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４１（２）：１１０～１１６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昆明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１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民俗学视阈下的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 （１６ＸＺＷ０１７）；昆明市社科联规划项目

“本土文化符号对昆明城市形象的传播研究”（ＫＳＧＨ１６０２）。

作者简介：闫宁 （１９８０—），女，烟台招远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经典现代化研究。

城市国际化形象建设中文化符号软实力因素研究

———以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为例

闫　宁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在中国大中型城市形象迈向国际化的进程中，昆明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建设顺应 “一带一路”

倡议的需求，其国际化形象的建构具有典范性和代表性。目前，昆明本土文化符号中美誉度和知名度最

高的是自然类文化符号，少数民族文化在多元化和独特性方面不具备优势，使城市形象建构显得较为单

一。因此，要推动昆明城市形象的国际化内涵转型，不仅要提升民族文化符号的学术性和国际性，还要

打造创新性、时尚性和现代性的本土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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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和中国在世界战略地位的日益显突
出，中国大中型城市国际化的步伐日益加剧，城市

的国际化形象建设成为当前中国大中型城市内涵转

型的重要方向。在中国大中型城市形象迈向国际化

的进程中，昆明的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建设是顺

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需求，并得到了上至中央

下至地方政府的鼎力推动，其国际化形象的建构具

有典范性和代表性。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召开的十九大再
一次强调 “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在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过程中实现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本文以昆明区域性国际中

心城市形象建设为例，对 “本土文化符号对昆明

城市形象建构”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探索如何

利用本土文化符号来提升城市国际形象的途径和



思路。

一、文化符号在城市国际化形象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文化的本质，在某特定语境里，属于符号学范

畴。所以，卡西尔指出：“与其说人是某种理性的

动物，倒不如说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唯一能够创

造和利用符号创造自己历史的动物。”［１］在此意义

上，文化符号可以理解为它是某一地域独有文化的

抽象性展现，是其所属文化本质的重要外在形式和

载体，是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洗涤后，筛选、沉淀

而出的物质和精神的精髓。文化软实力正是通过区

域内的文化符号展现出。文化软实力如今已被世界

视为衡量各国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激发全

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成为

中共十七大的重要文化发展战略。

继十七大后，中共中央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进

一步推进到各地城市的建设中。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２５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简

称 “两办文化１８条”），提出 “挖掘整理传统建筑

文化，鼓励建筑设计继承创新，推进城市修补、生

态修复工作，延续城市文脉。”［２］２０１７年２月６日，
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宣部负责人将 《意见》的精

神解读为：“将传统文化标志性元素纳入城镇化建

设、城市规划设计、城市公共空间。” 《意见》及

其精神的解读可视作中国大中型城市的建设开始摆

脱对西方工业现代化的崇拜，在本土文化的追寻中

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还乡之路，是对２０１５年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中强调在城市设计和发展中注重

“文脉延续”和 “文化特色”的回应和落实。

研究城市文化符号的实质就是为了挖掘 “符

号经济”，提升区域的文化软实力，因为正是由文

化符号构成了城市整个文化力量的感性外在显现。

著名学者叶舒宪教授明确指出，“符号经济”有三

大特点：神话般的惊人效益；基本不消耗自然资源

和高度节能；高度环保。［３］文化符号的经济功效早

已在很多著名的世界城市中发挥威力，如 “时装

之都”巴黎、“音乐之都”维也纳和 “古典文化集

萃之城”罗马以及 “东西文化交汇之城”东京。

这些城市都以其独有的本土文化符号而成就自身独

特的风姿和内涵，成为世界瞩目的国际中心城市。

在昆明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中发挥文化符号背

后蕴藏的软实力，就需要将本土文化符号整合入未

来昆明城市的国际化建设中，强化昆明城市形象的

文化内涵建设，构建城市生存和发展的本源性

特色。

二、“本土文化符号对昆明形象建构”

