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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伦敦文化创意的源动力来源。方法 通过对英国伦敦、利物浦、牛津、利兹的实地考查

及关于英国城市精神方面的文献解读，从伦敦的城市文化、科技发展、产业积累与再创造及英国人强烈

的公民自豪感等方面进行分析。结论 英国的文化意识、人文酿造、文化积累的过程，对于我国在“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思想指导下，汇集民间创新力量，发挥个体创造性，建设富有城市精神内涵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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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the source of cultural creativity in London. Through the British London, Liverpool, Oxford, 

Leeds field test and the British city spirit of the literature interpretation, London's urban cultu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dustry accumulation and re-creation and the British strong civic pride are analyzed. That the process of the English cul-

ture consciousness, humanistic brewing, cultural accumulation, for our country in the guidance of "public entrepreneur-

ship, innovation" philosophy, provide research ideas for bringing together private innovation strength, playing individual 

creativity, building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city with spirit conn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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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城市的竞争不再只是经济实力的较量，以

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为首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已成

为城市核心竞争力。目前国内各级城市大兴文化创意

产业园、复兴古建筑，以及“同质”化的人文旅游、动

漫影视等产业。城市的人文精神作为城市竞争的软实

力，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凝聚力，在欧、

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城市创意产业的根基和生

命。“城市竞争的最高目标就是培育人民的自豪感和

动机”[1]，日本的一村一庆典、宠物咖啡店、胶囊旅

馆等奇思妙想的创意都来源于民众的智慧及对本民

族文化的自豪与再创造。在国内，如何自省各地域的

文化特色，以创意设计彰显文化自豪，集结市民力量，

如何发挥市民创造主动性、挖掘富有城市精神内涵的

创意内容,是体现城市的“差异性”、“个性化”、“可持

续性”发展的核心问题。 

本文拟从英国的伦敦、牛津、利物浦、利兹的实地

考查及文献解读，分析这 4 座以不同人文、经济背景下

展开的独特精神特质的“再建城”风貌。希望通过对英国

的不同城市精神下创建的文化产业的解析，为我国城市

建设具有独特文化张力的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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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精神与英国的文化产业 

1.1  文化自省、文化再造之城——伦敦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都，伦敦背负了太多

的历史与传统，却在今天被公认为世界的“创意之

都”。前任伦敦市长约翰逊在他的《城市精神》一书

中，以引领全球风向的消费商品、城市基础设施、金

融体系、思想精神，称赞伦敦是过去 500 年文化、技

术、政治和语言上最具影响力的城市，其生命力及其

独特的个性造就了“伦敦是一个伟大的品牌”[2]。约翰

逊的骄傲不仅来源于他作为世界级城市市长的职位，

更体现了作为伦敦市民的自豪感。这座城市孕育了如

莎士比亚、牛顿、培根等各领域的标志性人物，孕育

了如地铁、汽车、自行车、抽水马桶、电视机、足球、

滚石乐队等无数发明以及引领世界风尚的创新产品

和品牌。 

正是这种市民对城市精神的自豪创造了伦敦几

百年的文明，激励着伦敦继续勇往直前。莎士比亚的

全球影响，与当时伦敦的中产阶级崛起、遍地的剧场、

剧院、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企业家进行海上文化传播

不无关系[2]。1997－2007 年罗琳女士创作的风靡全球

的《哈利波特》被翻译成 73 种语言，不仅是继承了

欧洲经典文学的魔法故事，与现代的影视传播也有着

紧密的联系。小说中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是通往霍

格沃茨魔法学校的一个站台。它以伦敦“国王十字车

站”的第九站台和第十站台中的的 3 个柱子为小说的

场景设定。现在在“国王十字车站”的站台中设置了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哈利波特》的专卖店及推行李

车穿墙的拍照墙。为这一品牌提供了现实场景的体验

及商业拓展。当漫步在哥特式建筑及迷宫般的地铁环

境中，穿梭在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群之中，

就仿佛进入了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伦敦这座新旧交

融的城市为每个市民、每个创业者带来了无限的想象

空间。 

大英博物馆、大英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文化场所，

不仅是展示大英文化的地方，亦是销售文化的地方，

以古埃及罗塞塔石碑文字设计的系列衍生产品，以牛

顿、莎士比亚、福尔摩斯等名人的衍生品设计显得别

具一格。借助荷兰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设计的

大黄鸭的体态、以幽默诙谐手法与埃及法老、伦敦警

察、莎士比亚的趣味结合，让人忍俊不禁。 

散布在伦敦街头的红色双层巴士、红色电话亭、

警察的头盔、地铁符号，作为城市家具的一部分、不

仅抓住了人们的眼球，也成为了伦敦科技文化的标志

性符号。当这些城市符号巧妙地转换成现代设计师为

城市产品设计的符号（英式红茶的包装盒、以图片方

式印刷在巧克力的包装纸上，出现在希思罗机场的商

品货架上）时，人们就不自觉地把伦敦带回了家。在

不经意间，就被现代设计重现的伟大名人、辉煌历史

造就的独特符号征服（见图 1）。 

 

