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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的 “软实力”

———论城市音乐文化建设

王 博

摘 要: 音乐作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和诠释城市文化的特殊形式，在彰显城市文化个性、
打造城市文化品牌、促进城市经济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从城市音乐文化内涵入手，

阐述了音乐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及意义，并对建设城市音乐文化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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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聚集的

中心地区——— “城市”，已逐渐成为人类音乐

活动的中心。城市的出现，同商业的变革有

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对 “城市”的理解，美

国芝加哥学派帕克认为，城市 “绝不仅仅是

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

……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

……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

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

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

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

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

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

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1］( P1) 当

前，我国城市化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

竞争已从单纯 GDP 的竞争转变为综合实力的

竞争，文化在城市竞争中的筹码越来越重。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些比较发达城

市已进入文化引领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阶段，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以文化定输赢，以

文明定高低，以精神定成败的新格局。文化

成为决定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城

市的核心竞争力。
而音乐不管是以一种商品的形式或娱乐

的形式出现，都得依附城市而存在。音乐是

一种文化，音乐所隐含的文化意义可以在历

史和传统中找寻答案，因为音乐源于文化，

是文化的一种体现，同时，音乐本身也是一

种文化的概念。城市已集合了传统、文化及

精神，而音乐作为三者集合体的重要载体之

一，是如何影响并促进城市发展的呢?

一、城市音乐文化的内涵

所谓城市音乐文化，就是在城市这个特

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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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感情物化为声音载体，并把这个载体

体现为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

段，通过组 织 化、职 业 化、经 营 化 的 方 式，

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

现象。［2］( P41) 对城市音乐文化的建设，笔者认

为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城市音乐

文化的外显，二是城市音乐文化的内涵。城

市音乐文化的外显，具体表现形式如: 音乐

厅、音乐文化中心、音乐雕塑等音乐基础设

施建设，也包括各种形式的音乐文化活动，

如音乐节、社区音乐活动等。城市音乐文化

的内涵发展，除了提高市民音乐文化素质和

修养外，主要是凝练地方城市音乐文化，打

造特色鲜明的地方城市音乐文化品牌。

二、音乐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城市品牌塑造是相关学者和城市政策制

定者都重视的课题。各城市之间都在激烈竞

争以吸引国际游客、跨国投资、国际化人才

和实现其他目标，因而人们从商业领域逐渐

引介“品牌策略”的理念并将其应用于城市

发展、城市复苏及城市生活品质之中。［3］( P3)

( City branding is a topic of significant interest to
both academics and policy makers． As cities
compete globally to attract tourism，investment
and talent，as well as to achieve many other ob-
jectives，the concepts of brand strategy are in-
creasingly adopted from the commercial world and
applied in pursuit of urban development，regener-
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 城市品牌与城市文

化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城市需要文化做底

蕴，文化更需要以某种方式来解读。音乐作

为诠释文化、展示文化的特殊形式，极具普

遍性、感染性和影响力，在体现城市文化个

性、打造城市文化品牌、推动城市经济文化

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一) 音乐作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可以塑

