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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域市形象反映了一座域市的历史沿革、文化底籩、经济实力、景观环境

和人文铕神，她是一座域市在发展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许多域市发展战

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个拥有良好形象的域市首先能使自己的市民获得共鸣和

价值认同，然后能以这独特的魅力吸引各方目光并最终为域市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助力

。南昌是一座拥有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坺市，通过对南昌已有城市形象传播现状和问

題的分析，并借鉴其他域市形象传播的成功经验，可以探讨构建和传播红色文化特色

下的南昌域市形象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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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化得以交流融合，城市发展的理念也日趋雷同，当我们越来越

熟悉城市的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和霓虹绚烂时，“千城一面”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念那

些逝去的美好景象，以往由于人们缺乏形象意识或者因为急于求成而在形象建构时缺少对不同

城市本身特点的研究和运用，使得很多城市的特色被抹去，这让我们在痛心惋惜的同时也不得

不开始思考城市形象合理建构、有效传播的重要性。

一、地域文化与城市形象传播

凯文•林奇曾说：“能够使人区别的地方与地方的差异，能够唤起人们对一个地方的记忆

，这个地方可以是生动的、独特的、至少是有特别之处，有特点的。对于城市形象来说，这特



别之处就来自于每个城市独特的地域文化。

(一）地城文化展示与城市形象互动机制地域文化是城市形象塑造的根基和特色。我们回

顾那些在历史进程中能够被人们记住和称道的城市会发现，它们大都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城市文

化作支撑的，它们的城市形象中无处不凸显自己的地域文化，反映着这个城市的人文精神。英

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是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成

员所具有的能力习惯的复合整体。抑因为社会成员构成和意识形态的不同，每个国家、每个地

区，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地域文化，那么我们在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过程中就绝不能抛开地

域文化。

城市形象传播是对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鲜明的地域文化在给城市形象提供强大的源动

力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在给自身的发展和延续带来生命力。我们现在已经能看到，很多城市在

改头换面的过程中给地域文化也带来沉重的打击，在高楼大厦取代民族和地域特色建筑的过程

中，在宽阔柏油马路取代老街古巷的过程中，在五彩斑斓雕塑取代千百年历史遗存的过程中，

地域文化也一步步跟着消失在人们的眼前、脑海和记忆里，年轻一辈除了偶尔在长辈的絮叨中

能够听到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却再也不能用自己的眼去看、不能用自己的手去触

、不能用自己的心去感，许多宝贵的地域文化都这样遗憾地消失殆尽。因此，在城市形象构建

中充分融入地域文化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将我们的地域文化盘活，

重新焕发它的生机。

(二）赣鄱文化中的红色基因

赣鄱大地孕育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赣鄱文化，有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影响深远的理

学文化、声名远扬的宗教文化、精致璀璨的陶瓷文化、可歌可泣的红色文化等等，而其中红色

文化又是相对而言最具有辨识度、资源分布最广泛的一个。江西这块红土地犹如一个没有围墙

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孕育了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安源精神、八一精神，这都是江西地域文

化中的红色基因，是江西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1934 年毛泽东在江西会昌写下词句“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2011 年江西巧

借毛主席的这句赞誉向全世界推出了旅游宣传口号“江西风景独好”，也正式吹响旅游强省建

设的号角，在全局规划中，红色、绿色、古色是三大主打版块，而其中红色便是龙头，正是因

为江西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积淀，红色文化对江西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可见一斑。

(三）红色文化与南昌

作为江西省会城市的南昌，就是一座红色城市，这是全国其他省会城市都不具备的鲜明特

点，八一起义一声枪响，南昌因此成为“军旗升起的地方”，以“英雄城”而驰名天下。“八

一起义纪念塔”、“八一起义纪念馆”、“革命烈士纪念堂”等都是具有“英雄城”色彩的南



昌城市符号，八一精神是南昌城市精神的灵魂和重要支柱，是南昌城市形象最重要的一张名片

。另外南昌还有“方志敏烈士陵园”、“新四军军部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小平小

道”等红色遗存以及邵式平、刘和珍、李世璋、袁玉冰、赵醒侬等一大批在中国革命史中留名

的英雄先烈，他们都是南昌乃至江西人精神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红色文化视域下的南昌城市形象传播现状及问题

近十年来南昌除了“英雄城”这一形象外，还构建了“花园城市”和“动感都会”两个城

市形象，并获得了各种称号，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全球十大动感都会”，被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评为“国家园林城市”，等等。还有举办的各类活动，如中国广告节、全国城市运动会

、世界低碳经济大会、中国南昌国际军乐节、中国绿博会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由清华同衡设

