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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e is the charm and the spiritual core of a city, and i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king 
people identify themselves and spiritual ascription. The existence of culture is based on a certain 
carrier, and cultural memory is a form of cultural existence as well as a way of cultural continuity. 
Cultural memory is essentially human subject,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process and transforma-
tion of people’s cultural phenomena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of their predecessors in the mind. 
Therefore, the cultural memory is also manifested as a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study of urban 
cultural memory has regional mean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rban of culture memory is a 
set of system, which takes cultural symbol as memory object, a variety of media as memory sup-
port mechanism, and social members as the main body in the memory. They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closely.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urban cultural memory system, a comprehensive and effi-
cient urban cultural governance system can be form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cien-
tific and reasonable modernization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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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魅力所在，是城市的精神内核，也是人们获得身份认同及精神归属的重要依据。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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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是依托于一定载体之上的，文化记忆是文化存在的一种形式，也是文化得以延续的一种方式。文

化记忆本质上是以人为主体，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以及前辈的文化记忆在头脑中进行加工改造

的结果。因此，文化记忆也表现为一种集体记忆，城市文化记忆研究则具有一定的地域意义。本文认为，

城市文化记忆是一套系统的存在，以文化符号为记忆对象，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记忆支撑机制，以社会成

员为记忆主体，是三者的有机联动。以城市文化记忆系统结构为理论出发，可形成一套综合高效的城市

文化治理体系，对于城市进行科学合理地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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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座城给人一段回忆。每座城中的人总是带有不同的文化印记，文化之于人或之于一座城都有相当

重要的意义。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城市间的差异日益减少，城市的空间被商业街区、写字楼、商品房等所

占据，传统文化印迹，如古建筑群、历史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正一点点被吞噬，

沉沦。每座城市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历史，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更是人们的精神

家园。城市的发展要坚持因地制宜开展城市设计，避免城市千城一面，延续城市文脉，塑造城市特色。

本文从此角度出发，探讨城市文化记忆规律，希冀为城市进行科学的规划建设提供理论借鉴意义。 

2. 城市文化记忆概念界定 

2.1. 文化记忆 

20 世纪 90 年代起，文化学和历史人类学框架下的“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开展。“文化记忆”

这一概念是由扬·阿斯曼和阿莱德·阿斯曼夫妇提出的。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对文化记忆做了这样的界

定：“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

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知识。”[1]他将文化记忆看成是社会知识的总和，在特定的社会情境

下对这些知识产生互动，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对社会的体验。文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类为了适

应改变环境的而与物质发展紧密相关的过程；二是各个群体的自我建构过程和他们为生者和死者之间建

立联系而进行的活动。文化记忆特指第二方面。笔者认为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以全体社会成员为

主体，对过去的以语言、图片、实物为符号特征的文化形式为记忆内容，依据一定记忆术，并随着反复

的实践不断改组扩充记忆内容，以集团内部相互交流和代际相传为主要传播路径，形成一个集体意识，

以保证文化的延续性。 

2.2. 城市文化记忆 

对于城市文化记忆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我国学者刘瑛认为，城市记忆是指长期生活

在特定城市中的人群所共有的集体记忆，它是对城市变迁过程的一种社会记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群

对城市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历史记录进行整理、储存的统称[2]。刘瑛的看法主要从历时性的视角出发，且

记忆内容为有价值的历史记录，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历史的继承。法国著名学者哈布瓦赫在其《论集体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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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一书中指出，过去不是被机械地简单地保留下来的，集体记忆也不是对每个个人记忆进行简单的加

总而形成的，记忆是处在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根据当下社会情境中人们的观念、需要和利益对过去进行

选择、重构与再现的主观建构活动。哈布瓦赫的看法同样认为这是一种集体记忆，但其看到了人们进行

记忆时具有选择性，离不开人们所处的现实背景，依据现时的观点，进行记忆的主观建构。笔者认为，

如果将城市作为主体来看，城市文化记忆指的就是城市的文化脉络，是城市自身的文化特色；如果将社

会成员作为主体来看，城市文化记忆是群体对城市文化的发展脉络形成的一种集体意识。因此，笔者认

为城市文化记忆的概念是指在一个特定区域内，长期生活在该区域内的社会成员对该区域内过去的区域

文化形成的一种集体意识，是在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集体理解与建构。 
对城市文化记忆的概念应从一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城市文化记忆的内涵从内容上讲，是动态着变化

