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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是一座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发展轨迹,文化积淀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而成都城市深厚的文

化积淀和的独特的文化传统,很大程度上由富于特色的、多彩多姿的城市民俗文化表现出来的。城市民

俗文化特色是城市的魅力所在,是构成城市的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

要平台。构建具有成都特色的城市民俗文化,既有利于传承历史文脉,弘扬地域传统文化,也有利于促进

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促进成都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 成都民俗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成都民俗具有鲜明的“水文化”特征。 

    

    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岷江自古即是滋润成都平原的生命之源,是哺育成

都城市的母亲河。水不仅赋予成都平原的富饶,而且赋予成都城市的灵气。水是成都城市的灵魂,是成都

城市文化的最主要的载体。自古以来成都民俗中就有鲜明的亲水、乐水的特点,古代成都的游赏习俗多

与水环境有关。塑造成都民俗文化特色,应当重点做好“水文化”这篇文章。 

    

    (二)成都民俗具有注重生活情趣的特征。善于因地制宜,惠而不费,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得天独厚的

自然环境和独一无二的都江堰灌溉之利,为成都人提供了一片富饶美丽的乐土。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

长期协调发展,形成了成都人特有的生活习俗与生活情趣。自古以来成都就以“地大物繁而俗好娱

乐”、“俗尚嬉游,家多宴乐”、“尚滋味”、“好辛香”、“尤足意钱之戏”载于史籍。成都的美食

可谓源远流长。成都人不但善于享受口腹之乐,而且特别喜好优游玩赏。成都是一座善于品味生活、富

于生活情趣的城市。时至今日成都仍以休闲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闻名海内。成都的餐饮不仅以品质

上乘著称,而且以价格低廉闻名全国,惠而不费,这是成都民俗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在打造西部民

俗特色城市时应充分发挥这个优势,把休闲和美食的文章做好做足。 

    

    (三)成都民俗文化体现了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具有浓厚的人文气质特征。 

    

    成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着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和二千多年的城市发展史,历史文化底蕴极其深

厚。在历史上,成都是一个生产文豪和吸引文豪的地方,是一个人文荟萃、群星灿烂的地方。从司马相

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到巴金、郭沫若等等,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要么出自成

都,要么曾在成都获得创作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都城,又是中国古代最富传

奇色彩、最脍炙人口的一段历史上演的地方。城市的历史文化对于成都民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都人

有正月初一游武侯祠,正月初七(人日)游草堂赛诗的习俗,这种受历史文化熏陶形成的具有浓厚人文气质

特征的民俗,提升了成都民俗的品味,体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优势,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掘、加以丰

富。 

    

    (四)成都民俗体现了乐天诙谐的群体性格特征。 

    

    良好的自然环境加上良好的人文环境,造就了成都人乐观、豁达、幽默的性格和开放、包容的良好

心态。这种群体性格特征突出反映在成都的民间艺术和民间语言方面。而民间艺术和民间语言正是民俗



的基本载体。成都出土的东汉说唱俑,那种正在逗乐的极富感染力的面部表情和形体语言,在中国古代雕

塑中极为突出、极为罕见,表明自古以来成都的民间艺术就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川戏、曲艺均体现了

这种特点。成都民间语言中的歇后语,机智而风趣。1960年代一部黑色幽默影片《抓壮丁》就充分展现

了成都民间语言的魅力,不仅当时风靡全国,而且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不时在电视屏幕上回

放。成都民俗中的乐天诙谐的特征造就了轻松和谐的社会氛围,非常符合当代人在快节奏工作之余追求

轻松愉悦的心理需要。弘扬成都民俗的这一优势,可以增强成都的吸引力。 

    

    (五)成都民俗体现了传承性与兼容性相统一的特征。 

    

    成都民俗中的西蜀地域特征源远流长,世代相传,这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

另一方面,由于成都自古就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从来就具有包容的社会心理。关中民俗、湘楚民

俗、客家民俗、旗人民俗等外来民俗不断融入到成都民俗之中,从而形成内容丰富地域特征鲜明的成都

民俗。 

    

    二 对以往成都构建特色民俗文化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市在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突出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民俗调查和资料收集以及出版工作。 

