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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城市建设与地域文化的结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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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风景名胜区，不到文物保护点，无论是走在市区还是农村，无论是看建筑还是道路，我们

的确很难将无锡与国内那些同样宣告打造山水城市和现代化特大城市的地方加以明显区分。如何在

城市建设中维系、传承和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打造具有鲜明个性和文化魅力的城市特质，已成为

当前考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无锡和国内许多有识之市一样，在挖掘文化资源、保留历史记

忆、延续历史文脉、着力培育特色上做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笔者想借这篇论文，结合

自己的工作实践，对今后无锡城市建设如何更加自觉地担当文化传承、保护乃至创新创造的重任，

作一点浅显的分析探索。 

       一、文化之于城市的意义 

       1、文化是特色建城的重要依托 

       强调特色建城已成为当下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共识。那么，以什么为依托来支撑城市之

“特”？文化作为集中体现城市个性、精髓和历史脉络的载体，显然已成为不二之选。内蒙古呼和

浩特近年来在城市建设中注重挖掘民族文化底蕴，突出浓郁草原特色，着力建设一批具有鲜明民族

和地区特色的建筑，使塞外青城民族特色得以逐步回归。十一五”期间，无锡要实现“两个确保”

的奋斗目标，建设“五个中心”、打造“五个名城”，就必须高度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和弘

扬，以文化特色塑造城市形象，以文化精神凝聚发展合力，以文化知名度提升城市实力。 

       2、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国际著名建筑师张在元曾说：“忽视城市生存品质，忽视城市文化内涵和历史魅力，城市文化

内涵和历史魅力就像建筑垃圾一样被清理出城市，只见建筑不见城市。”这是对现在有些城市建设

中存在问题的尖锐批评。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一个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主

要是靠文化。文化是一座城市的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先进的文化犹如一面旗帜，主导着人们的

思维，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它能鼓舞人、激励人去热爱自己的城市，热爱自己的家

园，并且尽力为其做出自己的贡献。可以说今天的文化就是明天的经济，就是未来的理想城市。一

个城市是否有竞争力，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文化力，即文化资源、文化氛围和文化发展水平。因此，

强化文化这个核心资源,以突出城市独特的文化定位,让城市文化统领城市的进步与发展,才是城市化

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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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文化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和基础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城市不具备文化竞争

力，就谈不上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谈不上城市吸引能力和辐射能力的进一步提升，谈不上综合

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文化是城市凝聚力和辐射力的源泉。城市文化是城市特质与市民生活品质的基

础，也是城市形象的代表。任何中心城市本质上应该是文化的生产、聚散中心和创新摇篮。 

       二、在城市建设中可挖掘和开发的无锡文化 

       1、何为文化 

       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通常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而一般大众所理解的狭义文化是指我们

日常生活中所看得见的语言、文学、艺术等活动，而作为文化研究领域里所指的文化则是广泛意义

上的大文化，国内外的学者都曾先后从各自学科的角度出发予以了多种界定与解释。据说现在世界

上有关文化的定义已达200多种。但比较权威并系统归纳起来的定义源于《大英百科全书》引用的

美国著名文化学专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这本书共收集了

166条文化的定义（162条为英文定义），这些定义分别由世界上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

分析学家、哲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政治学家所界定。其中，与笔者这

篇文章试图阐述的城市建设与文化密切结合这一观点比较契合的定义有：亨廷顿1945年提出的“文

化是指人类生产或创造的，而后传给其他人，特别是传给下一代人的每一件物品、习惯、观念、制

度、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 

       2、具有鲜明个性的无锡文化 

       说到无锡文化，我们现在提得较多的是吴文化。这一方面归因于“无锡是吴文化发源地”这一

观点的被广泛认同，另一方面则归因于吴文化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源远流长的厚重性、多元开放的

包容性、江南水乡的独特性、重经创业的务实性、开拓创新的延展性。吴文化虽然不是无锡文化的

全部，但的确是灿若群星的无锡文化中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如同我们说起徐州想到汉文化，提到

