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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因文化而有品位，市民因文化而有内涵。
文化蕴含着一座城市深厚的人文精神，是这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市文学艺术联合会
、深圳市文化局、深圳广电集团、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出版发行集团联合主办，六区区委宣传部协办
，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和深圳图书馆承办的大型公益性文化活动。
自2005年6月推出以来，“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以“鉴赏·品位”为主题，以“弘扬人文精神，发展
公共文化，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城市品位”为宗旨，深受市民的欢迎，先后被市民推选为最喜爱的“
深圳十大文化事项”和“深圳十大文化品牌”，大讲堂电视节目在深圳电视台66套节目收视率进入
前10位。
此书为2006年度讲座文稿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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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深圳的历史建筑有这样三个大的块，或者叫做类别。
第一个大块，属于广府类型，第二个大块是客家类型的，第三个大块是混合类型的，混合类型就会把
几种因素加在一座，或者一群建筑物身上，这是深圳传统建筑特色的丰富性。
首先谈广府类型，广府类型下面我们要分为两个分支，一个是广州的，就是从广府中心地以广州为中
心，划一个圈，主要是番禺，以老番禺为中心，广府的中心城就是原来的番禺县，古代的县政府所在
地。
南海、佛山、顺德、三水、花都、增城、东莞的一部分，这一大块，这个地方的文化现象包括历史建
筑现象比较一致，我们把这一块在历史建筑上或者在文化类型上划作是一个中心地。
这样一个圈，叫做广府中心地，或者我们在历史建筑上称为广州类型，就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一种文化
类型，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特色为什么叫广州类型，因为它有一种独特的形制、样式。
这是我们定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这种东西在深圳是有很大一块的，香港也有少数，广州对深圳的地
区文化有影响。
因此，很多人一直用广府这个词，到现在我也不得不用，就是这个原因。
广州中心地对深圳的文化、深圳的历史建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在其中某些片是完全的直接的移
植，无论是局部的构件还是平面上的结构，还是材料上的使用，还是做法，都是从广州直接传过来的
。
广州这一类型之外，和广州类型并列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类型，它属于广府的另一个分支，叫做
“宝安的文化类型”，它的分布范围不仅仅是现在在深圳讲白话的这一块，它的分布范围实际上大大
扩大了，在龙岗以前分布了宝安类型的历史建筑，而香港全境没有一块地方不分布这样的历史建筑类
型，东莞在莞城西边就是以麻涌、中堂和莞城之间的那一条线为界，整个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历史上
、现在都分布了这样的类型。
这个地方的地域范围恰好和我们的东官郡宝安县，就是1700多年前建立的宝安县（民国时期又重新恢
复它的名字叫宝安县，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叫宝安县，延续了民国的名字，改革开放以后叫宝安区，延
续至今），虽然地域上变化了，有时候缩小有时候变大，有一种吻合。
这个地方有一种特色的东西，在历史建筑上有这样的特色，在其他的民风民俗上也有这样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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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由深圳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直接倡议，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科联、深圳市文联、深圳广电集团
、深圳报业集团、深圳发行集团联合主办，深圳市社科联、深圳图书馆承办，面向大众的公益性文化
讲座“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自2005年6月开办至今已经两年。
在吸引了越来越多求知若渴的深圳市民的同时，也启发我们不断思索和改进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实现
市民文化权利的途径。
2002年，“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在深圳确立下来。
文化立市，将深圳打造成为“高品位文化城市”，这个策略的提出，不是某位决策人头脑发热的结果
，而恰恰植根于对深圳，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脉络的深思熟虑之上。
当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察到文化在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
重要的角色。
一方面，文化兴旺之邦必是经济发达之地。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支撑作用不容小觑。
一座城市各方面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和探索，离不开理论的先导作用
和有力支持。
当今世界，城市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越来越依赖其文化产业，以及笼罩着这座城市的文化艺术氛围才得
以全面体现。
文化气息是否浓厚，学术是否昌明，决定了一座城市的形象和发展走向，以及发展的耐力和持续性。
放眼全球，真正的“世界城市”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
伦敦、巴黎、纽约，概莫能外。
另一方面，经济发达之地必是文化兴旺之邦。
仓廪实而知礼节，深圳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就是必须要高度重视学术文化，高度重视哲学社会
科学，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文化权利的诉求变得尤为强烈。
而公民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利的共同实现，也是达到和谐社会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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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6年讲座精选(套装上下册)》介绍了：2006年“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邀请
了徐沛东、格非、楼字烈、贾樟柯、纪连海等100余位名家大师举办了102场讲座，从讲座文稿中精选
出38篇整理编辑成《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06年讲座精选(套装上下册)》，内容涵盖城市人文精神、
教育家庭、国学文化、文学艺术、地域文化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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