计院联合欧洲照明协会前主席路易•克莱尔共同设计的南昌一江两岸亮化工程，通过一江两岸

的“滕王阁”、“双子塔”将南昌历史与现代衔接起来营造出的独特景观，并且将微电影融入

灯光秀中，配合音乐进行演出，该工程可以说是近年来南昌城市形象构建中的一大壮举。这些

称号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南昌的城市形象，提升了南昌的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和国

内许多城市一样，传播效果相对较为短暂，后续发力不足，加之城市形象不够有特色，无法深

人人心、令人难忘。

(一）城市形象缺乏特色，文化亮点不足

富有特色的城市标志是城市形象的核心，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甚至整个中国的形象标

志，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成为上海独有的建筑景观标志，提到巴黎就会想到的埃菲尔铁

塔，提到悉尼便会想到独具特色的悉尼歌剧院，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些标志无一不是带着历史

积淀或文化内涵的，而这是我们许多城市赶潮流设计出的“标志”中不具备的东西。

在南昌的城市形象设计和传播中有些部分盲目追求所谓潮流，却忽略了城市原有的文化内

涵和精神内核。“花园城市"，全国乃至世界有很多个，光我国能数得上的就有深圳、厦门、

杭州、大连、重庆等等；“动感都会”也并不具有代表性和标志性。缺乏文化特色的城市形象

是没有灵魂的，缺乏整体性、有序性的城市形象是无法深人人心的，也就不可能成为有吸引力

、影响力的城市形象。

(二）传播手段较为单一，持续发力不足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指出，城市形象是人们通

过某种介质和传播渠道而形成的对城市的主观印象。可见传播对于城市形象的影响力扩展是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尽管上文中提到南昌一直在不断进行着城市形象包装和宣传，但是传播

策略略显不足，传播手段单一，大大忽略了城市形象的多渠道传播，导致传播效果不尽如人意

。特别是现在新媒体的快速发展，给传播环境带来了翻天榭地的变化，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传



播手段还是停留在多年前的传统思维、定式思维上，认为只要在电视上、报纸上打打广告即可

，殊不知这样的传播起到的效果是事倍功半的。当一些影响城市形象的负面新闻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速度和应对能力也远远不够，这些都是对传播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不足的表现。

三、寓地域文化于城市形象传播中的城市样本分析

(一）生态之都——山水桂林

南宋人王正功的一句“桂林山水甲天下”让桂林的山水扬名天下，也奠定了桂林以山水文

化为主基调的地域文化特色，桂林市在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发展中一直传承和延续着这一特

色。桂林城市中心最优美的环城风景带一两江四湖环城游览水系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桂林市

于 1998 年提出设想，1999 年正式启动工程建设，2002 年通水并试航成功，该工程把桂林市中

心区的漓江、桃花江、杉湖、榕湖、桂湖、木龙湖贯通，形成环城游览水系，并和象钵山、七

星公园、穿山公园、芦笛岩等景点串连成线，为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名锦上添花，现如今已经成

了中外游客流连忘返、赞不绝口的旅游线路。

另外，桂林市还将“刘三姐”这一具有独一性的地域文化产物充分融人城市形象构建和传

播中，以“刘三姐传说”为起点，创作相关影视剧将人物形象植人人心，“刘三姐”品牌相关

的企业、文化产品、项目不断出现，紧接着桂林市在漓江阳朔段打造了《印象•刘三姐》山水

实景演出，这场视听盛宴带给人的震撼是无与伦比的，相信看过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演出

最精妙的创意在于将桂林的山水和“刘三姐”的故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山水之中有引人入胜

的故亊，故事之中有秀丽的风景，连主创者张艺谋自己也倍感自豪和骄傲，堪称他艺术作品中

的一部巅峰之作。这台将地域文化融入山水实景的演出大大丰富了桂林旅游品牌内涵，再一次

提升了桂林市的城市形象。

(二）休闲之都——天堂杭州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诗准确地表达了苏州、杭州的美丽、繁荣

与富庶。现代杭州人也没有辜负这份美好，全力打造“世界休闲之都”、构建“大都市、新天

堂”是杭州市城市形象的精准定位，联合国人居中心给出的“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人

居环境改善国际最高奖”以及“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等荣誉都在印证着杭州人的努力成果

。杭州市规划局在关于杭州战略规划的研究中也提到：“江湖河汉、山城林堤、粉墙黛瓦、石

阶斗拱、处处流露出和谐之音……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杭州，都无一不体现着西湖文化和谐

的理念。”

杭州获得如此多的赞誉绝不可能仅仅依靠西湖、依靠山水园林风景，这种美是因为融入了

杭州的历史文化之美，西湖、雷峰塔和感天动地的白蛇传说相互交融，“西湖美景不堪负、白

蛇许仙哪堪离”；古刹灵隐寺、净慈寺和高僧济公的传奇人生难舍难分，“佛祖留下诗一首，



我人修身他修口，他人修口不修心，唯我修心不修口”，诸如此类的美景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