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和问题总结

　　此次调研采用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的研究方
法，调研范围主要是针对在校大学生，共发放问卷

１４１５份，收回有效问卷１４１５份，其中，云南省内
大学生１１６０份，省外大学生２５５份。此次调研的
目的在于通过数据统计和随机访问，调查昆明主要

城市文化符号在公众中的认可度、美誉度以及符号

所附意义在公众中的整体感知和辨析度，以探寻本

土文化符号在昆明城市国际形象建构中发挥有效作

用的途径和方法。

问卷和访问调查围绕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

一，收集大学生的背景信息，包括从哪里来昆明，

来昆时间和性别。第二，从发展目标、功能定位及

资源类型等层面分析大学生对昆明城市形象的感知

和态度。选择大学生作为调研对象的原因有四：一

是体验的多元化。大学生流动性强，大多具有多省

份游历和云南省内多地游历的体验。二是对比性思

考。多地游历的体验，使大学生对昆明城市形象的

思考展现出多对象对比的多维性。三是视野开阔。

当代大学生思维开放，普遍具有国际化意识，贴合

此次调研对调查群体具有全球化意识的要求。四是

未来性。大学生是城市未来的主人，他们对城市的

认知和态度，对城市未来形象的建构提供最具前瞻

性的参考。

研究者就昆明本土文化符号的资源分类、知名

度、美誉度、代表性、独特性、兼顾性几个方面展

开调研。在对１４１５名大学生关于 “城市文化符号

对昆明形象建构”的调查问卷中，调研者主要设

置了以下问题：１．你认为昆明是一座什么城市？
２．昆明城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文化体验？３．昆明的
哪些方面吸引你？４．你认为哪座城市最代表 “七

彩云南”形象？５．设置了两个开放性的问题：最
能代表昆明城市形象的本土文化符号和最具推广性

的昆明本土文化符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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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调研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以下问题：

（一）自然类文化符号在美誉度、知名度和代

表性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容易造成城市形象建构的

单一性

问题一：“你认为昆明是一座什么城市？”，在

答案的设置上，根据昆明城市不同阶段和角度的定

位，设置了文化之都、金融中心、国际城市、时尚

都会、创新之城、山水之城、历史名城７个选项，
通过大学生对城市文化定位的认可度，来考察昆明

城市文化符号类别的代表性。省外大学生有１９３人
选择了山水之城，４２人选择了文化之都，２０人在
其他５个选项中比较分散，占比分别是 ７５６％、
１６４％、７８％．在省内大学生中６８６人选择了山
水之城，其余的４７４人中有３０６人对文化之都和历
史名城的认可度比较高，投票分别是１４４人和１６２
人，各占比 ５９１％、１２４％、１３９％数据显示，
省内外大学生对将昆明定位为 “山水之城”的认

可度最高，说明昆明文化符号中自然文化符号最具

代表性，其次是历史文化符号。这一结论在问题

三：“昆明的那些方面吸引你？”再一次得到了验

证。在饮食、风景、建筑、历史、社会服务几个选

项中，省外大学生１６１人选择了风景，５３人选择
了饮食，４１人选择了文化，占比分别为 ６３１％、
２０８％、１６１％；省内大学生８３２人选择了风景，
占比７１７％，其他四项比较分散。
２０１７年 ３月 ２９日，在昆明翠湖宾馆举行的

“今日头条云南区域数聚化发布会”以关键词的形

式在 “今日头条”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中，统计了

最适合云南的关键词标签以及外界赋予云南怎样的

城市印象等大数据信息。其中，“全国用户最关心

的云南旅游热词前十名”以环境、气候、蓝天、

白云、高铁位列前五。这和大学生对昆明城市文化

符号的投票结果是大体一致的，都肯定了自然类文

化符号在昆明甚至云南形象中的优势。

（二）少数民族文化被认同为昆明的文化属

性，但其文化符号内涵单一，在多元化和独特性方

面并不具备优势

问题二： “昆明城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文化体

验？”，该问题设置了四个选项：现代时尚、传统

古典、少数民族文化、异国风情。设置这四个选项

的目的是为了精准昆明历史文化类的符号在大学生

中受认可的具体属性，探析昆明城市文化符号的独

特性。省外大学生的投票非常集中，２３５人选择了
少数民族文化，占比高达９２１％；省内大学生６０４
人选了少数民族文化，４１２人选了现代时尚，分别
占比５２％，３５５％为了进一步考察昆明在少数民
族文化独特性上的辨析度，研究者设置了问题四：