    

    长期以来,市、区、县(市)各级文化部门在对成都的风俗、掌故、民间故事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形成

了一批具有价值的调查资料。市、区、县(市)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中也保存了大量的民俗资料。对

《成都通览》的重新出版,近年来推出的《老成都》等一批关于成都历史文化书籍,以及成都市编写地方

志过程中有关志书对成都民俗资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汇集和整理。这对于进一步塑造民俗特色城市奠定了

比较坚实的资料基础。 

    

    (二)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民俗活动。 

    

    成都市继承了一年一度举办花会、灯会的传统,使这一民俗得以传承。花会、灯会在成都由来已久,

可以追溯到唐宋时期,是成都人“好游赏”习俗的重要载体,具有广泛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郫县恢复了一年一度的望丛赛歌会。每年春季在纪念古蜀先王的望丛祠举办赛歌会,体

现了古老的川西民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杜甫草堂举办了每年的人日赛诗会。大邑刘氏庄园改为川西民俗博物馆。由于是保存完整的民国时

期庄园,使其具有良好的载体,作为一个民俗展示中心,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三)宽、窄巷子等历史街区的规划保护,为老成都的院落习俗保存了几处最后的载体。 

    

    (四)城市现代化建设中融入传统文化内涵。 

    

    琴台路、春熙路、商业场等街区的兴建、改建,体现了成都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文化特征,成为成都

民俗文化集中展示的空间。近年来在“五路一桥”工程中利用立交桥下层空间开辟老成都民俗公园、川

剧脸谱长廊等,颇有创意,巧妙地体现了现代化建设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五)最近武侯祠博物馆推出的具有川西古典建筑风格的锦里一条街,较好地体现了民俗特色展示与

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 

    



    以往成都市在构建城市民俗文化特色方面的工作,对于传承和弘扬地方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应予以

充分肯定。但也应看到,成都的城市民俗文化特色的现状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仍不相称,还不能适

应成都市实现文化强市战略和发展文化产业的需要。 

    

    具体体现为: 

    

    1、最根本的一点,是缺乏对城市文化基本特征的准确定位。鲜明的城市文化特色是城市的魅力所

在,是构成城市的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对城市文化特色的准确定位,可以引导城市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

展的基本方向。多年来,对成都城市文化特色的讨论未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讨论未能深入开展,

未能形成一个能够指导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定位。这个问题的存在,对于以下列举的其他问题都具有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 

    

    2、缺乏对城市文化特色塑造的总体规划。城市文化特色的总体规划是一个与城市建设紧密结合的

综合性的规划。而在过去在城市规划中,由于体制性的因素和观念方面的原因,规划部门注重的是对城市

功能的规划,而对于城市文化特色的规划却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更谈不上与城市建设规划之间的协调统

一。这是造成成都与其他城市千城一貌的重要原因。即使某些部门在实际工作中涉及到城市文化特色的

塑造,目光也是主要局限于主城区范围内。各区(市)县的文化特色的塑造,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

低水平重复建设、总体特色不鲜明等情况也就在所难免,这就直接影响了文化资源的整合。这些问题的

存在,既有体制性的原因,更有指导思想方面的原因。 

    

    3、城市建筑和公共环境艺术在追求现代风格时严重忽视了地域文化特色。城市面貌越来越具有明

显的趋同倾向,使城市文化魅力受到极大削弱。城市民俗载体的弱化,直接影响到城市民俗特色的彰显。 

    

    4、未能形成鲜明的城市民俗标识体系。随着大规模的旧城改造,成都的古城风貌已基本无存。成都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通过标识体系体现出来,建立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标识体系

显得格外重要。但以往在这方面只有零星的标识,没有形成有效的城市民俗标识体系。 

    

    5、民俗特色的内涵发掘深度不够,特色不够鲜明。尤其是对于传统民俗文化在吸收具有多元特色的

现代文化后形成的新民俗,更缺乏系统的考察、整理和研究。而这一部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民俗,对塑造

特色民俗文化城市和发展城市文化产业,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6、一些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大型民俗活动如成都花会、灯会等,近年来人气下降,面临难以为继的

