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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精神”的提炼是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抓手

时下，对于提炼“城市精神”，各

城市有着强烈的冲动，并在大中小城市

蔓延，旨在通过城市精神张扬个性。

告别过去单纯拼规模、求速度的发展阶

段，契合文化时代的来临，以及在消费

文化流行中兑换注意力经济，提升城市

的软实力，越来越多的城市纷纷塑造自

身形象和文化识别的城市精神，以凝心

聚气，引领新一轮城市发展潮流。在城

市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座城市的发

展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更取决

于城市精神的支撑。城市精神对外可以

展示形象，成为吸引人才、资金和旅游

的重要名片；对内可以凝聚力量，是团

结市民奋力拼搏的源泉所在。

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看，中央越来

越认识到仅有经济的崛起，中国是不能

成为世界大国的，因此，中央自党的

十六大以来就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

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部署，特别是提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动员全党

全社会的力量推动“四位一体”事业格

局的协调发展，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来引导和提升全民族的精神境界

和道德素养。在中央政策的引导和激励

下，各地掀起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高潮，而对“城市精神”表

述语的提炼就是其中有效的抓手之一。

通过对“城市精神”的提炼来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以精神的感召力来凝聚

范玉刚

“城市精神”提炼勿沦为“表演秀”
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魂”，那么城市精神就是附魂之

“体”，要魂体相符，而非相分。在提炼过程中，不能只有政府起

劲，民众看热闹，要社会全民参与，社会有动力、市民有热情

评述由头：“城市精神”究竟如何提炼

城市 精神表述
郑州 博大 开放 创新 和谐

南昌 大气 开放 诚信 图强

太原 兼容 和谐 诚信 卓越

杭州 精致和谐 大气开放

宁波 诚信 务实 开放 创新

济南 诚信 创新 和谐

长沙 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成都 和谐包容 智慧诚信 务实创新

长春 兴于闯长于信 敏于思立于善

广州 务实 求真 宽容 开放 创新

南京 开明开放 诚朴诚信 博爱博雅 创业创新

昆明 春融万物 和谐发展 敢为人先 追求卓越

乌鲁木齐 大美天山 荟萃南北 风迎八方 海纳百川

省份 精神表述(省和直辖市)
北京 爱国 创新 包容 厚德

重庆 登高涉远 负重自强

吉林 同舟共济 激流勇进

内蒙古 活力 人文 和谐

浙江 求真务实 诚信和谐 开放图强

江苏 创业创新创优 争先领先率先

上海 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福建 爱国爱乡 海纳百川 乐善好施 敢拼会赢

贵州 不怕困难 艰苦奋斗 攻坚克难 永不退缩

河北 坚韧质朴 重信尚义 宽厚包容 求实创新

广东 敢为人先 务实进取 开放兼容 敬业奉献

广西 团结和谐 爱国奉献 开放包容 创新争先

山东 改革创新 开放包容 忠诚守信 务实拼搏 敢为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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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形成城市再发展的动力，成为这

股热潮的内在动因。

何谓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一座城

市在长期发展变迁中形成的独具特质的

品格，是对一个城市整体特点和人文历

史风貌的高度概括，是展示城市形象、

彰显城市特色、引领城市发展的一面旗

帜。是城市的灵魂和市民的共同价值诉

求，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正

如一个民族要有民族精神支撑一样，一

个城市不可或缺自己的精神。城市精神

虽然是一种“虚灵的真实”，但却在城

市的建设规划、产业发展、市容市貌、

市民的举手投足间真实地表现出来。某

种意义上说，城市精神的本质是人的

精神。人把多少理想、个性、激情融

入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就会拥有多少

魅力。

表述语雷同的反思

总体上看，“城市精神”提炼热贴

近了时代发展主流，表征着当下城市化

进程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是城市发展

过程中的一种自我关照、自我反思，是

一种文化自强的表现。特别是某些词汇

高频率地出现，一方面，可视作是一些

城市的共同精神诉求。从资料上看，27

个省市发布的城市精神表述语，存在一

定的趋同性，如创新、开放、和谐、诚

信等出现频率颇高，其中，创新出现11

次，是次数最多的词语，开放出现10

次，和谐出现9次，诚信出现7次。这

正是社会主流意识的表达和精神的召

唤，是社会主流人群的合力诉求，是

贯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真实写照。

但另一方面，如果说“千城一面”

是对当前城市建设的诟病，那么，城市

精神表述语的提炼同样存在雷同现象。

我国600多座大中小城市中，有100多

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内大都

市，约50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央商务区，

2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或区域性

金融中心。此外，在急速的城市化现代

化进程中，大拆大建人为割裂了城市连

接历史和现实的纽带，弱化了城市应有

的传统底蕴和本土特质。城市的根脉和

灵气，被碾压在推土机的车轮下。英国

《卫报》曾发文诟病中国是由1000多个

雷同城市构成的国家。当城市的建筑风

格、产业结构、发展思路、区域定位、

布局规划都雷同的时候，城市精神很难

在现实中彰显出自己的个性。因城市缺

乏个性，导致目光向上向外的张扬，而

缺乏向内向下的内敛。这说明对城市精

神的认知比较模糊，对城市的历史和现

实体现不足，脱离民众、脱离生活。结

果定位模糊、把不准文脉，导致表述语

提炼的同质化和趋同性，出现泛政治

化、教条化、口号化倾向，显现出急躁

的功利心态。

 “城市精神”切勿沦为“表演秀”

