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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象与城市发展关于塑造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思考 

张凤琦1 

（重庆社会科学院 文史研究所 重庆 4000201） 

【摘 要】: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更加凸现重庆是一座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如何发掘、保护、开发、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塑造民好的城市文化形象，使之在提高重庆综合竞争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问题，似应引起社会各界更加广泛的重视为此，从问题的提出、悠久的发展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内涵、塑造“历

史文化名城”形象的思考与对策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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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组成的“三维”结构的社会全球文化的发展趋势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现代文化已经不是

单纯的意识形态，它正以日益增进的规模和深度渗透到社会生产力中，文化的产业化、经济的文化化，已经成为世界性潮流。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后工业社会的出现，经济与文化的这种依存关系即得到逐步加强日本战后经济的复苏和

迅速繁荣，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现代结晶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思

想体系的核心，则是经过改良的儒家思想美国的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将高技术与高情感的结合作

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之一。信息时代的现代经济支柱是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但奈斯比特认为:“新信息时代的技术

并非绝对的，它的成败取决于高技术与高 J隋感的相平衡的后果。”所谓高情感，正是文化中诸如文学艺术等门类最重要的特质。 

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则无疑使经济与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二者已经融为一体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协调和促进

作用，包括在统一社会意识维护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局面上所起的作用;传播先进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为经

济展示发展前景的作用;在生产者中普及新的技能知识，为经济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者的作用，凡此种种，都显而易见地增强工

所以，“文化力”或“文化也是生产力”的命题便应运而生。无论这个命题是否成立，它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现代经济生活

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内通总之，文化所造成的良好人文环境，正是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也是现代经济走向文化的根本原因。 

基于上述认识，现代经济走向文化，文化与经济、文化与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等问题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目前，

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新节庆，也多冠以“文化节”的名称，尽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事产品销售、商品洽

谈等活动，即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但这个口号却反映了经济既决定文化又需要文化走向文化的客观要求 

在此方面意义更为深远的是，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利用文化资源，对各自的文化形象进行定位，塑造城市文化形象

的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深圳，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它不在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上较量长短，而抓住特区建设发展中逐渐形

成的艰苦创业、竞争高效、开放搞活、求新务实等观念为核心的现代城市文化特点，以建设“现代文化名城”为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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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自浦东开发以来，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城市面貌，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已逐步成为中

国对外开放的经济金融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一颗名副其实的耀眼的东方明珠在这一过程中，该市为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非常注重文化对城市的包装，注重上海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他们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针对上海是中西

文化合璧的产物这一特点，在文化定位上，采取与世界文化潮流接轨，适应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需要，使上海成为中国的文化中

心之一的战略思想，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文化风格云南则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把该省建成

民族文化大省和绿色王国作为其文化定位昆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已向世人充分显示了他们在此方面的实力，文化形象大大提

高，投资环境也得到极大改善 

总之，城市文化形象已成为影响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它是城市总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

化和精神文化总和的反映，是城市综合实力和市民精神风貌的展示在世界文化交流日趋广泛的今天，运用形象吸引力的竞争手

段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成为高层次的竞争方式。1993，重庆成为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因此面对当今

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如何保扒利用重庆丰富的文化资源，塑造当之无愧的历史文化名城形象，为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

为子孙万代造福是当下重庆人的历史责任，更是重庆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悠久的发展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重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公元前 11世纪巴人以江

州(今重庆)为首府建立巴国，揭开了重庆历史的序幕。公元前 314年，秦始皇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灭巴国，全国设 36郡，在

重庆置巴郡。之后，从两汉到明清的整个古代历史的发展中，伴随着重庆城的名称从“渝州”，而“恭州”，而“重庆路”，而“重

庆府”，到“重庆市”，重庆的管辖范围不断扩大鸦片战争后，地处川江航道咽喉的重庆，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西南乃至全

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也日益显现 1891年重庆开埠，使重庆成为当时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唯一窗口。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

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旧中国的战时首都与“陪都”，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远东战区的指挥中 J以与

此同时，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重庆又是一座著名的山城和水城，整座城市依山傍水，城在山上，山在水中，以及嘉陵江和

长江奔流于高山峡谷之中，构成了重庆基本的自然风貌。而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是历史的积淀，任何一种

地域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其特有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重庆悠久的发展史，赋予了重庆深厚的文化内涵;特殊的人文和自然