局面。成都花会、灯会在上世纪80年代恢复以后,曾经非常兴旺。由于缺乏新意,不能适应文化多元形势

下市民的娱乐需要,受到不断出现的新的娱乐活动的冲击,游客被大量分流。尽管成都市推出春节大庙

会,但由于文化公园场地狭窄无法容纳更多的民俗活动内容,未能形成规模效应,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花

会、灯会人气下降的局面。加之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外出游玩时由过去骑车或乘公交车变为自驾车前

往,而文化公园附近交通拥堵,停车尤其困难,往往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另作选择。这样一些新的制约因素

对于振兴花会、灯会极为不利。 

    

    7、宽、窄巷子等传统街区虽然被划为保护区,但长期以来基本上属于消极保护。体现古城风貌的老

房子日益破旧,居住条件难以改善,更重要的是没有充分发掘历史文化街区在民俗文化方面的内涵,没有

进行开发性保护,发挥保护区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方面的应有价值。 

    

    8、对民俗特色的展示规模偏小,加之布点分散,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一方面,缺乏给人以强烈视觉冲

击力和深刻感受的、具有全国影响或世界影响的特征鲜明的重量级的民俗展示。包括花会、灯会、郫县

望丛祠赛歌会、老成都民俗公园以及最近开发的锦里一条街,都规模偏小,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

个问题直接制约了成都特色民俗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上述的问题使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没有得到应有的弘扬,对外的影响力不够大,制约了成都文化产业

的发展。   



    

    三 构建西部特色民俗文化城市的基本思路 

    

    (一)组织力量对成都城市文化特色定位展开研究。在广泛深入地对成都和其他历史文化名城加以比

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成都文化特色做出准确定位,以此作为指导成都文化建设和城市民俗文化发展方向的

基本依据。 

    

    (二)按照发挥成都历史文化资源组合优势的思路,着眼于成都历史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的整合,将打

造城市文化特色与建设休闲之都相统一。 

    

    需要改变迄今为止各区(市)县在打造文化特色和文化产业发展中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城市文化特

色建设和文化产业,也应有总体规划。对成都市文化特色规划应着眼于大成都概念。把打造成都城市文

化特色纳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当前,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城市规划正在突破中

心城区的范围,这对于整合全市文化资源是一个机遇。在服从城市文化总体特色定位的基础上,根据市域

范围内文化资源分布特点,分别规划不同区域的文化特色与文化产业,形成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历

史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相结合的组合优势。城乡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应该是进一步丰富和突出成都城市文

化特色、整合文化旅游资源的过程。   

    

    四 构建特色民俗文化城市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民俗活动必须具有广泛的参与性。否则不能构成民俗,只能是少数人的活动或爱好。任何特色

民俗文化项目的打造,都离不开广大民众的参与。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能够满足群众的精神需要,使广

大群众喜闻乐见,乐于参与。 

    

    (二)民俗活动或民俗项目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只有长期存在并持续发展的习俗和民间活动才能成

为真正的民俗,成为传统,得以世代传承。有些民间活动虽然具有广泛参与性,但只是风行一时,持续时间

很短,那只是时尚而不是民俗。 

    

    (三)要有地域特色,以地区性传统文化为底蕴,与本地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适应,符合时代需要。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只有做到这点,才会有广泛的参与和可持续的发展。 

    

    (四)需要重视对新民俗的整理和研究。某些时尚,也可能转化为新的民俗。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任

何民俗最初出现时都是一种时尚。当这种时尚的内涵和形态趋于稳定之后便转化为民俗。民俗的基本内

涵相对稳定,而表现形态和载体往往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如成都农家乐旅游和街头麻辣烫、冷啖杯最初

出现时表现为一种时尚,由于具有地域特征并体现了成都人“好游赏、尚滋味”的传统特征,正在成为成

都民俗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 

    

    (五)构建成都特色民俗文化需要大手笔。需要充分发掘和整合资源,推出若干重量级的项目,形成规

模效应,造成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影响。这正是以往成都的特色民俗文化工作的薄弱之处,也是今后成都

特色民俗工作重点的着力之处。   

    

    五 对构建特色民俗文化的几点建议 

    