“你认为哪座城市最能代表 ‘七彩云南’形象？”，

在选项昆明、丽江、大理、腾冲、西双版纳中，省

外大学生 １２４人选择了丽江、７０人选择了昆明、
４１人选择了西双版纳，占比分别为 ４８６％、
２７４％、１６％省内大学生４３１人选择了昆明，占
比３７１％，其他 ７２９人在丽江、大理、腾冲、西
双版纳四个选项中势均力敌。由此可见，昆明民族

文化资源的独特性是相对的，相对于云南之外同等

地位的城市，其具有明显的辨析度和优越性，与云

南其他旅游名城如丽江相比，其民族文化资源就不

具有任何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对于问题四，省内大

学生之所以给出了与省外大学生迥然不同的选择，

原因有二：第一，昆明作为省会城市，在潜意识的

文化向心力上，它对省内大学生的影响力远大于省

外学生。第二，在丽江、大理、腾冲、西双版纳等

四个选项中，之所以在省内大学生中难分伯仲，在

于参与调研的省内大学生绝大部分来自昆明之外的

地州，他们对各自家乡的归属感，很大程度影响了

他们在此问题上的选择，因此选择比较分散。

将问题二和问题四的数据进行对比，显示当设

置开放的参照系时，省内外大学生对昆明民族文化

属性的认可度差距非常大，分别为５２％和９２１％，
现代时尚属性在省内大学生中认可度亦很高；当将

参照系缩小到云南省内，省内外大学生对昆明民族

文化的认可差距就大大缩小了，分别为３７１％和
２７４％原因在于两个群体的参照系是不一样的，
省外大学生是以云南省外同级别的城市中来看昆明

文化的特质，所以民族文化属性异军突起，现代时

尚属性几无人提及；省内大学生大多以云南省内城

市为参照，现代时尚的文化属性认可度就较高。由

此可见，昆明的城市形象传播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受

众和需求，分群体、分层次展开，才能获得更大的

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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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类文化符号比物质类文化符号更具

可持续性发展内涵，因此更具有推广性

最后两个开放性的问答题中，研究者需要大学

生填写１０个以上自己认为 “最具代表性”和 “最

具推广性”的本土文化符号，并分类统计了两项

得票的前十名及其占比 （见表１）。

表１　 “最具代表性”和 “最具推广性”文化符号统计

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 投票数 占比／％ 最具推广性文化符号 投票数 占比／％
翠湖 １０２１ ７２１ 翠湖 ９８７ ６９７

金马碧鸡坊 ９８２ ６９３ 西南联大 ８５１ ６０１
世博园 ８８９ ６２８ 世博园 ８４８ ５９９
西南联大 ７６５ ５４０ 长水国际机场 ７６４ ５３．９
滇池 ７１１ ５００ 郑和 ７４３ ５２５