环境，形成了重庆具有鲜明个性的地域文化 

1.秀美的峡江风光 

重庆地处西南的丘陵地带，依托长江和嘉陵江的特殊地理环境，形成了独特而秀美的峡江风光长江流经四川宜宾重庆至湖

北宜昌，在 200 公里的“川江”流域，形成举世闻名的三峡峡谷区。这条华夏第一巨川，由重庆丘陵带滚滚东下，切穿三峡山

地，两岸并列着起伏不断的奇峰、异石和绝壁，以高山、深谷巨川为主要形式，构成三峡风光的主旋律同时，随着近年来西部

大开发发展战略的启动，重庆直辖市的建立，以及旅游业的发展，沿江各区县掀起开发利用本地自然文化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

的热潮，使一大批人迹罕至而又神奇迷人的自然风光得以面世比如，巫山县的大宁河小三峡;云阳县的石笋河峡谷、老鸦峡、黄

陵峡、火山峡和小峡;涪陵乌江流域的天下第一漂;彭水郁江风光以及古朴凝重的酉阳龚滩等等。 

重庆有着特殊的地质地貌三峡是记录着我国华南地区地质历史的天然博物馆。由于特殊的地质构成、历次造山运动、水流

侵蚀及风化溶融等作用，不仅在三峡中形成峭壁深谷，而且在云阳和巴东山地中形成风丛洼地或溶蚀残丘，川东条形山地的顶

部也有溶融槽谷生成这样，大自然赋予了重庆又一奇特景观即溶洞和石林如万盛石林云阳县的龙缸洞，开县的仙女洞和武隆芙

蓉洞等其中后两者已被列为长江三峡风景区的重要景点，每年的客流量达二、三十万人次 

此外，重庆主城区依山傍水，地形错落有致，这种独特的山城景色与秀丽的三峡风光交相辉映，构成了重庆独特的自然景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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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珍贵的文物古迹 

重庆地区是中华民族文物古迹的高密集区除早已发掘整理的大量历史文物和保持完整的古遗址古城镇、古建筑外，三峡地

区大规模文物抢救和发掘，使一大批上自夏商，下迄明清的古文化遗存，从沉积多年的泥土中凸现出来，充分揭示了重庆历史

的源远流长。1994 年以来，全国近 30 家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 300 多名科学工作者对库区沿岸 20 多个市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

考察，到 1998年 1月止，已基本探明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古迹的总体情况其中属于重庆境内的有 883处，占总数的 7成，内含

地下文物 590处，地面文物 293处 

这些文物古迹既有闻名中外的巫山猿人遗址奉节鱼腹浦遗址、大宁河遗址大溪遗址、悬棺葬遗址、大宁河栈道丰都鬼城石

宝寨涪陵白鹤梁等，也有新近发现尚在发掘的遗址，如云阳李家坝遗址，巫山跳石遗址等这些遗址分布之密、规模之大、价值

之高，为学界赞叹不己它们为研究巴文化和重庆乃至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3.丰富的人文景观 

重庆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是历代兵家争夺的要地和连接东西的交通要冲，是西南重镇因此，重庆地区不仅以其丰富

的文物宝藏、人类遗存而闻名于世，更以其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独领风骚在巴渝大地上，有“诗仙”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唱;有“诗圣”杜甫“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倾盆”的生

动写照;有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缠绵流连，以及苏东破、陈子昂、王维、白居易、刘禹锡、范大成、

文天祥等一代文豪留下的瑰丽诗篇也因此有了诸如万县西山的太白岩、丰都鬼城忠县石宝寨、梁平双桂堂巫山的陆游洞和孔明

碑云阳的张飞庙、涪陵北岩点易拿凤石柱县的秦良玉陵园等丰富的人文景观。 

抗战时期，重庆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和二战时期盟军远东战场司令部所在地。而留下了大批以国民政府遗址为代表的政府机

构遗址外国使馆遗址和众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要人旧居等人文景观 70多处 

同时，重庆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赵世炎刘伯承、聂荣臻杨尚昆的家乡;重庆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董必武、吴玉

章、陈毅、贺龙、叶剑英、邓颖超、等工作和战斗过，并且建立丰功伟绩的地方。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叶挺、王若飞、廖承

志等革命家的足迹，以及许晓杯、江竹琢、陈然等歌乐英烈的英勇事迹，因而形成了以红岩村、曾家岩 50号“周公馆”、《新华

日报》社址、渣滓洞、白公馆烈士陵园等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遗址和人文景观。所有这一切，是重庆之所以被命名为“历史文化

名城”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这座城市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4.独特的民风民俗文化 

