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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摇篮。在我国城市文化表现的城市文明，大约有4700余年的历史。

公元800年盛末期，长安（西安）的城市人口已达120万之多，正是中国有了长安这样的大城市，才产

生了光辉灿烂的“长安文化”，对亚洲特别是日本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城市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包括物质、意识、信仰、道德、法律、风俗和习惯。它是一个城市

历史上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它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外来文化而具有独特的风格。从意识

形态看，文化又是城市社会心理共同的积淀。因此，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既具有民族性、

区域性和时代性特征，又具有连续性、融合性和排他性特征。 

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培养人的素质，规范人的行为，开发人的智慧，启迪人的良知，提高人的能

力。因此，现代城市社会特别重视开发研究文化在管理中的功能和作用。 

城市历史文化的价值观 

社会越发达越重视文化的历史价值。历史上国家、民族、城市的盛衰交替，都可以从它们的统治

者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态度中找到原因。城市的历史文化，主要包括建筑、金石书画、文献著作、表演

艺术等四大部类。北京的古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华，也是世界城市文化的珍品。它所表现的

中华民族的思想修养、科学成就与艺术风格，堪称世界瑰宝，集中表现出中国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的成

就。北京古建筑风格集中表现了西安古都、沈阳故宫以及中国儒佛道法兵等各家哲学门派的思想大融

合，并给汉满蒙回藏五个主要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信仰、道德意识和民俗习惯，保留着各自的地位与

自由活动的天地。这种城市建筑文化在表现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方面，是一个光辉的典范。在我国的历

史文库中同样表现出这种多元文化的特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灿烂时期的社会文化基

础。在许多宗教一元文化统治时期的国家或地区，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繁荣。 

城市文化的历史价值，在于表现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科学、教育、哲学、宗教、民

族、法制、道德等的发展水平。其价值标准就是当代人从纵向的延续性和横向的断面性进行比较我而作

出的判断。因此，具有发展的阶段性和时效性。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价值的评价，往往比我们自己

要客观和公正一些。这是因为我们常常把现在的贫穷和落后，归咎于历史文化的糟粕方面，而又缺乏科

学的分析，使自己陷入怨天龙人的尴尬境地。我们应当奋发，研究历史文化的价值，并加以利用，建设

具有时代特征的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前进的动力。天津具有800年的城市文化史，其价值将随着城市的

复兴而具有国际地位。因为天津从人口看，已经是世界性的特大城市。 

特大城市的价值在于不断地承受住世界进步的冲击力。城市盛衰，关键在于自身承受能力的强

弱。因此，城市文化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地调节人们社会心理，适应当代普遍存在的思维变革、

竞争机制、技术革命、商品经济的大潮，以显示价值观的升华。 

城市现代文化的社会观 

城市现代文化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即城市的教育文化为开发包括城市辐射区域在内的人群的智力



和能力服务；工业企业文化为发展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用务；商业文化为促进商品生产和指导避民消费

务；旅游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解事物、体察民情、交流情感、沟通思想、考察历史、认识社会、比较环

境、陶冶情操、重返自然、收集信息、修身养性、益寿延年用务；饮食文化为满足人们的健康和享受用

务；家庭文化为促进人们和睦相处和分享天伦之乐用务。 

总之，现代城市社会文化观的突出天现，可以称之为用务文化或消费文化。这种文化的作用，就

是指导和诱导人们合理地、符合实际地促进消费用务，力求不断地满足人们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合理需

要，通过服务使消费符合理性原则。运用正确的社会文化观和价值规律指导城市消费，可以促进生产、

繁荣市场、发展经济、稳定秩序、便于管理。因此，研究城市社会的消费心理，不仅是经营管理问题，

而且是重要的文化现象。 

城市现代文化的社会观，要求和引导人们向前看，着眼于未来，广泛地进行横向的断面比较，迎

接世界进步的大潮，再也不能墨守陈规陋习，躺在城市曾经创造过的文化“摇篮”中安息。我们应当看

到，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我们远远地落后于市场经济国家；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我们也是相当落后

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过去我们不得不承认物质存在落后，而总是不肯承认我

们观念形态中，也有许多落后的东西，因而导致了错误的方法讼。这种方法论认为只要发展生产力，就

能发展经济，赶超西方国家。于是一次又一次的大跃进、洋跃进，不能同时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寻求正

确的答案。因此，一次又一次付出高昂的“学费”，而收效甚微。 

城市管理中的文化现象 

城市管理是一门综合的学问，同时也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城市化过程量个不断强化管理的过程。

由于城市高密度的集约，各种事物与人物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可谓“千头万绪”。因此，有计划、

有目的地建立一个具有个性特征的城市管理文化体系，对于实施城市规范化的管理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

意义。 

现代管理对象的七要素包括人、财、物、时间、信息、士气和方法的综合运用，表现为讲哲理和

事理的文化现象。城市管理者，特别是高层管理者，如果不研究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确良事理和哲理以

及城市社会大多数人的主流心理，其管理不可能是成功的。天津十年来，由脏、乱、差的典型而变为先

进的城市，人众多功能的原因和机遇，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天津市领导者不断地研究城市建设和管理关系

中的哲理、事理和心理。主要表现在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讲哲理，讲矛盾转化，讲综合治理；在处理

规划、计划、建设及责权利关系中，讲事理，讲实事求是，讲个人、集体、国家和近期、中期、长期利

益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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