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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BA_EF_BC_9A_E4_c57_612733.htm 自从3月1日，山东

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姜大明在北京举行了“中华文化标志

城”新闻发布会后，此事件尤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

了中国学术界、政界及广大普通市民的关注，较之“圆明新

园”重建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修建计划，“中华文化标

志城”主建范围将在山东曲阜向南8公里的九龙山，拟建面积

达300平方公里、造价超过300亿元。复旦大学《中华文化标

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首席专家葛剑雄教授称，要把标志城

建成中国的“文化副都”。此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笔者认为存在着三方面的疑虑。 质疑一：“中华文化标志

城”真的能代替中国文化？ 城市的文化是靠城市长时间的发

展后，经过历史时间的积累才逐渐沉淀形成的，它与城市的

历史及市民的生活习惯、文化素养密不可分。 如果将一座城

市比喻为一本书，那么它的每一个时代都留下自己走过的足

迹。我们不能抹煞过去的章节，注入新功能与生命力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尊重过去。每一个时代符号都不简单，都应该

有他存留的价值。只有这样的城市，才是有品位、有文化内

涵的城市。 在欧洲，一座小城就可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

客，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建筑，甚至每一片砖、每一块石都经

过历史的积累，而充满了浓郁的历史印记和文化气息，人们

无法刻意的去规划、设计创造文化。 中国作家冯骥才先生对

此事件说：没有哪个城市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在我看

来就是北京都不足以成为中国文化标志之城。谁都没有足够



的权威来命名“中华文化标志城”。 让我们细细翻开中国悠

久的五千年文明，洛阳、西安、长安、南京、燕京等城市都

曾因为时代的更迭而成为当时的时代京都。它们都曾在历史

上积淀了足够可以展现中华文化的基因，都应该有充足的理

由给自己带了某些文化荣誉的光环，假如济宁可以成功修建

中华文化标志城。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名城是人为刻意

规划的，它们都会经历时间的洗礼而逐渐成长。正是因为洗

礼的经历，它们才值得称为中国的文化组成部分。 大家都知

道，伦敦是个拥有好几个层面历史文化的城市，所以这个城

市的历史很丰富而且多样，让人们有一种想要生活其中的感

觉，但是你应该明白，这些多层次的历史不是设计师一次设

计的，他是整个城市在历史过程中不断酝酿的，每个城市都

拥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不管这种文化是过去的还是现代的

，它们都拥有自己的意义，我们都应该去尊重它们，只有这

样，才能逐渐形成这个城市自身的文化。 质疑二：“中华文

化标志城”是民意体现，还是权利建筑的“集结号”？ 当一

个社会愈发的先进，它的社会体系就会愈发合理。而市民参

与则是其中很好的展示。 当中华文化标志城公布后，人们才

逐渐了解到济宁要花巨资兴建一个这么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场

所，才知道这个建筑群将耗资300亿人民币，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这么大的工程只有当很多专家、媒体反对时，人们才

知道事件的真实历程。这说明我们的公众参与及政府公开能

力存在着缺陷。 美国波士顿大开挖项目是美国本土耗时最长

的项目，因为它将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个工程

是否修建，人民有很大的话语权。“因为修建高架桥，大片

社区被迫拆迁，这导致了激烈争议。”麻省理工大学城市规



划系荣誉退休教授李灿辉在接受某媒体采访上时表示，“争

议也促进了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美国

近50年来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它还是现代城

市决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李灿辉说，“要让城市里

居住的人感觉到，他们和这个城市是一体的。” 中华文化标

志城是否征求过民意，是否征集过大家的建议？难道有了专

家的建议就可以忽视人民的主观意志吗？这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该项目建成后，影响最深远的不是专家，而是普通市民