图 1  伦敦的城市文化设计 
Fig.1 Urban cultural design in London 

创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是人的创造力的

激发、另一方面就是科技进步的推进。而事实上大英

帝国的崛起及现在创意之都的崛起与早期贸易竞争、

海上拓张的竞争、科技竞争、文化思想竞争是分不开

的。虽然伦敦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傲慢与偏见还

有待讨论，但是这种竞争促使了城市、国家及人类的

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对自身文化的自省、文化再造给

了伦敦人新的创造素材和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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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传统之城、学术之城——牛津  

如果说科技、文化、贸易的竞争促使了伦敦大都
市自豪感的诞生，那么牛津这座距今有 1100 多年的
静逸小城的自豪感则来源于深厚的学术根基和宽容
开放的人文环境。这里不仅诞生了近代 200 年内包含
英国首相在内的政要人物，还孕育了在生物医药、物
理、化学、经济学、文学等众多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
者。享誉全球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亦是以牛津为背
景的童话书。 

牛津以大学著称，被冠以“学术之城”[3]，在这座

安静的小城里遍布了图书馆、咖啡馆、剧院、音乐厅。

学者们在图书馆里思考、在咖啡馆讨论、在音乐厅里

荡漾。这是一座沉思和创造的城市，在这座每 400 个

居民中就有一个艺术家之家的城市，不墨守成规或学

界人士常说的“盒子之外的思考”是学习和研究中创

造力的基础。不墨守成规不仅在大学得到鼓励，而且

在城市的各方面都得到包容。在这座城市里部分的交

通信号灯是被遮住的，汽车文明在这座城市是要礼让

学者的。牛津为不守成规和有怪异行为的学者提供了

宽容的学术氛围(见图 2)。 

 
图 2  “学术之城”——牛津 
Fig.2 "Academic city": Oxford 

人材的培养、学术氛围的营造、对学者的尊重，

保持优秀的学术传统不为外来文化所侵蚀，牛津学者

维护着这种尊严、城市管理者包容着这种气质，正是

这种气质孕育了牛津的城市精神，成为目前依然是万

众瞩目、敬仰的学术之城。这不仅是牛津的独特，也

是英国创造性人材积累、迸发的根据地、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源动力。 

1.3  传统制造业重振再生、文化之都——利物浦、

利兹 

利物浦，作为英国的港口城市，曾经是英国著名

的制造业中心。从 1970 年起利物浦的船坞和传统制

造业急剧衰落。而今以“2008 年欧洲文化之都”重振了

当地的文化产业。利物浦作为现代摇滚音乐、著名

的 披 头 士 乐 队 的 诞 生 地 ， 以 披 头 士 乐 队 的 主 唱 约

翰·列侬命名了该城的机场名，并拥有获得过 18 次英

格兰甲级联赛冠军的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在重新开

发的沿港湾公园中有小片的市民足球场、有摇滚音乐

的博物馆、酒吧、餐厅、音乐、足球用品商店，城中

遍布着音乐、足球的气息（见图 3）。利兹，从 14 世

纪起作为毛纺织工业起家的历史古城，在新旧城市

建设和改造中现代设计链接着城市的活力，小到街

边的配电箱设计、市民编制艺术品展览，大到图书

馆、美术馆的外墙装饰、购物中心的建筑设计无一

不体现了现代设计与传统文化融和发展带来的时尚

魅力（见图 4）。 

 

图 3  散发着足球、音乐、时尚的利物浦 
Fig.3 Football, music, fashion Liver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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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现代设计与传统交融的利兹 
Fig.4  Leeds: modern design and traditional blending 