造城市形象，树立城市品牌

城市形象的总体特征指城市最为显著的

能代表城市整体情况的特征，这是公众对城

市的总体性及概括性认识。简言之，城市形

象即城市留给人们内心的印象，不仅指其外

形直观性，如整体布局、街道建设、建筑物

风格、基础设施等风貌，还指人们对城市的

内心感受或感觉，换言之就是人们对一个城

市的内涵的体会。由于城市内涵具有隐蔽性，

人们需要深入感受才能感知。但是，城市内

涵建设可以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增强城市

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如果说城市基础设施等建设像是给

城市穿上漂亮的外衣，那么城市的内涵建设

就如同独具魅力的内在美。
发展城市内涵建设，可以树立城市形象，

提高城市品牌效应。独特的城市形象是招商

引资、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自古至今，桂

林、扬州等城市的城市形象对民众极具吸引

力，原因之一就是亘古名诗: “桂林山水甲天

下”， “烟花三月下扬州”。一般情况下，根

据心理学指向，如果投资者对某一城市给予

较高程度的综合评价，就证明投资者对这座

城市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其投资的可能

性就极大，反之则会小些。因而增强城市吸

引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必要建

立独特的城市形象。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城市要为经济发展开

辟更广阔的空间就必须寻求新的形象定位。这

就需要借助某种载体，像塑造一个企业的品牌

形象一样，精心地为城市去营造和设计一个新

的形象。音乐就可以是这样一个载体，在塑造

城市形象、发展城市内涵建设方面有着独特

的、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软实

力在塑造城市个性方面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 从传播学角度出发，音乐是一种动态

记忆，具有流动性特征较其他符号在传播方

式和范围方面更具有夸张性和广泛性;

2. 从认知角度出发，听觉艺术在情感影

响、跨区域感染力方面都更具张力;

3. 从美学角度出发，音乐更容易意象植

入，形成文化意象图式特征。
综上所述，音乐从传播学、认知学及美

学三个跨学科领域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作用，

可以作为一种软实力促进城市形象的塑造，

有益于城市在人们心中形成独特的意象，从

而更深刻、更广泛的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有

助于推广城市品牌效益，进而吸引投资，拉

动经济增长。国内典型的案例为广西省南宁

市举办的“国际民歌艺术节”。该节日的前身

·37·

音 乐○



是 1993 年广西国际民歌节，于 1999 年正式

改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时间定于每年

的 9 月、10 月或 11 月，地点设在广西省南宁

市。它是一档综合的大型节庆活动，以音乐

为主体，主要宗旨是发扬民歌，通过这一形

式，民歌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直接的桥梁。
现在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已经发展为以音乐

为主体，融文化、旅游、经贸为一体的综合

性大型节庆活动。
南宁的国际民歌艺术节极大地提升了南

宁的城市形象，吸引了很多国内外爱好音乐

人士的关注，不仅如此，南宁市的 “品牌”
效益也逐渐建立起来，旅游、餐饮、已经相

关产业都得到了相应的发展，音乐成功地成

为创建城市形象，树立城市品牌的有利工具。
法国地理学家潘什梅尔说，城市既是一

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 也

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一个灵魂。［4］( P106) 城

市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引发人

们对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的追忆，是吸引

人们向往和探索未来的独特魅力，是印象并

感化人们的内心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
( 二) 音乐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对城市

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南宁市的城市形

象树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提升了南宁市的

知名度，对宣传城市、包装城市起到推波助

澜的作用，同时，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成

功举办，给城市发展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及市场的发展，对南宁以

至整个广西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统计，南宁市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民歌文化

节 ( 2002 年) ，在节庆期间共接待游客 22. 84
万人次，全市旅游收入 1. 19 亿元，形成了第

四个旅游黄金周。至 2003 年，四年中南宁市

共签订 577 个正式合同项目金额达 240. 58 亿

元，还签订了 214. 97 亿元的商品成交合同。
而 2007 年的歌节，参会的客商人数达到 1100

多名，全市签订内外资合作项目 115 个，项

目总投资 804. 1 亿元 ( 其中内资项目 86 个，

总投资 279. 92 亿元; 外资项目 29 个，总投

资 69. 93 亿美元) 。［6］

由此可见，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南宁

市带来品牌效应的同时，也大大推动了南宁

市经济社会的发展。

民歌艺术节带来的品牌效应，使城市形

象得到了提升，推动了南宁市经济社会的发

展。下图是南宁市 2008 年至 2012 年四年的

GDP ( 单位为亿元) 比较:

广西省南宁市 2008 － 2012 年 GDP 数据表①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GDP ( 亿元) 1316. 21 1492. 38 1800. 26 2211. 51 2503. 6