南京想到明文化和民国文化一样，人们提到无锡时也很自然地想到吴文化。今年上半年出版的《无

锡文化丛书》可作为无锡城市建设决策者和工作者的必修书，放置案头，时常翻阅。该套丛书对诗

词、书画、音乐、戏曲、工艺、文物、山水、园林等无锡历史文化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从不同角度

对无锡文化作了提炼、浓缩、凝集，全面解读无锡的吴文化、工商文化、运河文化。笔者认为,建设

者只有了解、熟悉了无锡地域文化，才能将其自觉、悄然地融入到城市建设作品当中。 

       三、在无锡城市建设中努力寻求文化切入点 

       城市文化体现在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也体现在城市建设的整个过程，包括有形的形象建造如

城市广场、城市雕塑、城市景观等，也有无形的文化渗透、教化和引导。无锡城市建设如何寻求更

多更好的切入点，使文化与城建共荣共生，相互辉映，成为当前力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无锡所急

需破解的一道难题。笔者以为，无锡城市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求解: 

       1、公共文化场馆建设 

       建设公共文化工程既是文化建城的需要，也是完善城市功能的需要。近年来无锡已陆续建成图

书馆、群艺馆等一批功能性文化场馆，它们不仅能成为丰富城市空间的优秀建筑，也是教化城市居

民、推动人的现代化的重要场所。根据《打造山水名城共建美好家园——2005年—2007年无锡市城

市建设发展行动纲要》规划，无锡正加快推进博物馆、革命陈列馆、科技馆、锡剧博物馆等文化场

馆建设。今后，可适时启动建设丝绸博物馆、古运河博物馆等具有无锡地域特色的专业性场馆。 

       2、名人故居修缮开放 

       无锡名人资源丰富程度，国内罕见。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等各门类、各行业都涌现

出了不少杰出人士。他们的品德、学识，他们的思想、行为都值得我们学习。通过其故居的修缮、

开放，吸引更多的无锡市民和外地游客参观，是弘扬先进文化、打造文化大市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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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历史街区的系统保护 

       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无锡有一些历史街区比较幸运、完好地保留下来

了。但受保护资金来源、保护区内居民安置等难题限制，目前总体进度不快。今后几年，无锡应重

点以清名桥、惠山古镇、日晖巷、小娄巷、荣巷等历史文化街区为突破，逐步探索适合无锡的历史

街区系统保护模式，使一片片街区成为集中、整体展示无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特色的区域。 

       4、城市建设中文化元素的植入 

       城市是一个地方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特有的公共空间。在这些零碎的公共空间的规划中，

把地域文化符号放进去，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亚文化的重视。成都在立交桥下引入“老成都民俗公

园”，创造性开发利用了城市的公共空间。近年来，无锡在城市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结合上树立了不

少典范。如解放南路拓建改造工程中，沿古运河一侧建设亭、廊，点缀太湖石、芭蕉和竹子等中国

传统园林元素，营造古典文化韵味，与南禅寺、古运河风貌协调呼应。蠡湖新城在景观建设中，充

分利用名人资源、典故传说等文化遗产，打造渤公岛、水镜廊、水居苑等自然和人文双重景观。今

后，在道路、建筑、广场等建设中，都应有意识地注入文化元素。如桥梁建设中，可借鉴古代桥梁

镌刻楹联的做法，征集并雕刻具有古典气韵和时代特征的楹联。高楼大厦前的广场上,可设置与之呼

应的主题雕塑;也可设置石碑,铭记为该楼房建成作出贡献的被拆迁人、建设者名单，或该建筑崛起

前地块内的街巷名称及历史典故。有了这些历史记录和文化宣扬，钢筋水泥构筑的丛林便有了更多

的文化气息。即使是建设工地的封闭围墙，也可植入文化元素，如将其作为开展书画比赛的“画

布”，既美化工地，又为城市增添一抹文化亮色。 

       5、分散的历史文化遗存保护 

       除了成片的历史街区外，无锡还散布着许多零星的文物建筑，它们在城市化建设中风雨飘摇，

亟待修缮保护。近年来，我们在保护这些分散的文物建筑上做了大量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效。如中