南亚风情园 ７０２ ４９６ 滇池 ７２１ ５０９
石林 ６３２ ４４６ 南亚风情园 ７０３ ４９６
郑和 ５１２ ３６１ 讲武堂 ６５２ ４６０

长水国际机场 ４６２ ３２６ 省博物馆 （新馆） ５１１ ３６１
杨丽萍 ４１１ ２９０ 南屏街 ４０２ ２８４

　　从表 １可以看出，在调研的大学生心目中
“最具代表性”和 “最具推广性”的昆明文化符号

重合率很大，“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除了石林和

杨丽萍之外，其余八项均入选 “最具推广性”文

化符号前十，只是名次有一些变化，这些入选的代

表性文化符号和昆明城市宣传短片中的文化符号重

合率也非常的高，说明昆明文化符号在大学生中的

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在 “最具代表性”文化符号中，自然类文化

符号占４０％，人物类文化符号占２０％，建筑类文
化符号占２０％，学术类文化符号占１０％，商业类
文化符号占１０％；在 “最具推广性”文化符号中，

自然类文化符号占３０％；人物类文化符号占１０％；
商业类文化符号占２０％，建筑类文化符号占１０％，
学术类文化符号占３０％．从两组符号类型占比变
化中，可以看出物质性文化符号占比在减少，精神

类的文化符号占比在增加，说明大学生认为昆明未

来的形象推广应该重视精神类文化符号的推广。

（四）老城区城建的 “脏乱差”严重影响本土

文化符号的体验性传播

塑造城市的国际化形象不仅仅是对外宣传城市

形象，更包括市民形象、社区形象、服务形象等

“内功修炼”。在 “昆明哪些方面让你不满意”这一

问题上，饮食、风景、建筑、文化和社会服务五个

选项中，被调研的省外大学生２５５人中，１４３人选择

了社会服务，省内大学生１１６０人中，８７２人选择了
社会服务。由此可见，昆明近几年的 “内功修炼”

没有跟上城市国际化形象的宣传和定位，配套基础

设施和综合服务功能很不完善。很多省外大学生和

本省地州上的大学生表示， “春城”昆明没有他们

想象的那样诗情画意，第一次走进昆明完全没有

“心醉”的感觉。而一些来自一二线省会城市的大

学生表示，昆明老城区整体看起来脏、乱、破。

同时，在网络的资料收集中，昆明市民也对昆

明的老城区建设颇有微词。一些昆明本地网友在

“昆明论坛”２０１５年的一个热帖 “昆明２０１５上半年
ＧＤＰ拖后腿 贵阳旅游收入是昆明的４７倍”中评价
昆明的城建：“现在村城文庙老街烂尾一日游，确实

吸引力不大了”，“五华区烂尾多，官渡区贼多，盘

龙区车多，西山区灰多，郊县区吸贩毒多”。网友的

言语虽然有些过激，但确实也点到了昆明这几年老

城区建设的痛点。由此可见，昆明的城市国际化形

象建设不仅要向外把昆明推出去，同时要向内加大

力度做 “内功”，否则城市的国际化形象传播就会

陷入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境地。

三、成功案例分析和有效途径探索

（一）予文化于景，发挥文化符号的聚合作用

　　调研数据显示，在昆明本土文化符号中美誉度
和知名度最高的是自然类文化符号，这是昆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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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在发挥本土文化符号对城

