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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显本地文化元素提升城市建设品位 

——靖江市挽掘城建文化元素的调查与思考 

马晓波 郁雷 叶帆 

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建设的步伐逐步加快，如何在提升城市品位的同时又凸显本地文化元素，达到完美

融合，是一个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为此，靖江市委、市政府将此作为 2014 年度市级重点课题，由靖江市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课

题组，通过开展座谈、实地调研等方式，分析研究当前靖江市城市建设中文化元素挖掘的现状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积累的经验 

近年来，在靖江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按照建设“大气、秀气、灵气‘三气兼备’的魅力城市”的总目标，城市建设

中文化元素不断彰显。 

1 ．注重在城市园林中融入文化元素 

靖江在建设城市园林时，比较重视注人相应的文化艺术元素，特别是靖江地方文化。例如：马洲公园的建设，不仅开挖了

容湖，还在文化碑墙上浓缩了靖江的历史文化，包含了白马驮沙、孤山庙会、宝卷之乡等九大板块内容；天水公园是一座既充

满水韵，又兼具江南特色与靖江特征的仿古园林，园中多处馆室、廊桥、楼阁的名字，选用已湮没的《 靖江县志》 所载的较

为高雅的名胜古迹名称；高瞻远瞩地建设牧城公园，开挖了明湖，这与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调整空间结构”、“扩大森

林、湖泊、湿地面积”的要求十分合拍，同时发挥了城市备用水源地的作用。 

2 ．注重使城市建筑体现文化特色 

近年来，靖江注重启动建设具有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建筑、街道和桥梁等。例如：结合滨江新城建设，聘请国内一流设计院

设计了体育中心、文化中心两个地标性建筑，并着力体现文化特色，如在文化中心设计方案中，以“明月潮生”为主体意向，

融合了“竹香意趣”、“水韵交辉”等理念，将靖江的人文、历史、自然环境的特质和现代的建筑语言完美结合起来；靖江“一

品天下”仿古街今年元旦正式开街，这是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工程之一，街景规划以创造一个美好又令人愉快的公共环境为目标，

旨在着力打造展示靖江特色、融人靖江文化元素和历史传承的明清建筑风格一条街；靖江的新洲桥的建设，也力求改变“千桥

一面”的造型，在主桥两侧设置桥头堡，在桥头堡设置人行梯道，与十抒港两侧景观带连接，方便行人下桥后欣赏两岸风景。

桥头塔楼运用高科技手段、现代节能技术，采用景观照明来表现桥梁夜间的景观效果，突出桥形的优美。 

3 ．注重用城市景观提升文化品位 

靖江注重在街头绿地设置反映地方文化的雕塑、城市小品等，展现靖江的城市文化特色。例如：阳光大道与人民南路交叉

口东南侧的一面墙壁上，雕刻着一条七八米长的帆船，再现了靖江“渡江第一帆”的历史，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沿江路与

人民路交叉口绿化节点，以水中的小沙丘表现靖江地貌的由来，并以绿岛、石壁、沙滩表现“聚沙成洲、奋发超越”的靖江精

神；人民路与南环路口的鱼形雕塑，反映了靖江“长江三鲜”的餐饮特色；人民南路与富阳路交界处附近设置了一个巨型盆景，

配以景墙、镂窗、小青砖等背景，一展靖江山水盆景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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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存在的不足 

近年来，靖江城市规划建设也融人了相应的文化元素，但存在以下一些不足之处： 

1 ．城市规划的文化品位有待提高 

一是规划对文化资源的利用仍以经济目标为主导，缺乏对人文价值的重视，迫于经济增长压力等因素留下“缺陷”，不少

建筑的文化装饰，都是在建设时添加增补上去的，相关的建筑、绿地、场馆等未统筹考虑，难以体现工程的完整性、连续性和

协调性。 

二是城建规划有时因领导个人或少数人的强势意见随意调整规划而出现“遗憾”，有时又因众说纷纭折中调和而产生“平

庸”。 

三是城市建设详细规划有待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项目实施中在文化层面的考量有欠周详，如靖江步行街将骥江路隔断，

老十字路口不复存在，抹去了人们的长久记忆，也给交通和商业带来不便。 

2 ．城市文化遗存展示有待完整 

一是靖江于明成化七年（1471 年）建县，至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三国时东吴大帝孙权曾在这里牧马养兵，民族英雄岳飞