大颐和湾小区对楼盘规划设计作出调整，将原本位列拆迁名单中的“中国银行”和“钱丝两业公

所”这两个文物控制单位修缮保存，站前商贸区建设中修缮保护锡金商会，金钩桥街建设时将周氏

余庆堂移建保护等等。对于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控制单位，可以说已经越来越受到城市建设者和开

发商的重视。但是对于那些尚未列入保护名单的有价值的建筑，我们明显重视不够。最典型的就是

城市道路建设、地块开发中大量的江南传统民居被顷刻间推倒。如果城市规划建设者的工作更加细

致些，文化保护的意识更强烈些，这种令人痛心的情况可以大大减少。再如对近现代工商业遗存的

保护，我们前些年重视不够，已经拆除了不少见证无锡民族工商业繁荣的工业厂房、仓库。随着工

业遗存保护的逐渐升温和无锡努力打造最适宜投资创业的工商名城的目标提出，希望今后无锡能更

加重视这些工业遗存的保护。 

       6、导入城市CI 

       城市CI，即城市形象识别系统。将城市CI理论导入城市建设，即从城市自然环境特征、人文因

素和经济因素中提取关键，对各种景观构成要素进行统筹的安排，打造差别化的城市总体形象。城

市CI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城市CI即城市视觉识别系统，更适宜于城市建设介入和参与。

城市CI要求将建筑小品、城市设施、广场、绿化、亮化进行统一设计、统一实施、统一管理。广场

及人行道铺装的色彩布局要依一定的原则进行，如根据街道的方向选用不同的色彩，或以主次干道

为原则来确定色彩的布局等。在道路绿化或小游园建设中，广泛采用市树香樟和市花杜鹃花、梅

花，既对城市起到标示作用，也增添城市的趣味。道路、桥梁、公园、楼宇的名称也应尽量避免使

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名称，凸显城市个性。与北京的灰色城市主色调、青岛威海的红色主色调

相比，无锡的城市主色调至少到目前为止尚不甚明确，这与无锡原有历史风貌的破坏有关。笔者不

大主张无根据地刻意确立无锡城市的主色调，而倾向于某个区域内的色调协调和分功能区、分建筑

结构确立主色调，比如在历史建筑、文化古迹周边的建筑色调必须与古建筑色调协调。 

       7、城市标志性建筑 

       城市标志性建筑，也可视作城市识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因其重要性，我在这里单列讨



 

论。常见的标志性建筑主要有雕塑、高楼、桥梁、钟楼等。提及上海，我们很容易想到东方明珠塔

和金茂大厦这两个著名的标志性建筑。高层建筑之所以能成为上海的标志，与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形

象、高速发展的经济都是密不可分的。对无锡来说，如盲目跟风，以摩天大楼为城市标志，我以为

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无锡这样一座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来说，我们完全不需要以

这种本身缺乏文化底蕴的建筑形式来树立城市标志。可取的方案是雕塑。譬如青岛五四广场上“五

月的风”主题雕塑，以螺旋上升的风的造型和火红的色彩，富于节奏地展现出庄重、坚实、蓬勃向

上的壮丽景象，充分体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基调和张扬腾升的民族力量，蕴涵青岛

为五四运动导火索的历史象征。该雕塑以其特殊的寓意而成为青岛的一个标志性建筑。城市标志性

建筑的标志性地位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自封的，需要时间检验，需要市民游客认可。我们

可以构建城市标志性建筑为目标，建设多个雕塑，然后让历史作答，择其一二，作为无锡的标志性

建筑。 

       正如文化的定义之纷繁，城市建设与文化的结合路径也是不一而足、灵活多样，本文难免挂一

漏万。笔者想强调的是，文化虽然没有一个公认的精准概念，但城市建设工作者和决策者只要常怀

文化传承与创造之心，努力建立城市建设文化咨询机制，勇于探索和实践，那么无锡必将以其文化

竞争力优势在日趋激烈的区域竞争和国际化竞争中赢得更大先机。 （作者为无锡市建设局副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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