市国际形象建构的软实力中，一定要坚持以已有的

自然类知名文化符号为本。在 “最具代表性”和

“最具推广性”的文化符号评选中，西南联大、讲

武堂、南屏街、金马碧鸡坊这些文化符号都在以翠

湖为核心方圆１５ｋｍ内，但由于缺乏整体城市运
营，这些本来可以彼此呼应的自然类文化符号、建

筑类文化符号和历史人文类文化符号彼此独立、各

自为政，因而不能发挥文化符号的集群效应。以翠

湖文化符号为核心为例，可先整合西南联大、讲武

堂、南屏街、金马碧鸡坊这几个知名的文化符号，

再将龙头街、胜利堂、聂耳故居、祥云街、洋人街

这些已逐渐被淡漠在大众视线之外的本土文化符号

整合进来，形成既有历时性又有共时性，集人文、

历史、自然于一体的城市区域性文化圈。这种层次

鲜明、以大串小、以点连区，整合分散、孤立的文

化符号，使城市文化圈在吸引力、感染力和传播力

上远远高于单个文化符号的效能。因此，笔者认

为，要使昆明城市的国际形象得到有力提升，应充

分发挥文化符号的聚合作用，予文化于景，增加自

然类文化符号的辨识度。例如，可在昆明城市中选

取多个美誉度和知名度较高的景点，以其为中心大

力挖掘和塑造方圆１ｋｍ以内具有本土历史内涵的
文化符号，打造多个不同文化符号的子文化区域，

形成区域性集群效应，突破昆明形象单一的困境，

展示昆明城市多元文化的内涵。

日本的樱花源于中国，而樱花文化却独创于日

本，至今仍是日本独树一帜的特色文化。日本看樱

花的圣地是奈良的吉野山，而世界各国的人们每年

的３月下旬至４月下旬赶来吉野山看樱花，不仅是
因为吉野山漫山遍野的樱花，更是樱花美景和吉野

山的历史文化相得益彰而形成的独特文化风韵和情

致。奈良保留了中国唐朝时期的建筑风格，错落有

致的街道和１９世纪初建立起来的房屋建筑和百年
老店，再现了 “盛唐之境”。另外，吉野山自古是

修验道的修行地，修验道是佛教的一个派别，它的

鼻祖在８世纪的奈良时代开设了金峰山寺藏王堂，
成为吉野山的中心，日本神道和中国佛教文化在此

交融。时至今日，还有得道高僧隐居吉野山，各色

樱花掩映中的古寺、神社为吉野山平添了几分庄严

和沉思。源义经与心爱的静御前在吉野山渡过了最

后的时光，哀婉的爱情悲剧和樱花绚极而败的花语

相得益彰，让来此地观樱的游客们不禁感今伤古。

可见，奈良吉野山既有樱花的浪漫又有历史的悠远

和文化的厚重，是 “予文化于景”的成功范例。

（二）注意民族文化符号的级差性，提升 “学

术范”和 “国际范”

在现代时尚、传统古典、少数民族文化和异国

风情四个选项中，少数民族文化是省内外大学生对

昆明城市文化一致的首选特质，但在 “最具代表

性”和 “最具推广性”文化符号的评选中，云南

民族村却都没有入选前十名。据今日头条的 “数

聚化云南”显示，全国用户最关注的云南旅游地

产项目是：告庄 －西双景、七彩云南 －古滇名城、
万达－西双版纳、金茂－雪山语、沧海一墅，这些
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精品。因

此，云南民族村在符号的美誉度、知名度上远不如

自然类符号，而在独特性和代表性上，又不如丽

江、大理、西双版纳等。

要擦亮、打响少数民族文化这一符号，昆明应

该从两个方面推动：国际性和学术性。首先，作为

省会城市和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昆明在打造少数

民族文化符号时，应该注意文化符号的级差性，不

能向地州民情风俗展示的低端打造看齐，而应该在

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段位上塑造、涵养少数民族

文化，要将民族性和世界性、地方性和全球性、传

统和现代交融在一起，但又要防止文化符号成为民

族文化的大杂烩。比如说可以通过对城市文化中南

传佛教内涵的培养和金刚塔等文化符号的串联，将

中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南亚、东南亚文化交汇

在一起，并交融在昆明城市内涵中，突显昆明区域

性国际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定位和形象。因为南

传佛教从信仰上看属于傣族文化，从源流上看又起

源于南亚、东南亚，同时昆明城市中又有众多南传

佛教的建筑和寺庙，而在民族学的研究上云南大学

在全国又独树一帜，颇具影响力。如能将这些资源

整合贯通起来，举办跨越南亚、东南亚区域性的国

际学术会议或文化研讨会，既可以增强昆明区域性

国际中心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又可以促进昆明与各州

市、南亚、东南亚的文化深层交流，提升城市文化

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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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国际上重量级学术会议的东风推广本土文

化符号，提升城市文化内涵方面，济南可做借鉴。

第２２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３日下
午在山东省济南市开幕。济南市不仅在机场大厅将