着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记忆作为几代人创造的一个共享的过去，就是几代人所有实践经验的汇总，

受到不同时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受到每代人思维经验、认识水平的影响，被人们所理解的集体意识在

不断更新创造。因此，城市文化记忆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创新。从传播方式上讲，既是一个水平式的

传播，也是一个垂直式的传播。水平式的传播指同代人不同集体之间横向交流，改组扩充文化记忆内容，

垂直交流即代际相传，将集体意识传递给下一代，以确证文化的延续性。从传播所借助的载体上讲，以

语言、图片、文本、实物为主要符号特征。从最终意义上来讲，社会成员形成一种集体意识，获得身份

认同，形成一种精神归属感，保证了城市文化脉络的延续。 

2.3. 国内外对城市文化记忆研究的概况 

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城市文化记忆有几个不同的角度。凯文·林奇在 2001 年有《城市意象》一书，在该书中提

出城市意象由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五个要素构成，并通过应用环境心理学和认知地图的方式

去构建城市；在城市文化和城市记忆研究方面，有刘易斯·芒福德阐释了城市、文化、记忆三者的关系，

认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人类创造的记忆的器官；在文化记忆方面，哈布瓦特对集体记忆做了研究，

在此基础上，德国学者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 
综上几个方面，西方无论是从建筑学领域还是历史学与文化学，或是环境心理学乃至文学领域，都

对城市记忆研究做出了许多研究，但是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研究框架，仍处于一个开始阶段。 
2) 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1987 年同济大学的冯纪忠教授在《建筑学报》上发表《旧城改建中环境文化因素的价值和

地位》一文中提出从基源考虑城市环境以及旧城改造的问题，充分研究环境心理学以及社会文化学。目

前的研究又从档案学的角度提出研究新视角，有北京市丰台区档案局孟晓华的《城市记忆·档案行动》

(2012)和王晓晓、陈林飞、张艺的《城市记忆与档案：探求城市历史文化价值的回归》(2014)。前者从档

案学的定义出发。后者从档案学与城市记忆的异同之处研究出发。 
综上，国内的研究视角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呈现多样化，如从档案学，社会文化学和传播学等等，

对城市记忆理论也做了一定研究，但是仅从某一视角出发研究城市记忆，确少系统性和整体性。 

3. 城市文化记忆规律及其特点 

3.1. 城市文化记忆规律 

记忆，属于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城市文化记忆的认识应当首先从记忆规律谈起。是人的一个

心理过程。心理学认为，记忆是过去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3]。记忆有三个基本环节，即识记，保持，再

认或回忆。记忆对于一个人的意义在于它将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在一起，使得人的经验得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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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每个人识记的内容有所差异，因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的个性。被人所编码过的信息并不是所有

都能被再认或回忆，这是所谓的遗忘。遗忘受到诸要素影响，如记忆材料的性质，记忆材料的数量、时

间等等，都对遗忘产生了影响。记忆规律对城市文化记忆规律有一定借鉴意义。 
客观现象要进入人的认识图示中，必然依托于一定路径。对于该路径首先要认识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总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价值需求有选择地进行客观事物进行认知；其次，只有那些被进行重点标

记的客观事物才受到人的注意，进而被加工进入人的认知图示。需要指出的是，所谓被重点标记的事物

应当是意义深刻、特征明显的。表现在外观形状、颜色、大小、内在的独特意义、历史价值等等。再次，

人的认知图示中的内容总是会有一部分被遗忘，如何使部分重要的记忆内容得到巩固并保存在人的认知

中则至关重要。笔者认为，城市文化记忆规律固然遵循着记忆规律的普遍形式。然而，作为一种集体记

忆总是受时代的影响，一代人总是有选择地对前代人的集体意识进行加工改造，这又形成了当代人的一

种记忆文化，时代就像是过滤器，最终被人们所记忆的内容必然是最符合当代人心理需求，精神需要，

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 

3.2. 城市文化记忆特点 

显然，城市文化记忆是有着自身的特点。第一，有着强烈的区域性色彩。是长期生活在该区域的人

对该区域进行意识的建构，因此，这样一种意识总是带有鲜明的区域色彩，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由此