的例子在杭州数不胜数。所以，杭州的美是有内涵、有厚度的，这种美事实上已经成为杭州历

史和人文的一个载体，共同构成了杭州雅致、和谐、柔美的城市形象。

2016 年 9 月，二十国集闭领导人杭州峰会的召开又给杭州带来了向世界展示文化杭州的

契机，而杭州也不负众望，在西湖用一台《最忆是杭州》文艺晚会刷爆了世界朋友圈，晚会将

杭州元素、江南韵味、中华文化和世界文艺融入西湖的水中，节目中不仅有展示中国传统文化

的《春江花月夜》《梁山伯与祝英台》《高山流水》等，也有杭州民间小调《采茶舞曲》展示

了杭州的茶文化，更有《天鹅湖》《月光》《欢乐颂》等展现杭州的兼容并蓄，成了杭州城市

形象品牌走向世界的又一张闪亮的名片。

四、红色文化特色下的南昌城市形象传播对策与建议

(一）彰显红色文化，增强城市形象的竞争力

马克思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

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红色文化资源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而言意义重大，对南昌来说，“八一精神”这样的红色文化是无法复

制、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将“八一精神”等红色文化融入南昌城市形象传播中去是毋庸置疑

的。

首先要加强红色革命旧址的保护，在城市规划中做好统筹协调，避免出现因城市建设造成

的重要历史资源破坏。2011 年南昌最古老的火车站——牛行车站被彻底拆毁。牛行车站是江西

第一条自办铁路“南浔铁路”的南端终点车站，八一起义和抗日战争时期这个车站都钤经扮演

着 1 要的角色，这是一个有着宝贵历史价值的车站，尽管 2014 年该火车站在赣江市民公园中

被复制重建，但其所代表的意义已然大不同，在未来的南昌城市建设过程中万不可再有这种情

况出现。其次是对旧址进行修缮、完善，融人现代声、光、电等科技手段，在旧址、纪念馆、

展览馆中再现革命年代情景，提升参观体验感，打造红色文化精品纪念馆，形成品牌效应，目

前南昌市大部分旧址、纪念馆的陈列都很单一、刻板，参观体验不佳，略显枯燥无味，无法形

成有力的红色形象。最后如果能将红色文化与南昌及江西传统文化融合发展，那效果必将令人

欣喜，例如可以在赣剧、采茶戏等方面下功夫，创作具有红色内涵和当代意义的剧目，不断推

陈出新，让观者在感受革命情怀同时还能了解、欣赏地域历史传统文化。

(二）完善体系构建，提高城市形象的创造力

第一，自然风貌系统构建。南昌市自古就是一座水城，市内水网密布，赣江、抚河、玉带

河、锦江、潦河纵横境内；湖泊众多，有青山湖、艾溪湖、象湖、瑶湖等数百个大小湖泊，城

在湖中，湖在城中；梅岭、梦山、溪霞怪石岭等大小山林遍布南昌周边，目前南昌市自然风貌



系统中的大部分资源都已经开发利用，但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系统规划，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借