从广西省南宁市 2008 － 2012 年 GDP 数据

表及广西省南宁市 2008 － 2012 年 GDP 对比柱

状图所呈现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南宁市

从 2008 年到 2012 年的经济增长是稳步快速

增长的: 2009 年增长了 113. 17 亿元，增长率

为 7. 5%，2010 年增长了 307. 88 亿元，增长

率 17. 1%，2011 年增长了 411. 25 亿元，增长

率 18. 6%，2012 年 增 长 了 292. 09，增 长 率

11. 7%。这充分体现了音乐作为一种提升城

市品牌的可行性工具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过

程中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下图是南宁市五

年内每年 GDP 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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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数据显示从 2009 年到 2011 年，南

宁市每年的 GDP 增长率逐年上升，尤其是

2011 年 增 长 率 达 到 四 年 内 的 顶 峰， 高 达

18. 6% ; 同时 2012 年的 GDP 增长率却下降为

11. 7%，对此中国日报网给出分析: 与往年

相比，南宁市 2012 年 GDP 增长明显偏低，这

主要是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佳的大环境

影响。［7］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全国的 GDP
增速约为 7. 8%左右，而南宁比全国的增幅还

高 3. 9 个百分点左右，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

不易。这样的成绩与广西外贸、金属等 “新

型工业化”策略有关。而外资外商的引进与

南宁举办的国际民歌文化节有着重要的关系，

通过这一大型音乐文化节庆的成功举办，南

宁市的旅游、第三产业、国际贸易合作等方

面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为了弥补 2011 年 GDP 增长缓慢的形式，

2012 年广西南宁国际艺术节的设计了除往年

传统形式外增添的两项崭新的艺术形式: 第

一，“一声所爱·大地飞歌”2012 民歌大赛，

即国内唯一的新民歌音乐选秀节目; 第二，

“绿城歌台”即近百名外国艺术家到南宁市各

县区、校园、社区设置 15 个歌台献艺。外国

演员参与演出是 “绿城歌台”活动的一大亮

点，有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

洲等五大洲 13 个国家的近百名外国艺术家到

各歌台演出，这大大提升了艺术节的国际化

程度。开幕式当天，有国内外众多商团、著

名企业组织及国外音乐爱好者汇聚南宁，该

艺术节将政治性、艺术性、观赏性、国际化、
民族化、本土化有机结合，统筹兼顾，使民

歌节开拓创新，全方位提升民歌节的品牌效

益。南宁的国际民歌艺术节显然已经成为提

升城市品牌，扩大国际间贸易及文化交流，

刺激外 商 投 资，发 展 南 宁 城 市 经 济 的 重 要

媒介。

三、建设及发展城市音乐文化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化，中国城市

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日益拓展，城市化

水平愈加显著。但是在快速发展城市的同时，

出现了城市文化缺失的倾向。目前我国城市

化发展速度过快导致了城市中人口、文化、
资源等多重矛盾，极大影响着城市发展的可

持续势态。因而，建设及发展城市文化内涵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通过音乐传媒发展及

建设城市文化内涵，形成个性化城市意象，

为建设城市文化内涵发挥工具性作用。
( 一) 发展城市音乐文化，有助于提升城

市整体文化内涵，弥补国内城市文化建设中

的文化内涵缺失。这不仅可以促进全球化与

中国城市发展共时性发展，还有利于为城市

的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
位于中国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就非常注

重城市文化内涵建设。哈市借助其特殊的历

史进程和地理位置尝试用音乐为媒介建设其

独特的城市文化。从 1961 年开办的 “哈尔滨

之夏音乐会”已经成功举办 30 届，迄今为止

是全国举办时间最长、届次最多的音乐盛会，

在某种意义上，它不仅仅是一个音乐节或文

化活动，而是一个强势品牌，哈尔滨已经以

其为依托塑造了其独具音乐魅力的城市音乐

文化，进而提升了哈尔滨的整体城市文化内

涵，被誉为“东方小巴黎”，成为借助音乐文

化发展城市中的成功典范。
( 二) 通过音乐发展城市文化，有利于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音乐是一种国际语言