再生，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根植于与本地的产业、

人文遗产，从城市的公共设施、公共活动的改造展开，

将激活城市市民的内在活力，从而获得外界的认可。

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亦是港口工业城

市更新计划中的典范。 

2  城市精神——公民自豪感与文化创意产

业的形成 

在英国处处能感受到历史名人、现代名人、地方

特色带来的国家/城市自豪感，由名人、地方特色派

生出来的文化产业不断塑造着大英的品牌形象。这种

自豪感的由来有其重要的社会经济、人文历史渊源。 

2.1  公民自豪感与文化意识溯源  

“公民自豪感”作为社会重要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18 世纪到 19

世纪前半期，由于农业革命丧失了耕种的农民，向产

业革命急需工厂劳动者的城市极速涌入，英国经历了

未曾有过的城市化经验。从工业和商贸中获利的市民

阶级拥有力量开始，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他们当中的

自豪感来自于自身塑造了城市的自信[4]。 

“公民自豪感”作为市民的心灵归属成为了必要

的象征媒介。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为市民兴建的市

民中心、音乐厅、美术馆、学校等建筑的设计竞赛成

为市民关心的话题 [5]。壮丽的建筑不仅是商业的热

情，还提升了市民对美的感受和对艺术品的鉴赏力，

文化氛围的营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市民提供了精神

食粮，使得在工业文明形成的都市中散发着文化的气

息，市民在文化艺术的环境熏陶下形成了理解、认同、

消费文化的潜意识，由初入城市的“农民”向“有文化

的城市人”转变。 

2.2  自豪感的力量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 

150 余年后，公民自豪感的研究与城市再生的研

究再次引起关注。1970 年以来，英国的城市出现经

济危机，制造业衰退，人口、企业从城市中心迁出等

重要问题。针对此种情况，撒切尔政权构建了城市再

生机制。撒切尔坚决放弃英国已丧失竞争优势的传统

产业，关闭了全国差不多所有的煤矿以及许多效益低

下的钢铁、造船等重工业。虽然当时英国经济处于困

境，失业率飙升，但这剂猛药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经济

结构，为日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梅

杰、布莱尔政权继续推进伦敦的大规模再开发，1997

年成立了由多个政府部门和产业界代表组成的创意

产业工作组，1998 年发表了“城市复兴”倡议书，2000

年“我们的城市”的白皮书里，“我们的城市里有很多

引人骄傲的东西”，城市再生不仅是物理环境的再生，

重心转向了以人为本的、柔性的社会再生”[6]。英国

以“酷不列颠尼亚”为国家形象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式

拉开帷幕。 

随着全球化进程，现代城市间的竞争已经超越国

家的界限，开始了争取人口、产业、观光、投资的全

球竞争。现代城市、城市再生的进程中，以“人的创

造力”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是强调个体文化或文

化因素依靠个人（团体）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

方式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以历史的眼光

来看英国早期文化资本的积累、基础产业链完备的社

会环境，激发那些具有良好文化素质、文化传统精神

的、经历了 1 个半世纪城市文明改造的“有文化的城

市人”的积极性，便成为了整个产业升级转型的关键。

以重视每一个公民的文化自省、内心的骄傲感、成就

感、认同感，以丰富的交流活动、宣传活动、公共空

间、工作坊等作为载体的城市创意战略，在英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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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自豪感是行动的集结，是每个个体独创性行动

的原动力。自豪感是个人的情感意识，个人骄傲还原

成对城市自豪感的认同即成为公民自豪感。城市不仅

给予了市民拥有值得骄傲的美好人生，作为回馈，人

们将自己的智慧、技术投入到城市中，成为城市的资

本，组织、汇总这些散发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资源，自

豪感将成为城市转型中最重要的力量［6］。 

2014 年的官方数据显示英国创意产业每小时为

英国带来 800 万英镑。创意产业在 2012 年增长近

10%，超过其他所有英国产业。这种创意产业规模的

形成与英国早期的文化扩展、产业积累、文化意识的

形成、人文环境的酿造是息息相关的。 

3  结语 

纵观英国伦敦、牛津、利物浦、利兹几个不同城

市，依据其各自不同的文化特点、人文背景、经济产

业特点，在城市振兴、城市再造方面都提供了不同的

启示。伦敦以其深厚、多元的文化、金融及科技，彰

显的自豪感，驱动着新一轮的城市再生。牛津以其传

统的、不紧不慢的节奏、宽容的学术氛围、对学者尊

重的城市管理，磨砺着其学术之城的精神品质。利物

浦、利兹以衰败的工业、制造业的换血，以现代设计、

服务业、娱乐业的重振使得城市更具竞争力。这种以

自身文化、技术、产业背景积淀下的“差异化”城市精

神，为城市再生的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内容源泉，长

久积淀下来的为市民认可、以此为傲的“个性化”城市

精神激发了市民的创造性，集结市民主动创造的文化

业态，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令人自豪的历史文化资源，改

革开放后的经济崛起使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

中心。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到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愿景，从汇集市民力量，发挥市

民创造主动性的角度来看，将作为城市文化创意产业

的重要指引。现代城市再生的中心是根植与市民自豪

感的市民行动，自豪感是行动的集结，是每个个体创

造性的原动力。发挥市民创造主动性、树立富有城市

精神内涵的创意氛围,是城市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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