也在这里留下过足迹，留下了古城墙、孔庙、文庙、岳王庙、崇圣寺、万寿坊、鲁肃墓、郭璞母墓、天妃宫、马洲书院等一批

历史古迹，房前屋后也曾出现过河流、竹园的自然风光，有过“竹乡”和“水乡”的美名。但经过近现代的建设，部分历史古

迹和自然景观不复存在，留下不少遗憾。 

二是靖江虽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但经过几百年的融合和创新，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如讲经文化、美食文化、

古镇文化、竹器文化、盆景文化、庙会文化等，这些都是靖江在城市建设中可以加以宣扬和展现的，但目前来看大量的历史文

化要素与传说都没有很好地加以保存和开发，已发现并保存下来的展示形式较为单一、展示内容显得零碎，缺乏系统梳理和精

心设计，没有形成完整且有层次的展示体系。 

3 ．城市视觉识别系统有待建立现代城市的视觉识别是一个城市形象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包括城市建筑物、商业环境、绿

地、广场等都是城市形象特色展现的基础。靖江城市的视觉识别系统还不完善： 

一是从目前靖江城市建设来看，究竟以什么作为其核心的文化理念或符号，城市建设又如何体现城市文化特色，这些问题

尚未完全解决，影响了城市总体形象的和谐。 

二是一些城市识别符号往往由于历时已久，当时的设计水平落后，造成视觉风格陈旧单调，形式上缺乏现代感，无法适应

城市新时期日新月异的变化。如宁通高速出口处的不锈钢质飞马及进人靖八公路的石质跃马，其造型及工艺都不太理想。 

4 ．城市文化设施建设投入有待加大 

文化设施是城市文化的基础和载体，文化设施的规模、档次、水平，往往成为一个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标志和示范性的集

中体现。靖江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一是中心城区的公共文化设施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城北、滨江新城、

城南一江阴园区缺乏相应布局。二是缺乏市级的文化中心、大剧院、科技馆、博物馆等大型、高质量的文化场所，无法满足全

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需求。三是部分居民小区没有按要求同步建设群众文化设施，在城市人口急增和人口分布范围扩展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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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设施的布局没有跟上。四是一些既存的公益性文化设施，因缺乏运作经费，或管理机制不合理，没有发挥应有的社会宣传

和服务群众的效能。 

5 ．城市建设资政参与度有待提升提高城市建设的文化品位，需要听取历史、文化、文物、艺术、建筑、民俗及新闻等方

面专家、学者的意见，也需要计划、规划、设计、建设、城管等部门的共同努力。靖江目前的状况，一是缺乏能够诊释靖江城

市文化特质的专家智囊团，以及众多了解城市文化特点、历史人文脉络、文化遗产基因的规划师、设计师、建筑师、文化创意

工作者等。二是城市建设景区、景点，让熟悉本土的专家、学者和公众参与机制不够完善，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的制度也不

够健全，与事前的咨询、研讨、论证等资政不足密不可分。三是尚未形成文化、规划、设计、建设四位一体的整体保护利用和

发展城市文化的格局，通常还是各自为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发展中的浪费。 

三、推进的措施 

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就是要用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市建设，并把这种意识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重点做

到以下“六个坚持”:  

1 ．坚持更新理念，明确以“水文化”为核心的城建理念 

靖江城市名称的由来、历代的名胜景观、靖江人民的治水史，以至于现代的餐饮文化、船舶产业等，无不与水有关。因此，

水是靖江魅力最生动的表现，最能代表靖江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文化是靖江的“水文化”，建设美丽靖江就必须建设好“水的靖

江”。靖江的城市建设，要从理念和规划层面就重视水环境的保护和利用，做足城市“亲水文章”。一要扩大水体，亮出水面，

让居住在靖江城市的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二要制止污染，修复生态，由单纯追求水质保护，转向整体

流域的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三要让出水边，注入文化，做好滨河景观设计，并融人抒港文化、历史人文、水乡风情、休闲生

活、生态教育等文化元素。 

2 ．坚持彰显特色，提升建筑物的文化内涵 

建筑是全世界的语言。一是就单体建筑而言，要努力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文化艺术精品，放眼于靖江的历史和发展中去