从现有“城市精神”的表述语看，

存在特色不足、亮点不够、内涵不深、

形象不靓的现象。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

不是个别表述语的雷同，而是过于抽象

空洞，难以为市民所认同，与城市、市

民、文化缺乏深入有机的融合，往往成

为领导意志的张扬，沦为某种真诚的

“表演秀”。有的“城市精神”还因此

成为网友调侃戏谑的对象，“精神体”

曾一度在网络上引起造句风潮，“城市

精神”表述语的提炼成了没有所指的话

语狂欢。可见城市精神切忌流于华丽

的辞藻和空洞的口号，否则会引起民

众的反感。

“城市精神”表述语中多提到包

容，现实中如何把广大民众包括弱势群

体包容到一个公共空间里，是对城市的

考验。不是强力意志的“恩赐”，而是

基于对弱者的同情、尊重，相互交融并

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才有利于城市

精神的人性化培育。从巴黎的卢浮宫到

伦敦的议会大厦大本钟，无不展示了

一个城市的政治生活、风貌、观念等，

映射了一个都市独特的精神特质：前

者蕴含的是一种典雅、艺术、浪漫的特

质；后者展示的是一种严谨、守时、

理性的精神。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是“魂”，那么城市精神就是附魂之

“体”，要魂体相符，而非相分。在提

炼过程中，不能只有政府起劲，民众看

热闹，要社会全民参与，社会有动力、

市民有热情。要植根于城市化的进程与

市民心中，不能过于“口号化”，也不

能仅限于几场活动，或几部宣传片。只

有深入人心，才有可持续性。表述语的

提炼不能过于急躁，要沉淀。

城市精神的提炼应“以人为本”。

表述语的提炼要凝聚着城市的光荣和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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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城市精神的时代背景和动因

目前全国各省市都在提炼区域或

城市精神，如此热烈和普遍，不仅是

受北京推出“北京精神”的带动，更

重要的是时代发展的推动力促成的，

是国家和民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

必然要求。

从国际与时代背景看，有两点很

值得关注，一个是大国博弈已经由政

治博弈、利益博弈向核心价值和文化

博弈的方向转变。这就意味着谁占领

了道德和文明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

话语权。以前，大国博弈是二元对

峙，一切以制度划线；今天，大国博

弈是文明程度的博弈，倾销利益不行

了，别人会说你是暴发户，你在实施

侵略。所以，我不赞同总是在世界上

讲我国的GDP有多少，拿着支票走向

世界。别人要了你的钱也不尊重你。

当今世界出现了文明的冲突，海湾国

家，包括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不

能说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较量，

那是文明程度的问题。今天的中国在

这方面没有突破是不行的。

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处于大国崛起

的过程中，正因如此，我们需要进行

大国崛起的启盟教育，要真正弄清何

为大国崛起。根本而言，大国崛起

于文明，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精神的

崛起。换言之，大国崛起绝对不只是

崛起于GDP，没有精神和文明支撑

的国家不是真正的大国。从国内来

讲，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已

经到了必须改变的阶段。古人说，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但不意味着国家仓禀实了，

人民就必然知礼节，国家要倡导一

种精神才行。

西方哲学家说，一个人没有饭吃

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

吃；有了饭吃之后，则会生出许多事

来，生出来的大多是精神领域的事。

经济越发展，物质要求越高，社会就

会越失衡。不解决精神归宿的问题，

只想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欲望不断

增长，这样的人是最痛苦的。2010年

国际上公布的幸福指数最高的地方是

公方彬 

精神崛起的深层意蕴
大国博弈已经由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向核心价值和文化博弈的方

向转变。这就意味着谁占领了道德和文明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

话语权。大国崛起于文明，一定意义上说又是精神的崛起。换言

之，大国崛起绝对不只是崛起于GDP，没有精神和文明支撑的国

家不是真正的大国

想，文化是其底色，产业经济是其个性，要

有前瞻性，要有指向未来的诉求，不能频繁

更换，要处理好守与变的关系。真正的城市

精神一定是自由的、自主的、自为的，它不

是宏大叙事的行政意愿，而是自下而上的

市民精神的展示，是民众心中的自然涌现

和情不自禁。

“城市精神”提炼如何获得最大程度上

的共识

“城市精神”表述语的提炼本身没有什

么难度，表述语提炼的难度在于如何获得最

大程度上的共识，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所认

同，能够成为绝大多数人日常践行的自觉。

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精神诉求和精神表

述，应是这个地区和城市的主流精神价值的

概括和集中。

“城市精神”表述语的提炼应遵循如下

原则：正面性——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有

正向的关联；鲜活性——必须在市民的日常

生活中被活生生地感知；大众性——必须是

人人自觉地奉行的；日常性——它不是束之

高阁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令人心生自豪；崇

高性——它以其超越的人文价值激励市民的

意志、奋发有为。

“城市精神”表述语的提炼要在古今中

外坐标系的参照中，重在凸显意义、认同

感、传播力、影响力和自豪感。既有历史

感——纵向坐标，传承底蕴和城市文脉——

如古代中国的大唐西安、北宋开封（东京汴

梁）；又有现代视野——横向坐标，开拓创

新、兼容并包——如当代的罗马、伦敦、巴

黎。作为内涵的提升和形象的展示，“城市

精神”不单是语词提炼问题，更是城市发展

问题。体现着这样的逻辑：“城市精神”表

述语——城市精神——城市发展与建设。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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