形成的集体意识带有鲜明的区域特色。第二，有着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发展主题，不同时

代人也有不同的思想、意识、价值观、信仰，人们对信息的建构方式自然而然地不同。第三，整体性。

城市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集体加工改造的结果，也是对所有相关联的记忆对象进行联

系整合的过程。第四，连续性。城市文化记忆依托各类载体，如公共文化机构，书本，宣传人员等等使

得集体记忆得以扩散传播，将之前的记忆内容在当代人头脑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最终使得这样一种集体

意识得以延续。第五，选择性。人们将客观对象存储进大脑是有选择的，会挑选有深刻意义和象征性的

事物进入大脑。 

4. 城市文化记忆系统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4.1. 城市文化的系统结构 

城市文化记忆以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以及前辈的文化记忆为记忆对象，最终为人所记忆、所认知，

形成集体记忆，有着一套严密的系统结构。该系统结构有一系列要件组成，包括记忆主体，记忆客体，

记忆支撑机制组成。 
城市文化记忆主体是长期生活在该城市的社会成员。一定的区域环境总是影响着一个人的认知方式、

思维方式、价值选择。因此，社会成员进行一定记忆时，总是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对记忆对象进行选择。

记忆主体在整个系统结构中的主要特点是其自主选择性。人对记忆内容的选择并不只是受制于自身的因

素，外在的环境也会对人的选择产生影响。外在的发展环境、教育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一个人的认知，其

他社会成员广泛选择的记忆内容也会影响一个人的选择，而记忆对象如果人为地被加以宣传，使其意义

突增，也会率先进入人的认知顺序，进入优先选择的行列。教育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中就曾谈到，在

课程建设和课程标准修订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在中小学各类课程的教学环节中渗透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并且鼓励各地各学校挖掘和利用本地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教育资源。此举，一是促

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二是提高了各地区对当地文化内涵的重视，对本地区的特色文化大有益

处。通过教育手段提高人们对当地的文化内涵的认识与意识，可以促进城市文化记忆的代际之间传播，

是人们能够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自豪感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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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记忆的客体包含两类，客观的文化现象以及前辈文化记忆。前者，依托一定载体，以各种

仪式、图片、实物建筑、文本等形式作为各种文化的载体也即文化符号。以行为形式或具体物象形式的

文化记忆是静态的，虽说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如果不通过专业人员或亲身经历者讲述，这样的文

化记忆并不为人所知。西欧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是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至今仍然

保存着许多教堂、城堡等历史古迹，在法国，每个城市都有由当地居民义务担任的文化遗产“宣传员”，

他们协助学校进行保护文化遗产的教育，通过组织参观、讲解和发放宣传材料等手段引导人们树立起保

护遗产的意识[4]。如果人们认识不到这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或其历史意义，那么这样的结果是可怕的。

那些历史意义丰富的文化载体会遭到人们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些文化载体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将不复存在。

倘若文化载体价值消失或者破坏其原有面貌，文化记忆就不会形成。因此，就不能形成集体记忆。后者，

以人为载体，将一代人的记忆传播扩散到另一代人的记忆，主要表现为代际之间相传。这种传播方式可

以表现为家庭内，祖辈的教育；也可以表现为学校内正式与非正式的教育。其特点是以人为载体，也以

人为主要的传播工具。 
城市文化记忆的支撑机制是记忆主体与记忆客体之间的桥梁，使得记忆对象通过记忆支撑机制流入

记忆主体，记忆支撑机制具体包括人们通过语言交流、观看影视、旅游走访、阅读获得文化知识。语言

交流是知识传播的一条基本途径，实际上也是思维启迪、观点碰撞的一种方式，也是进行自我意识理解

与建构的一种形式。影视通常对原有的文化现象进行艺术创作，使其直观性、趣味性更强，影视所选的

题材因此被人们所“重点标记”，使其处于人们的优先选择序列，从而进入人的认知。如纪录片《舌尖

上的中国》通过展现各地的饮食文化，将生活中普通人的日常饮食“仪式化”，饮食文化自然的渗透着

各地的乡土情怀，地区文化价值观，人们的文化认同。人们通过感知不同地区的饮食风格，能够点燃对

我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也总能让属于每个地区的人们引起文化上的共鸣，由此产生了强烈的精神归属感。