符号，很多古老的音乐形式正随着经济的快

速发展逐渐消亡。城市发展借助音乐文化历

史彰显个性，不仅可以树立城市形象，还可

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手段。如发源

于江苏昆山地区的“昆曲”，已经有着六百多

年的悠久历史，被誉为 “百戏之祖，百戏之

师”，在 2001 年昆曲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山

市就利用了昆曲这一特定的音乐形式，在其

城市发展过程中，采取各种形式展开以昆曲

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如在中小学开设昆曲艺

术教育课程、定期要求国内外昆曲艺术团开

展“昆曲回娘家”活动、举办昆曲艺术节，

修建中国昆曲博物馆等等。在不断的宣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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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活动中，昆曲这一濒临消失的音乐非物

质文化遗产得以 “活态”的形式传承，不仅

帮助昆山市树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而且为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 三) 通过音乐发展城市文化内涵，可以

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更快更好的塑造城市形

象、发展城市经济、提高城市整体实力，实

现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提到玉溪，可能更

多的人就会和 “红塔山”联系到一起。烟草

产业在玉溪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了，一直以来

是玉溪的支柱产业，烟草占全市 GDP 的比重

曾达到 90% 以上，烟草产业在带来经济快速

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在城市竞争已从单纯 GDP 的竞争转变为综合

实力的竞争，文化成为衡量城市发展的关键

因素的大环境下，玉溪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质

的变化。至 2009 年，烟草占全市 GDP 的比重

由 90% 以 上 下 降 到 38%， 非 烟 产 业 占 了

62%。［8］同时，玉溪的文化产业也从无到有。
自 2003 年以来，玉溪市就将 “塑聂耳之魂、
建音乐之城”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着力将聂

耳文化打造为玉溪的第一品牌。玉溪市委、
市政府通过开发聂耳精品文化资源，打造聂

耳文化品牌，不断扩大聂耳故乡在世界文化

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步使玉溪成为国

际国内音乐艺术交流的窗口。玉溪市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进入投入最多、增长最快的时期。
2009 年，玉溪市文化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近 10%。玉溪争取在 5 至 10 年内，生态文化

旅游产业的产值要占到 GDP 的三分之一。［8］

美丽的玉溪正朝着实现 “绿色 GDP”快速增

长，实现城市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的 “音乐

之城”的梦想稳步迈进。
( 四) 通过音乐发展城市文化内涵，有助

于促进社会和谐，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明需

求。作为中部崛起领头羊的两大城市郑州和

武汉，在经历了工业化的大发展之后，社会

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人民

的物质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与此同时，决

定一个城市未来发展水平和质量的城市文化

建设，却大大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

的精神 生 活 匮 乏，社 会 风 气 浮 泛，人 心 思

“钱”，甚至出现了在一些招聘市场上招聘单

位公开宣称不要武汉人和河南人的极端现象，

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是中国城市化进

程中普遍现象中的一个特例，也给我们的城

市领导者敲响了警钟，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

时，一定要注意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城市音乐

文化建设，充分发挥音乐在促进社会和谐和

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化需求中的重要地位和

作用。使城市的发展能够充满活力和后续的

爆发力。

四、国内城市音乐文化建设

与发展模块建构

虽然近些年国内许多城市的音乐文化事

业发展迅猛，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

展示了城市的别样风情，彰显了本土特色，

但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有鉴于此，我们建议:

( 一) 制定 “城市音乐文化”建设规划，

凸显本地特色。无论是世界上著名的 “音乐

之都”维也纳，还是被联合国授予 “音乐之

都”的西班牙塞维利亚、英国格拉斯哥、意

大利博洛尼亚、比利时根特等城市，都无一

例外地制定了独具城市个性特色的音乐文化

发展规划，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充分研究

和论证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符合当地实

际、体现城市个性特色的音乐文化建设规划。
( 二) 发展城市节庆文化，注重音乐元素

的贯穿渗透。节庆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形式或

载体，它对确立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市民文

化素质，丰富城市文化生活具有不可低估的

作用。当今社会，节庆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

繁衍，尤其是城市的各种艺术节庆，被赋予

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意义和文化色彩，如英国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广西南宁 “国际民歌

