自身的创作特质结合起来。

这首先要求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具有坚定的公众意识。公共文化项目的运作与实施是一个极其复杂和艰

苦的过程，从最初的方案设计、方案加工制作到最终方案落地，往往要经历少则几月多则几年的周期，期

间还会出现诸多意想不到的难题。所以，要促成方案尽善尽美，合乎各方诉求，首先得确保文化创作的

“公共性”，这也是对城市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创作素质的第一界定。其次，公共文化品创作者要有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公共性”是“责任感”的前提，“责任感”是“公共性”之保证。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在践行其

艺术理念的同时，更要树立用艺术创造去服务人民、回报社会的责任感。然而，当下部分文化品创作者更

多地将城市公共文化的艺术性与个人的作者创作相对立，把个人的架上艺术创作视为个人的创作生命与

追求，将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城市公共文化品原本特性于不顾，忽略公共文化品所彰显艺术“公共性”，从

而降低了城市公共文化品的人文价值。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文化品创作者，应将服务人民大众、传
播人类文明为己任，充分发挥城市公共文化创作引领时代风尚的重要作用，不断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所以说，当代公共文化创作不能规避公共意识。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必须具有强烈“天下为公”①的

公共意识和“铁肩担道义”②的救世情怀，做一个城市人文星空的守夜人和城市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公共

文化创作需要由表现个人小家碧玉、顾影自怜的“小我”创作转换成表现大众企求、社会共识的“大我”创

作，多思考作品中的“公”在何处，“共”于何时，以最巧妙的艺术符号和最合适的艺术造型语汇最大化的

社会正能量。
( 二) 建立促进公共文化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

公共文化是社会公共事业，为使更广泛的社会公众能够参与、共享社会文化品活动及其创作成果，城

市公共文化品创作应建构合理的管理运作机制及其相应的法律配套制度。正如刘淑娟所言，作为一种非

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公共文化创作需要“强化‘三法’”③，建立良性的运作与发展长效机制。孙振华先生

也曾指出:“就当前中国的公共文化创作而言，我们可以对它的现状挑出很多毛病，指出很多问题，但是最

关键的是制度建设，即，在公共文化的建设中，由人治转向法制; 由拍脑袋走向程序化; 由随意性的行为变

成制度化的行为; 这些应该是当前建设中国公共文化之关键。”④城市公共文化品创作与历史上的文人创

作不同，它直接产生于制度; 如果没有可靠的制度保障，出现混乱则难以避免。早在 1959 年，美国费城就

率先通过了“百分比艺术条例”，条例中明确指出: 凡由政府参与投资的城市建设工程，必须将工程总费

用资金的 1%用于与之配套的城市公共文化品建设。目前该政策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法国、美国

其他各州、意大利、瑞典、荷兰、瑞士、丹麦、日本等国或地区都有相应的政策界定，其中丹麦的比例高达

2%。除了这个资金保证制度外，许多国家还针对公共文化品的选题、策划、选址、创作、作品甄选、艺术品维

护等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专门的公共文化管理机构，以法制化推动公共文化创作的长期健康发展。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政府的要务，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公共文化品的创作与发展应受国家

法律保护，而我国目前尚无此方面的立法。国内的一些城市，虽然出现了城市雕塑办公室等较为单一的

具有公共文化建设指导意义的职能机构，但跨学科、跨行业的城市公共文化创作的联动协同管理机构尚

未存有，促进城市公共文化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亟需跟进: 首先，构筑城市公共文化品建设资金保障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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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制: 可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共文化项目在城市工程建设总预算中占有一定的资

金比例，并配以相应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制度; 其次，建立以策划人、艺术家为创作主体，知名专

业文化品创作者为评选主体，公众为评议主体的城市公共文化创作方案遴选体制; 健全城市公共文化的

准入机制，严把艺术关与质量关，保证公共文化作品征集、评审过程的透明化与合法性; 建立城市公共文

化品保护、城市历史保护以及城市生态保护等制约性法律法规，并制定相应的城市公共文化品知识产权

保护的法律性条款，建立相应的城市公共文化品管理、更换、拆迁等法律法规。① 最终促成城市公共文化

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
( 三) 确保公共文化品创作及实施过程的民主化

文化评论家卡特琳·格鲁曾言:“置于户外的公共文化品不能奢望具备美术馆作品的所有特性( 即

使我们将城市视为一个大展览馆) ; 它要唤起公众体认，得到多数人的认可，需要结合两种能量: 其一为艺

术，它可跨越时空界限，属于公共品的上游精神; 其二则是作为不相识的个体集会与交流的公共空间。”②

于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公共文化的舞台是城市公共空间，而公众是公共文化最终惠及的对象，他们对城

市及其空间结构布局有着最为直接的发言权。公众参与是公共文化实现其人文价值的前提和保证。只

有引发大众的普遍关注，同时让公众积极而直接地介入城市公共文化项目运作的每一个环节，公共文化

才能成为有效的大众传播媒介。其中，城市公共资讯披露的公开性、广泛而有效的公众参与性以及公共

文化创作方案遴选表决的平等性，是确保城市公共文化品创作及其实施过程民主化的主要因素。③ ( 1 )

资讯披露的公开性。公共文化建设主体应将公共文化创作备选方案的如题材内容、表现形式、材质工艺、

设置地点、经费来源及遴选规则等资讯，以合适的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布，以便确保社会公众享有充分的知

情权与参与权。( 2) 广泛而有效的公众参与性。公共文化品设计方案付诸实施之前，要通过方案公示、

评审公开的方式，向社会发布公共文化品设计方案及其执行情况，确保公众具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并将公

众对公共文化创作方案的认可度作为方案择优的重要标准。( 3 ) 方案遴选表决的平等性。在公共文化

创作备选方案遴选决策时，所有参与成员的表决投票权都应是平而有效的。城市公共文化创作及实施过

程的民主化，在北京地铁公共艺术建构上有着很好的体现。在北京地铁公共艺术建构时，市规划委、城雕

办等公共艺术规划部门会同轨道交通建设部门，将即将开通的地铁 6 号线、8 号线、10 号线等 39 个车站

的 100 余件公共文化品设计方案公布于网上，接受公众的评选。市民可通过点击市规划委网站“地铁公

共文化我参与”的入口链接，参与网上评议，就方案的主题形式、表现风格、工艺材料、设置位置、作品名称

等方面提出意见与建议; 公共文化品创作者在充分吸收公众意见后，对作品实行修改与再设计。据悉，活

动期间共收到了 3743 张投票，约 2000 条意见和建议。④ 这一举措在国内地铁公共艺术的建设中尚属首

次，通过公众热情、民主化的参与过程，不仅有效保证了文化品建成后的质量和艺术感染力，更使公众以

公平参与、共同决策的民主方式参与到了城市公共文化品的设计与规划中，更好地实现了城市公共文化

公共性与艺术性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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