农业中国的土壤，诞生养育了古老的中国文化，重庆地区独特的文化背景又培育了地域性很强的民俗文化如云阳、忠县丰

都等地的极富民间色彩的碑刻拓片、装裱字画、陶瓷制品、各类编织、刺绣、蜡染、雕刻泥塑纸扎、剪纸等各种工艺品;门类繁

多的民俗文化活动，如高台狮子、亚亚戏、蚌壳舞等至今为群众喜闻乐见再如铜梁龙綦江农民版画沙区广场文化渝北区民俗文

化等也颇富盛誉这些都以民俗文化为内涵，以地区性为特征，以广泛的群众参与为根基，形成了风格独具的群众性文化迄今为

止，已建成“铜梁龙灯之乡”、“秀山花灯之乡”、“九龙楹联之乡”、“江农民版画之乡”等 26个特色文化基地特色文化体现了重

庆文化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我市着力塑造“历史文化名城”形象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塑造“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考与对策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多年来一些政府主导部门畸重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重庆文

化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从总体观之，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无论是从城市外观，还是从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都未得到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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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和足够的重视，在文化资源的保护、整理、开发和利用上还存在诸多问题某些重庆的文化遗产正在受到惊人的破坏和吞

噬，“历史文化名城”已快面临名不副实的境地 

改革开放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间，城市建设的速度

和城市面貌变化的程度，已经成为衡量经济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重庆城市建设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取得了空前的发展其旧城区

改造、新城区建设立交桥、高架路现代化建筑，凡此种种，无一不体现着重庆城市的巨大变化。这是现代化建设之所需，也是

现代文明的载体，无可厚非在一道道水泥墙、一片片水泥“森林”拔地而起的同时，我们也无不痛心地看到，一些珍贵的文化

遗迹正在被吞噬和掩埋，诸如世纪伟人宋庆龄故居表征重庆人厚重历史的巴蔓子墓，以及韩国临时政府遗址湖广会馆遗址等面

临的遭遇就是如此它们或被无情地遗弃，或被高大而层层重叠的水泥墙挤压于孤寂的角落还有一些文化遗址因疏于保护而残破

不堪，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合川钓鱼城，外观杂草丛生，便道破败不堪，其摩崖石刻除“钓

鱼城”三个字还依稀可见外，大多已难以辩识钓鱼城所藏文物也开始风化锈蚀，目不忍睹其他如涪陵的“点易洞”、万州太白岩

摩崖石刻等等，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从文化哲学上立论，一处处文化遗址被破坏的更深层的意义还在于，随着这些历史印记的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庆在

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作用将会逐步被人们淡忘，一种地域文化或许也将随之失色。因为文化是人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一个国

家、民族的重要支撑力和凝聚力。文化的兴衰之于国家兴亡举足轻重，古今中外，无不如此。玛雅文化是西半球的古文化之一，

鼎盛于六至八世纪，九世纪衰败之后，其国家部族便随之消失;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一些国家则因复兴古希腊文化而强盛在我国，

黄河文化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以后逐步断裂和衰退，黄河流域便随之落后，北方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与此同时，长江文明兴

起，并吸纳和发展了黄河文明，遂成为华夏文化在汉唐之后的支柱，长江文化的发展更新，使长江地区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最

富庶、最发达的地区。人类文明史一再证明，文化在国家民族抑或地区的发展与演进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此意义而言，

保护历史保护文化遗产，与重庆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文明发展至关重要 

众所周知，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重庆的区位优势更加凸现。重庆既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结合部，又是长江经

济带的“龙尾”，这种得天独厚的双重区位优势，无疑是重庆经济大发展进而促进文化大提升的巨大推动力。中央也提出，要把

重庆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以其内涵多么丰富，其任务多么艰巨因此，充分挖掘利用重庆文化资源，着力塑造“历史文化名

城”形象，进而提高重庆的综合实力，应当成为重庆今后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此，似可着手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加大思想解放力度，提高认识，构建经济、社会、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思维框架 

在知识经济已经来临的 21世纪，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或者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已日趋显现，文

化与经济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如此充分认识和利用文化与生俱来的巨大经济价值来推进本国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世

界性潮流因此我们应当加大思想解放力度，切实改变畸重发展经济的单向思维方式，充分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的规

律，充分认识城市文化形象是城市总体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总和的反映，是城市综

合实力和市民精神风貌的展示。在世界文化交流日趋广泛的今天，运用形象吸引力的竞争手段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已成为

高层次的精明竞争方式。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从而为塑造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2.充分发掘、利用文化资源，努力构建文化风格各异的文化带 

重庆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形态多样。为体现重庆的文化特色，突出历史文化名城的形象，可根据重庆文化资源的特征，从