艺术节”和上海 “上海国际艺术节”等。举

办艺术节庆，可以形成更为完善的文化艺术

资源的配置方式，促进本地文化设施的建设

和艺术力量的成长，如带动当地高等艺术院

校的建设和发展，酝酿组建“演艺集团”等。
同时，成功的节庆，对展示城市文化个性、
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提高市民文化素质，丰

富城市文化生活，促进旅游业乃至社会经济

发展，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三) 加强城市音乐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文化名城的打造，除了需要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以外，还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和较为发

达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才能逐步实现。世

界上一些著名的音乐文化名城，也是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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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音乐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开始的。比如说

美国的布兰森，它之所以成为世界知名的演

艺文化表演地，就是因为在那里建成了 40 多

个高水平的国际一流剧场，吸引了全世界高

水平的文艺团体，成为演艺文化的最高殿堂。
借鉴布兰森和云南玉溪在城市音乐文化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加快文化中心和城市

音乐厅建设，科学确定其运行模式和经营方

式，使其在激活城市音乐文化潜质、引领城

市音乐文化发展方面提供硬件保障。此外，

我们还要结合的建设和发展，因地制宜地规

划建设音乐博物馆、音乐名人馆、音乐图书

馆、音乐会展览馆、音乐主题公园等音乐文

化场所，增加有音乐内容的街头雕塑，把音

乐文化元素融入到城市的每个角落。
( 四) 加强音乐人才队伍建设。音乐人才

是做大做强音乐文化的根本所在。要充分挖

掘音乐文化的潜能和优势，大力实施音乐人

才培养战略，加大音乐人才的培养力度。要

注重全民音乐文化素质的培养，有计划地提

高全市广大青少年的音乐知识和能力，最大

限度地开发他们的音乐潜质与天赋。要加强

音乐文化人才特别是优秀音乐文化人才的挖

掘工作，通过定期举办歌唱比赛、器乐大赛

等有影响力的音乐赛事，发现和选拔各类专

业音乐人才，不断完善音乐人才培养的长效

机制，为当地音乐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智

力支持和人才保证。整合区域内音乐教育资

源，全力打造属于当地自己的精品音乐院校，

为建设“文化名城”，培育城市音乐文化内涵

方面培养所需的各类音乐人才。
( 五) 创造良好音乐氛围，提升音乐文化

品位。文化品位的提升非一日之功，需要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同时还要有全体市民

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本地高等音乐院校和

市歌舞团为基础，以发展歌剧和交响乐为重

点，打造独具地方特色的高雅音乐项目和品

牌演艺团体。要扩大音乐文化交流，强化与

哈尔滨、维也纳等 “音乐之都”的交流，让

群众不出国门就能欣赏到国内外音乐文化珍

品。要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演艺团体和优秀

音乐家来本市演出，不断提高市民的欣赏趣

味和鉴赏水平。要广泛开展群众性音乐文化

活动，组织以合唱为重点的群众性音乐比赛

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营造浓厚的音乐氛围。

结 语

文化总是“润物无声”地融入政治、经

济和社会之中，影响着人的发展，影响着社

会经济的发展。马克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
中指出， “文化艺术本质上是一种生产力”。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艺术是城市发展的

“软实力”，它决定着一个城市未来的经济发

展水平。当音乐文化遭遇经济发展，二者不

是形同陌路，更不是水火不容，二者可以相

辅相成，实现共赢。经济的发展为城市提供

物质保证，文化特别是音乐文化为城市的进

步提供精神上的支撑。同时，音乐文化可以

成为一种产业，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繁荣。
当历史的尘埃落定，曾经的喧嚣都归于平静，

唯有城市的音乐文化能够穿越时空，给人们

以精 神 慰 藉，鼓 励 人 们 去 创 新、创 造、创

未来。

( 责任编辑 何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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