这一事件持续半年的滚动播放，还专门为此做了城

市宣传片，以 “历史文化”串联起济南的佛教文

化、泉水文化、圣贤文化及现代文化，并由此将济

南的千佛山、趵突泉、芙蓉街、泉城广场、清照

祠、山东大学、省图书馆等标志性景点和地标穿插

于宣传片中。既推广了城市形象又丰养了城市内涵

提升了城市国际地位。

其次，要利用昆明省会城市和云南省文化中心

的优势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定位和展示平台的学术

化。要讲少数民族文化的体验性优势和展示的具象

化，昆明定然是比不上省内各州市资源的丰富性和

生动性。因此无论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优势上看

还是从文化定位与城市品格的匹配上看，昆明对少

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打造不能只停留在民俗风情展示

的低端层面，而应该与云南高校少数民族文化研究

的影响力提升和平台建设相结合，在学术层面展现

少数民族文化，打造带有学术气质的少数民族文化

符号。比如构建高水平、有影响力的高校少数民族

文化研究机构或开设具有云南本土少数民族文化特

色的专栏，打造在某方面有高水准、深研究的少数

民族文化学术刊物，从而形成高校软实力建设和本

土文化符号构建的良性互动。

将高校的学术资源和本土的文化特色相结合，

打造出新的本土文化符号并带动地域经济的发展方

面，青岛的蓝色海洋经济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青岛

的蓝色海洋经济将青岛的自然地缘资源和青岛海洋

大学独特的学术资源相结合，构建以海洋文化为核

心竞争力的产业，从而不仅带动了青岛海洋产业的

新发展，也打造出一批新的海洋文化符号，如青岛

极地海底世界、青岛海底世界和海军博物馆。更重

要的是蓝色海洋文化在全国的先锋实验性使青岛在

该研究领域处于领军地位，借此增强了青岛市自身

的文化吸附力和凝聚力，促成山东省内三所

“２１１”高校———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
石油大学齐聚青岛，成为青岛城市文化形象崭新的

文化符号和招牌。目前与青岛正式签订协议的国内

高校 （机构）已达２１所，中外办校已达４所，形

成了庞大的 “高校聚集圈”，这些庞大的高校智库

资源又反过来为城市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创新

力、影响力和活力。

（三）着力打造创新性、时尚性和现代性的本

土文化符号

昆明在未来城市符号的打造中，应着力于创新

性、时尚性和现代性本土文化符号的打造，推进区

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建设，推动本土文化符号的兼

容性和多维内涵的发展，而不只是停留在啃老本的

自然类文化符号的维护上。

王一川先生在 “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

究”的调研中发现，在日本东京、巴黎、伦敦和

罗马等这些公认的世界城市中，就城市文化符号的

认可度来说，历史或博物类、时尚类、艺术类三类

文化符号占据的分量最重，而金融类和自然类文化

符号分量最轻。［４］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诸如历史

或博物类、时尚类和艺术类三类文化符号的传播力

和影响力显然优于金融类和自然类。昆明城市文化

符号的认可度上自然类文化符号占有绝对的优势，

一方面说明昆明先天条件好，环境宜居；另一方面

也显示了昆明在打造城市文化符号方面的薄弱。

为了在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建设中更好地发挥

城市文化的软实力，昆明应该加强对以上三类文化

符号的打造。从大学生对 “最具代表性”和 “最

具推广性”文化符号的投票对比，也显示出对这

一趋势的认同。因此，在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塑

造和宣传中要在昆明城市已有的空间文脉和人文积

淀中寻找、培养、塑造以上三类文化符号。在城市

景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态上培养

“昆明味道”，承继昆明城市历史形成和积淀的空

间布局、建筑样式、文化特色和审美风格，同时在

里面隐性呈现现代昆明甚至未来昆明文化的理念、

精神、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构架起文化符号与居

城者、访城者正向的意识—心理—价值认同。

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其在城市的建设上非

常注重历史和现代、本土化和世界性的结合。郑东

新区在整个区域的设计上致力于打造地域文化，成

功将本土文化和现代城市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融合

在一起，使中原传统文化在郑东新区的设计中焕发

出新的活力和魅力。新区的整体规划围绕着 “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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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心审美理念，宏观框架上以龙的传说和