    (一)恢复驷马桥、散花楼等一批具有丰厚文化内涵的成都古代著名亭台楼阁,打造为城市标志性建

筑,并成为城市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古代成都众多的亭台楼阁,凝聚了成都丰富的历史文化的内涵。历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都

曾登临这些标志性建筑,并留下了著名的诗文。它们是成都历史文化的一笔丰厚的遗产,也是成都文化产

业的重要资源。但多年一直对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没有予以重视,更谈不上开发利用。近年以来成都一

直深感因旧城改造而造成古城风貌不再,缺乏历史文化遗存,尤其缺乏能够真正体现历史文化名城地位的



标志性建筑。与此同时,却守着大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去发掘,从某种意义上类似端着金饭碗饿肚

子。 

    

    驷马桥因司马相如而闻名天下。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最著名文学家之一,是文学史上重量级的人物,

他和卓文君留下的爱情佳话,在国内外具有相当广泛的知名度。当年司马相如离开成都赴长安时,在此桥

送客观题写誓言:“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成语典故“驷马高车”源出于此,驷马桥也因此而得

名。多年以来,成都驷马桥之名虽然一直保留,但驷马桥却早已湮没无存。以至不少人误将铁路与川陕公

路立交桥误认为驷马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宝藏的流失。建议在沙河综合整治工程过程中,在北郊重

建驷马桥景点。这个景点应包括重建的驷马古桥、广场、绿地、司马相如(乘驷马高车)塑像及有关其身

世的群雕、浮雕、碑记、古人碑文等。桥本身的建筑在充分考虑汉代风格的同时,尽量考虑传统建筑美

学因素。使之成为沙河北郊段的一处重要历史文化景观。努力将其建成代表成都城市古典文化的标志性

建筑。 

    

    散花楼是成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楼之一。历代文人有关诗文甚多。李白曾将其与长安皇家林苑并

列:“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犹有散花楼”。1980年代,市政园林部门在百花潭江边重建散花楼,但由于体

量太小,完全缺乏既丽且崇的文化气概,过于小家子气,根本不足以引起人们对这座李白曾为之题诗的成

都名楼的景仰之情。现存重建的散花楼并非在原楼址,因此,建议在适当地点按城市标志性建筑的规格重

建散花楼,使之成为能够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媲美的中华名楼。 

    

    (二)利用宽、窄巷子改造的机会,打造成都“少城”。使之成为成都特色民俗文化的重要展示基

地。 

    

    将宽、窄巷子街区命名为“少城”,恢复这一具有成都历史文化特色的名称。“少城”的名称对于

成都市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无形资源,应当充分加以开发利用。应吸取锦江被冠以“府南河”工程名叫响

之后难以正名的教训。 

    

    扩大在宽、窄巷子保护区。入口处修筑一段象征性城墙,再现古代成都“重城”风貌。以此为主要

载体,开展“少城文化”即满汉合流的文化为中心的民俗活动。 

    

    (三)再现陆游名篇“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的意

境,在青羊宫和浣花溪之间打造规模宏大的“梅花长廊”,整合两处名胜景点,在城市西郊形成规模甚大

的历史文化风景带。以梅花长廊作为载体,进一步考虑打造以梅花游赏为主题的民俗活动。 

    

    (四)建议从2005年以后将每年一度的成都花会迁往温江“全国花卉博览会”会址,在城乡一体化的

城市建设新格局中复兴成都花会。 

    

    利用花博会形成的声势和广泛影响,乘热打铁聚集旺盛的人气,恢复成都花会的生机,扩大成都花会

的影响。花博会规模宏大,并有温江花木基地作为广阔的外围景观,可以使成都花会这一古老传统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温江交通便利,便于泊车,适合当代成都人的出游习惯。成都花会迁往温江花博会会址可

以容纳更多的经济和民俗文化内容,为经营成都花会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有助于成都花会做大做强,长期

繁荣。花会迁往温江花博会后,应保留传统花会的风车和风筝等标志性文化符号。可以设巨型风车模型,

并组织风筝放飞等活动,以体现传统花会文化内涵的延续性。 

    

    

    

    林成西,成都市社会科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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