通过影视传播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探索出了一条可贵的成功之路，也留给我们诸多借鉴和启示。旅游走

访活动拉近人们与历史文化之间的时空感与距离感，加深对过去真实事件的认知，从而获得意识自觉主

动地加工。阅读以一种文本的形式呈现文化现象，使人们获得过去的经验、历史及感知。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速，人们对城市记忆问题也更加关注，我国大中城市的一些档案馆开展了城市记忆工程。2002 年

青岛市率先实施城市记忆工程，实施口号“为后人留下真实的青岛城市记忆”[2]。随后，上海市档案馆

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目的在于实现城市记忆数字化建设。上海市档采取多种途径收集名人档案，

并采取数字化的方式进行记录、整理，同时还向社会推出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举办展览会，以此向公

众展现上海市的历史文化[2]。可见，档案对于保存城市文化记忆发挥着不小的作用，档案馆的最大价值

在于保存大量的文本、图片等资料，是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资源库，与博物馆一同发挥着文化记忆储存

容器的作用。 

4.2. 城市文化的运行机制 

城市文化分为三大类，即物质文化、行为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包括城市的建筑、街区、

环境、空间布局，是有形的外在文化形态；行为制度文化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行为、法律制度、

风俗习惯、节庆等等；精神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核心，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城市精神、市风市容，展现

一个城市文化特色。文化本身并不具备具象的形态，总是借助一定的载体才能表达出来，如文本、仪式、

语言、实物建筑、图片，这些是文化的符号表达方式，只有通过符号才能为人的大脑所识别储存。人的

大脑中要获得这些符号是需要依据一定的传播形式的。人们在社会场所内的交际，语言的交流，是信息

流通的主渠道；还可以通过影视的宣传，个体自身对文化本身产生兴趣，促使个体主动走访获取信息，

阅读相关材料，度假旅游获得感性认知。这些有价值的被人主动选择的外部信息进入大脑后会主动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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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信息进行编码，进一步筛选后进入储存器，反复的深加工就形成了长时记忆，当客观环境刺激下个体

能顺利的进行再认。生活在特定区域内的人一方面由于记忆的对象存在共同性，另一方面存在相似的价

值观和思维认知方式，人们的意识是有共同性的，这样的意识就是一种集体意识。集体意识的延续是通

过口头传授、教学、文本记录、实物保存、仪式的训练等途径传递给下一代，是下一代直接获得间接经

验，形成自身的文化身份。能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并存在于记忆中的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知识经验就

是城市文化记忆。 
整个文化记忆系统结构地正常运行，是表现为符号形式的记忆对象，以各种传播媒介为记忆支撑机

制，以社会成员为记忆主体三者的有机联动。符号对于文化记忆的影响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符号的

丧失将不会形成主体的文化记忆；二是符号装饰性过强，将会影响文化本身的内涵与意义，造成文化记

忆的偏差；三是符号如果变化过快，人为不断地进行修改，最终影响对文化记忆的形成。记忆支撑机制

对于文化记忆的影响主要在于通过向广泛的主体进行宣传，使得文化被广泛的人所认知，是文化得以存

在与延续的关键。文化记忆的形成最终在于记忆主体，由于较强的主观能动性，其对文化记忆的影响主

要在于对文化进行部分地吸收、改造及创新，表现出较强的选择性、创新性。然而要使主体对文化进行

主动地意识建构，首先是要形成对文化的敏感性，对文化保持着一定的兴趣或是重要性的认知，而这离

不开传播媒介的作用，传播媒介又必须有必备的文化内容或文化符号，文化内容或符号又需要人的能动

性选择与创造。 
记忆的客体，也就是记忆的对象(文本、图片、仪式、实物建筑、前辈记忆等)通过记忆支撑机制(语

言交流、观看影视、旅游走访、阅读等方式)形成单个社会成员的感觉记忆后形成短时记忆，部分有价值

的记忆内容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形成的长时记忆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记忆。而生活在特定区域内的人们由于