鉴上文中提到的桂林市的做法，从南昌市来看，我们拥有不逊色于桂林市的山水系统，却没有

这样有影响力的城市形象品牌，现阶段我们至少可以尝试将这些自然风貌资源整合起来，在细

节处统一添加红色元素，完善自然风貌系统。

第二，建筑物系统构建。目前南昌在建筑物系统建构上是最具有红色文化特色的，这得益

于大量的历史遗存建筑物，目前南昌市内的许多“红色”纪念堂、纪念馆、纪念碑等，大都是

在原址上修建的，充分保留和体现了南昌的红色文化基因。但美中不足的是很多近年来新建的

高楼大度没有与之相统一，在楼体外貌设计、墙面灯光等细节处对“红色”的体现不足，就拿

一江两岸灯光秀来说，完全是现代科技的风格体现，灯光色彩配合时尚靓丽，微电影也都是卡

通动漫。我们可尝试制作以红色文化特色为基调的微电影，配以合适的灯光，这样的灯光秀可

为南昌红色形象的构建增光添彩。

第三，道路交通系统构建。道路交通系统是最贴近人们生活的，也是最能体现城市形象细

节的。交通指示牌、导向牌可以在不违反道路交通法规的基础上设计一些具有红色城市特色的

细节。地下人行通道、人行天桥等大有可为之处。厦门大学的芙蓉隧道，这个号称中国高校里

最牛的一条涂鸦隧道，隧道内墙壁两侧都是大学生各种内容的涂鸦作品，芙蓉隧道因为有了涂

鸦墙，已经被许多人称之为“看见最大的自由思想集纳地”、“开放校园文化的见证”，成为

学生和游客游连忘返的地方。还有地铁、轻轨系统也是最好的城市形象建构元素。2015 年底

南昌地铁一号线正式开通运行，目前二号线也在建、三号线已在筹备阶段，可以尝试在地铁站

内、车厢内甚至路面指示标志上统一使用有红色文化特色的南昌城市形象标志。

第四，基础设施系统构建。城市路灯形状的设计、颜色的使用，电话亭、书报亭外观的设

计，休闲座椅、凉亭的风格样式，公交站台的形状、用色，甚至垃圾桶的款式，都是可以融入

和使用“红色”元素的，有序或无序，整洁或杂乱，各个元素是交相辉映还是生拼硬凑，这些

都是形成城市形象的关键,，像北京许多著名历史文化景区的垃圾桶就都是亮点，带有浓厚的

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比如北京雍和宫的垃圾桶就设计成和签简相似，桶身明黄色，上面盘着

龙纹，很好地钐显了皇家寺庙的威严；潭柘寺的垃圾桶设计得几乎可以称之为艺术品，使用了

中国小狮子造型的雕塑，桶身设计为狮子的坐台，刷漆使用深褐色，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寺中历

史遗存。

第五，商业广告系统构建。一个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各种广告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这个城

市的形象，包括商业广告、公益广告、商业街景等等。在南昌，公交站台、城市灯牌、出租车

和公交车车身等可以设置广告栏的地方，能看到的大部分是医院类、房产类、金融类、商业活

动类广告，其中尤其以医院类居多，外来游客来到一个旅游城市举目望去一片整容、不孕不育

、疑难杂症广告的感受如何已不用我们多做想象，这些都严重影响到了城市形象。反而在北京

街头有不少江西的旅游推介广告灯箱，灯箱布展的内容是以“江西风景独好”为主题的风景_

，画面内容涵盖江西省几乎所有的主打景点，色彩绚丽、美轮美奂、主题鲜明，经常吸引很多



在公交站台等车的乘客和路过的行人驻足观看^

第六，休闲旅游系统构建（主题公园、游乐场、特色街区等）。香港迪士尼乐园、深圳世

界之窗、北京 798 艺术区等都已经成为城市的标识性场所，这说明主题公园、特色街区和游乐

场等都可以成为城市形象的一部分，前提是它们需要具有鲜明的特点、抓人眼球的设计、深入

人心的理念，否则极可能热热闹闹开始、惨惨淡淡收场。现在已经被拆除的“宝葫芦山庄”便

是一个惨痛的案例，包括南昌的环球公园，现在园区内杂草丛生、空无一人。所以要打造成功

的主题公园，一定要因地制宜，充分结合南昌本土的资源和文化，做红色文化主题公园或街区

便不失为一个好的方向，一是国内目前还没有雷同的案例，二是有南昌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为

基础。南昌“万达主题乐园”在这方面做了—些尝试，融入了瓷文化等江西地域文化特色，但

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红色文化”的身影。

(三）把握传播契机，提升城市形象的吸引力

“媒体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是推广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渠道。”这是个注意力经济

时代，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运用好传播手段，

把握好传播契机，创造传播城市形象的良好环境。前文提到的杭州在 G20 峰会上的精彩表现就

是一个鲜活的案例，非常值得南昌学习借鉴。

2017 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南昌作为“军旗升起的

地方”筹备举办八一南昌起义钎建军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对于弘扬“八一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展示南昌形象，有着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我们应该好好抓住这个契机，充分提升南

昌城市形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目前已知南昌市正筹划开展多项丰富的活动，笔者建议在活动

开展的同时，南昌市应充分利用好全媒体传播渠道，拓展多种传播形式，满足不同群体特別是

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加大活动的参与性、体验性，做到既接天线也接地气。这方面可以借鉴

2016 年江西旅游大型推广活动“跟着诗文游江西”的成功经验，该活动在北京王府井商业街

及部分重点社区会场设置了多项互动游戏，增加游客体验感，同时还在微信平台设立了 H5 页

面，游客可以线上体验背诗词、对对联，另外活动还植入了“VR+旅游”这一新元素，在 VR 旅

游虚拟体验互动区，只要穿戴体验设备，就可立即实现从北京“穿越”江西，以 720 度的全读

视角身临其境地游览江西诗文中呈现的秀美山水。

五、结语

城市都是不可复制的，恰恰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而这特色必然是根源于城市

独有的文化，所以挖掘城市独有的特色文化并加以利用，用好城市本身的历史和文化构建的城

市形象是 M 有价值也最话魅力的，正如日本学者小川和佑所言：“一座美好的城市什么都可以

缺少，唯独不能缺少精神”。当然，城市形象的构建和传播的最终目的离不开增加城市居民的

幸福指数、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三个要点，找到城市的灵魂、留住城市的



文化、发展城市的个性、打造城市的特色，只有这样的城市形象才能够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助力

，有能力在激烈的城市品牌影响力竞争中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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