。 1940年6月，当希特勒攻占了巴黎后，他兴致勃勃的来到巴

黎荣军院的台阶上，他身穿一件白色的长风衣，其他人则全

身上下黑色着装，他们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的高级将领，但冲

着希特勒说话的几个人，不是他的军队要领，而是当时意大

利著名的建筑师施配尔、盖斯勒和雕刻家布雷克，这个被称

为20世纪最令人难忘的画面记录的就是希特勒想在他征服的

巴黎留下什么，结果很明显，他是想用建筑来征服巴黎，因

为建筑有时候可以被称为“国家”的代名词。 有人说，建筑

是一种权利的雄辩术，因为建筑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这是因为建筑，尤其是大型纪念性公共建筑，无不

取决于并不充足的社会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掌握和分配。

这些建筑象征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一个时代

，也反映了一个权利做出的政治判断。当权利被一代代继承

、更替，而建筑则往往会成为了城市的风景，永恒地诉说着

权利。 中华文化标志城又何尝不是一次新的权利建筑的“集

结号”呢？ 质疑三：“中华文化标志城”真的能吸引大量游

客？ 虽然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在以宏扬文化的名义为目的

，但经济因素同样是其中足够重要的。 “欧洲人来到中国，



特别想去的地方不是那些标着几个‘A’的景点，而是那些

能够体现中国地域特色的景观，比如市井生活、中国古文化

遗址真迹。因为那些所谓的风景区都是千篇一律，根本没有

什么吸引力，而那些地域特色的景观才能真正让我们感受到

中国寻常的、具有生活气息的文化。”德国汉诺威大学景观

与建筑设计学院安琪斯托克曼教授如此告戒我们。 但是我们

国人则对争建旅游景点、文化景点乐此不疲，其实大家应该

明白，真正好的吸引国外游人的景点往往是大自然的杰作，

正如《纽约时报》记者西蒙温彻斯特先生在游览张家界武陵

源世界地质公园后所发出的感叹：“她就像中国的长城一样

伟大”，因为他已完全被这大自然鬼斧神工般的杰作所深深

吸引。而人为建设的世纪城、欢乐谷、海上世界等大型人为

建设的游乐景点最终会趋于冷清。 这也正如前几天，英国通

过市民投票选举出“世界十大最令人失望景点”一样，法国

的埃菲尔铁塔评选为榜首，这说明人类已经开始理性看待景

观、看待文化。而我们，则将埃菲尔铁塔视为自己的“目标

”盲目崇拜，近日，就有消息报道，河南某城将建造世界上

最高的钢结构电视铁塔来作为自己城市的标志性景观，我们

不希望在这方面也贴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 请用合理

的方式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尊敬 就在中华文化标志城闹的沸沸

扬扬之际，3月14日，兰州晨报报道甘肃省华亭县计划投

资3480万元，修建“秦皇祭天第一坛”，力争形成与北京天

坛、山东泰山齐名的“中国祭天三坛”，而甘肃永靖县也将

投资3000万元在太极岛建设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孔子文化教

育研究中心，真的令人苦笑不得。 无论是高邮耗铜2200吨

建99米尧帝青铜像、云南元谋花巨资拟建170米高东方人类祭



祖坛，还是河南兴建的巨龙事件，亦或是圆明新园、中华文

化标志城事件、修金瓶梅遗址、争“夜郎”遗址、孔子标准

照、炎黄二帝巨像事件，经过认真的研究后会发现，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因素“文化印记”，但同时也显示了另外的一

个相同点城市建设者的“文化掠夺”心理。 很无奈的看到中

国的文化在被某些决策者不合理的利用，虽然这些事件表达

了决策者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但请你们采用正确的方式。其

实，一个国家的先进与发达，并不仅仅在于你能造多么多的

文化，而是在于能否将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好，使其发扬光

大。大凡对自己传统文化越重视的民族，这个民族就越是充

满自信的民族！同样，一个国家的落后与贫穷，也不仅仅体

现在某一时期经济发展的迟缓和物质的匮乏上，而在于历史

遗产与传统文化的合理保护与利用上。1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