拥有共同的记忆对象、相似的价值观和思维认知方式而拥有相似的个体记忆，这样的记忆就形成了一种

集体记忆。集体记忆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纵向和横向的传播而得以传递和发展，形成了被特定区域内大部

分社会成员认可并存在于记忆中的知识经验，这就是城市文化记忆(图 1)。 
 

 
Figure 1. Urban cultural memory operation system 
图 1. 城市文化记忆运行系统 
 

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曾说过：城市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单单是各种社会设施的

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的简单聚集。“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

构成的整体。换言之，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

要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5]我国政府也日益对城市文化

建设重视。1982 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要求“特别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城区……

更要采取有效措施，严加保护，……要在这些历史遗迹周围划出一定的保护地带，对这个范围内的新建、

扩建、改建工程应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6]今年 3 月，我国开展城市设计试点城市，要求落实绿色发

展理念和要求，塑造城市特色，提升城市环境品质。台州市位于浙江东南部，入选为今年第二批城市设

计试点城市，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其发展规划定位为山海水城，和合圣地，结合自身的地域特色，重点规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9.84080


赵佳凤 等 
 

 

DOI: 10.12677/ass.2019.84080 578 社会科学前沿 
 

划了市域范围内的七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城市的建设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使得文化记忆对象将得到很好的

保存。除此之外，公共文化机构亦是一个很好的文化记忆储存基地。如美国纽约市，人口只有上海的一

半，但建有博物馆 360 个，图书馆 1279 个。图书馆、博物馆完全是非赢利性的，由政府包办，完全免费

向市民开放[7]。这些公益文化显然促进了文化记忆的传播与流通，使得文化记忆对象较顺利地进入人的

记忆图式中。为了使得人们对城市文化有一个持久的保持，政府多会进行大规模宣传，使得这些被重点

标记的记忆对象牢固地存在人们的头脑中。例如杭州城市宣传片——“情系西湖，中国杭州”，海口城

市宣传片——“椰风海韵，南海明珠”[8]，又如 2008 年 3 月，唐山市政府投资 6000 万拍摄影片《唐山

大地震》，该片通过运用艺术化的表现形式，讲述了一家人因地震失散分离，并在多年后重聚的故事……

唐山市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我国的评剧就发源于此，并与唐山皮影、乐亭大鼓一同誉为“冀东三枝花”。

但是外界却对之了解甚少。在新一轮的城市竞争中，唐山市与著名导演冯小刚合作，借助电影的形式，

将新时代下唐山市的文化内涵、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状态等内容推介给世人，一方面展现了人间有大爱、

亲人永远是亲人的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唐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城市形象和唐山人感恩、

博爱、奋进的精神面貌，一个涅槃过后华丽重生的凤凰城的形象深入人心[8]。影视文化以其直观性、艺

术性等显然是形成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绝佳方式，受众面广且令人印象深刻，起到很好的效果。综上

所述，城市记忆系统的运行以社会成员为主体，通过记忆支撑机制并依据一定记忆术，形成个体记忆，

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变换流通形成集体记忆。 

5. 结语 

认识城市文化记忆系统结构对于保持一座城市的文化特色，发挥自身的文化魅力具有重要意义。城

市文化记忆结构是记忆对象、记忆支撑机制及记忆主体的三者有机联动，因此，开发一座城市的文化魅

力自然要从此三方面进行把握。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大量的文化符号，诸如古建筑群、城市水文、历

史文化街区等等受到不同程度破坏，有的文化符号不复存在，如济南老火车站，有的文化受到商业性的

开发，文化本身意义不为人所知，造成人们文化记忆的偏差。许多文物古迹被游客破坏的现象并不少见。

其原因不外乎人们缺少对文物古迹的认识，也无人对文物的历史文化意义进行宣传或讲解。文化是一座

城市的魅力，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城市化进程中需要城市管理者进行科学规划与治理，从城市文化记忆

系统结构的理论点出发，形成一套综合高效的文化治理体系，对于我国城市的未来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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