审视和把握，赋予建筑以生命力，成为留得住、叫得响、经得起检验的地标性文化符号。二是就建筑整体风貌而言，要强调各

具个性、高低起伏的建筑群的和谐协调，追求主体色调的选择上统一，让城市轮廓显得更美。要改造一些有视觉污染的老旧建

筑，使其富有文化内涵和美感，并融入城市整体建设之中。三是要重点关注靖江“水的建筑”― 水工程。水工程不仅具有灌排

引航的“有形功能”，而且具有生态、环境、人文的“无形功能”。设想如果靖江百里江堤、横港一线、界河一线上分布的上

百座闸、站以及星罗棋布的桥梁，都打造出具有个性文化内涵和高艺术品位的大小不同的建筑，形成“一座桥梁一特色，一处

闸站一故事，处处工程处处景”的靖江水工建筑文化特色，建成大小不同的风景区（点）, 串珠成线，联线成面，就会形成靖

江有代表性的“水的文化”。 

3 ．坚持小处着手，利用文化景观提升城市品位 

城市景观对提高文化品位有重要意义。 

一是利用雕塑景观体现文化特色。考虑到靖江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可在重要的路段或高速公路出人口等地点设置反

映靖江工业文明的标志性雕塑，如可考虑设置为船舶造型，充分体现靖江的产业特色，也可考虑“渡江第一帆”等特色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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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要利用园林绿化景观提升文化品位。如在牧城公园内，可依托开阔、旷远的明湖，增加科技及文化功能，打造湿地公

园，形成独具特色的水利风景区和旅游目的地；靖江独特的山水盆景可以作为绿地、园林、街心造景，只要在选材、造型和风

格等方面形态各异、各具特色就行。 

三是要以艺术审美的情趣美化城市。对城市道路、桥梁、街景、商店、住宅等都要进行艺术化设计，对路灯、围墙、花台、

广告牌、垃圾箱等，也要通过艺术化加工，使其在提升文化品位中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街区、道路、地点等的命名要详细考

证，尽量沿用旧称。 

4 ．坚持深入挖掘，传承靖江历史遗存和文脉 

历史文化是城市之魂。靖江在城市建设中，一是要十分珍惜和保护好 25 处现有已列人文保单位的建筑物，如钟楼（明代）、

四眼井（明代）、魁星阁（清代）、岳庙（当代）、刘国钧故居（当代）、马洲书院（当代）等，要注意尽量拓展其周边空间，

美化好周边环境，让其靓出来，亮起来；要根据建筑物的历史位置恰当地再现这些文化元素，如天妃宫改造必须在老天妃宫位

置、古人咏叹长江的诗文碑刻尽可能放置于江边景点。 

二是可以化整为零，对文化景观进行整合。如以靖城街道（钟楼、四眼井、魁星阁）、生祠镇（岳庙、刘国钧故居）、季

市老街、孤山景区为核心区域，对历史、文化、传说等题材深人挖掘，形成融人文体验、餐饮娱乐、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历史人

文景观旅游区。三是对靖江移民长期以来融合而成的讲经文化、餐饮文化、竹器文化等特色文化，也应深人挖掘其历史典故和

文化内涵，并通过雕塑小品、文化碑墙、绿化项目建设等进一步宣传和展现。 

5 ．坚持建管用结合，发挥现代化文化设施的功能 

要有计划地建立一批与现代化城市相适应的高水平、标志性文化场馆和设施。当前，一是要加快建设市文化中心，筹建市

博物馆，推动相关文化场馆的人驻，增添新的文化气息和城市活动，促进城市文化整体发展。二是要统筹规划社区文化设施建

设．加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靖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打下坚实基础。三是要提升各类文化设施建设、

管理、使用水平，防止出现文化资源的闲置和浪费，部分文化场馆设施的维护可采取外包服务的方式，引人专业化的管理团队，

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 

6 ．坚持集思广益，构建灵活多样的参与机制 

提升城市建设的文化品位，必需构建统筹协调、灵活多样的参与机制。 

一是要统筹相关部门的行动，明确主体部门和协同部门，群策群力，协同推进，形成一个高效运转、办事快捷、齐心协力

的工作机制。 

二是能否组建一个隶属于市政府的城市建设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托其进行论证工作。对城市规划建设实行文化评估制

度，城市建设的各项规划、重大工程和重要建筑的设计建设方案，都要由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从文化角度进行审视与控制。 

三是要确立“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理念，理顺政策带动、社会促动、民资驱动的路子，在论证的基础上，集中推出提

升城市文化品位的建设项目，倡导和鼓励民资投人城市文化设施建设，可采取共建、捐建、认养、认管、冠名等形式，激活民

资、民智，丰富城市元素和城市色彩，倾力打造有实力、有活力、有魅力的城市文化。 

四是新建工程完工后，要适时组织文艺界或相关社会人士参观、欣赏、评价或畅想，请他们评头论足、吟诗作赋，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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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读，特别是通过名人、名家对景点的赏析、诗文，使景点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升华，影响传之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