自然湖的形状为基础，为新区规划了自然之眼———

“龙湖”；并将ＣＢＤ及其副中心两个环形城市与运河
融合成 “如意”的形状。微观细节设计上，将北方

“四合院”和 “九宫格”的传统美学与现代商业气

息融合，建设商住两用建筑。随着郑州成为国家中

心城市，这些融合着现代设计理念和本土文化内涵

的地标性建筑和城市符号，成为 “新郑州”现代

性、时尚性、创新性属性的符号标识，使城市空间

形象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独具现代性和自我个性。

（四）老城区的改建要重 “历史”、重 “文

化”，提升本土文化符号的体验性认可度

昆明具有悠远历史内涵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本土

文化符号如翠湖、西南联大旧址、金殿、金刚塔、

邛竹寺等都位于老城区，而老城区建设脏、乱、差

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人们对这些本土文化符号的印象

和认同。

对老城区的改造，应从昆明本土文化特点和历

史出发，注意文化圈所属时代和内涵属性景、情、

境氛围的营造，以使进入文化圈的人会在景、情、

境的带入下不由自主地进入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意境

中，提升本土文化符号体验性认可度。因此，笔者

认为，应整体建筑保持昆明本土特色，反对大拆大

建，重点对主要街道和社区进行规划整理，以整

洁、舒适为主，反对无识别度的现代高楼建设，保

持楼层的低层性和低密度性，重点对传统建筑的修

复，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和修葺。对文化遗址等文化

符号的保护和修葺不仅在于还原文化遗址本身，更

重要的是对这些文化符号周边环境历史场域的营

造，在环境、城建、建筑和绿化的整体设计上力求

符号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情、景、境氛围的营造，

以使城市和其形成历史和文化上的回应，而不是使

两者处于割裂状态。比如翠湖文化圈无论是讲武堂

还是西南联大的核心文化特质都应该是清末和民国

时代的文化情境设置，文化圈辐射范围内的区域应

该在房屋建筑、道路设置、路灯设计等方面都突显

这一特点，以使进入文化圈的人会在景、情、境的

带入下不由自主地进入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意境中。

北京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知名城市之一，在老

城区的改造上，不仅保留了传统城市建筑格局———

胡同，还将其打造成了北京独有的胡同文化。在北

京的城市文化符号体系中，胡同不仅受到国内外大

众的一致认可，还成了构成北京城市文化软实力的

重要符号。胡同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国际知名城市

北京的重要文化符号，在于围绕着胡同，构成了一

个独特的老北京文化场域。这里不仅有胡同还有四

合院和流传至今的老街道建筑，它们和胡同一起构

建出了现代北京的 “京味”特质。“是故都北京在

其现代衰颓过程中让人回瞥到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和

不可重复的地缘文化景观。”［５］走在北京城中，现

代化的摩天大楼和古朴的大小胡同相映成趣，构成

现代国际知名大都市———北京独特的风姿和文化

底蕴。

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对于文化来说，城市是一

个 “大容器”，它不仅可以储存文化，还可以和参

与到城市时空中的其他因子发生反应、融合。而文

化符号构成了城市文化中最通俗易懂又最具代表性

的外在系统。因此，城市靠符号来记忆，本土文化

符号构成了城市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展现城市记忆

和发展的窗口。昆明在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的

进程中，应在维护、传播已有城市文化符号的基础

上，有意识地新建一些代表昆明的区域性城市特征

的新型城市文化符号。这样，昆明城市文化的软实

力才能够在历史性与当代性、国家性与地方性、物

质性与非物质性等的交汇中得到充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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