总体上采取“一个中心和一条主线”的思路，即以重庆主城区都市文化为中心，以长江三峡文化长廊为主线，二者相互联接、

互为补充，构成重庆文化的中心和主车也“中心”应以一批气势恢弘、富有现代气息的文化设施为载体，重点发展现代文化，

加强“中心”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和对外文化交流功能主线则应当以三峡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特色文化等为重点，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文化长廊。这样就能使现代文明与巴渝文化传统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大城市带大农村的覆盖重庆全域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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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网络。但在建设都市文化圈的同时，应加强城市文化生态环境的改善和营造，通过建筑广场园林雕塑旅游名胜街道等，显示

城市的特色与内涵，应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与保护自然人文景观和历史古迹的关系，十分注意保护历史遗迹有关部门可以三峡

文化陪都抗战文化、红岩文化、各区县的民风民俗文化、名胜古迹等为主线，修复和建设一批人文景观，建造一批标志性文化

工程，形成三峡文化带、陪都抗战文化带、红岩文化带、品牌文化带(如大足石刻合川钓鱼城武隆仙女山等)及现代都市文化带，

突出城市文化形象 

3.加大文化保护和环境保护的力度，从文化层面构建文化旅游理念 

重庆具有特殊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旅游业应当成为重庆各行业中最具特点、最有前景、最能吸引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要产

业。近年来，虽然重庆的旅游业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要在国民经济中起支柱作用尚需时日。作为一种产业，获取最大的经济

利益无疑是其应当追求的目标问题的关键在于，旅游业与其它产业不同，它通常是以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为其重要的生产要素，

因而如要壮大旅游业，使之成为支柱产业，就应当遵循旅游业特殊的发展规律。 

从世界范围来看，旅游业之所以能够兴起和发展，主要是现代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的一种精神调剂，是人们对普遍失落的

传统文化的召唤，是对人文主义深刻反思的结果。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来，人文意识和科学意识得到了充分发

展，它启发了人的自我自觉意识的觉醒，这是人类文化史上一大进步。 

人从对“物”、对神的被动地位中解放出来，创造力也得到了充分发展，因而才有了今天世界历史的进程。但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后，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这种“充分”的发展，导致了并不美妙甚至困扰着人的文化进步的结果西方人对“人文主义”

的反思几乎触及到了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核心问题是，对人是否是我们生存世界的中心的质疑对以人为主体、为中心

的挑战，使人们醒悟到人类不能把自然界作为征服的对象 

旅游则是人们对大自然的一种回归，是对人自身存在的最真切的体验，是对现代文明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状态的最佳调节，

更是对当代人类文化意识走向的新探索这种体验和探索近似于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文化理念。由此可

见，旅游决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游玩，而是以“休闲”形式来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和文化品位的重要途径。 

因此，我们应当从文化层面来构建重庆旅游业，旅游业应当纳入重庆文化保护和自然保护的总体发展战略之中。换言之，

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以文化保护和自然保护为前提，以塑造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为前提。在这一原则下，一是采取切实有效的

措施(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加大对历史文化的挖掘、保护和整理，尤其对那些已经受到不同程度损害的文化遗址的修缮和

维护，应是当务之急。二是不要轻易推倒历史建筑椒建筑是时代文化的纪念碑。在西方国家如法国，就规定战前的一切建筑物

都不能轻易推倒和改变其样式，包括最普通的农舍、民恳教堂磨房等等。重庆的传统民居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应尽可能作必

要的保葆新的建筑也应具有时代的、地方的、个性的特征三是对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和修缮，应遵循“还原”的原则，

切忌复制“假古董”是历史的，就应当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外游客和重庆人的子孙了解和认识重庆的历

史 

4.加强博物馆的建设工作，构建了一个多层面的、立体的博物馆体系 

博物馆是历史文化的浓缩和结晶，是历史发展的聚焦和光辉见证目前，重庆正在投入巨资建造大规模的“中国重庆三峡历

史博物馆”，这无疑是一个展示历史文化名城形象的宏伟工程但是，为了更加全面地记载和展示重庆的历史，尤其是为了使三峡

地区不断出土的大批文物得到应有的保护，我们可以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从现在开始，逐步建立一个多层面的、立体的

博物馆体系即除中国“重庆三峡历史博物馆”之外，各区县(特别是库区各区县)、一些重要的行业(如兵工、冶金、机械、纺织

等)甚至一些大工厂、大学，或个人都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能力，兴办博物馆通过这些不同层面、不同内涵的博物馆，不仅能最

大限度地保护历史文物，留住我们这座城市的印记，以从不同侧面反映重庆历史全貌，而且也为文化旅游提供重要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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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只要我们从思想上充分认识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以经济、文化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保护、开发

利用好重庆珍贵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真正塑造起“历史文化城”的形象，那么，重庆在国内外的综合竞争力

也将随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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