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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程的记录者，是文明产物的集合体。
当文明的曙光初现时，当初的人们就以集聚的方式，存蓄、保留他们的采集物和猎物；当这些物品有
所剩余时，交换就产生了；交换的产生又促进了集市的产生，这就是“市”的由来。
而由于当时领地争夺频仍，导致战乱不断，人们又必须想办法保护好自己的劳动果实，于是，人们就
修篱笆，筑高墙，乃至坚实的城堡，“城”就产生了。
城市是文明进步的典型产物，它的成长历史就是人类成长的历史的完整记录，人们以城市为载体和平
台，将梦想化作现实。
城市凝聚了人类每个时代的思想、技艺、劳动和创造的最高成就，人们为了经济、军事、政治、宗教
的种种目的，以城市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为了享受更高的文明果实而建造起了城市。
而客观上，由于人们集聚在一起，交流、交往、交换日益频繁，想法和观念的碰撞也必然日渐增多，
人们会相互影响，互为参照，砥砺切磋，思想的火花在碰撞中会燃成火焰，结出更精萃的思想果实。
人们要在城市中享受生活，要填充闲暇时光，文化娱乐会随之丰富和多样起来，进而造就了城市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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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飞，男，l957年生于北京。

    1978年入北京大学分校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就职于中央党校，现为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主要从事城市文化、文化建设问题研究，在中央党校各主体班次开设过《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
研究》、《文化软实力与城市竞争力》、《人文的城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问
题》等多个课程。

    主要研究成果：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动力与文化行为研究》，著
有《明代绘画史》（合著）等专著，就城市文化、城市发展等问题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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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城市文化的本质　　城市化水平标志着文明形态的演进程度，人类早期城市是以点的形式存
在的。
直到200多年前，全球的城市化水平也不过5％左右；只有在欧洲工业革命以后，整体的城市化水平才
直线上升，呈现加速度状态。
　　城市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的生产、劳动和生活形态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
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典范。
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最重要标志。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城市文化与培育其发展成型的乡村社会一直没有完全脱离关系，它还是以乡村
为自然资源地、生产材料来源和文化母体，在城市的社会发展链条中，乡村几乎始终是必不可少的一
环，而且在很长时间里，还作为与城市并立的两极结构中的一极存在着。
　　同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文化生态是互动的、并进的和前后叠加延续的，生存空间是共时的，但
又是不同质的。
城市社会的经济效益、政治行为、社会运转和文化思想密度，比之乡村社会更强大、更激进、更有效
、更丰富。
从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城市的意义”发生了更为激进、更加剧烈的根本性转变，城市作为人类文明
发动机和火车头的作用和价值日益变得突出和明显，它作为人类社会的生产基地、经济集结点、文化
中心的地位、作用逐渐强化了，始终居于人类文明的主导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作为与城市并立的双重结构中另一极的意义，在被逐步削弱，其作用逐渐在消退
减弱、边缘化，最终演变为整个社会的一个普通组成部分。
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当最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达到80％一90％以上时，这一进程结束，传统意义
上的“乡村”不存在了，乡村与城市文化的区隔状态彻底消失了，构成形态只有市区和郊区的划分，
社会人群也只有从业状态的不同。
在最发达国家，市民、农民这样的称谓也已经没有了意义，而代之以“国民”这个概念。
在这一演化进程中，城市文化也随之逐步成型，而最终形成完整的城市文化。
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较低状态，客观上制约了社会整体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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