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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个人的心里，有千万种北京。

在 7 月 25 日至 26 日举行的首届北京文

化论坛上，与会嘉宾分享了他们心中的“印象

北京”。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

院院长范迪安眼里，北京是一幅博大的画卷，

城市的大地如同天然的画布，滋养着一代代

的美术工作者。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

昕看来，扎根北京做好创作意味着一种责任。

作为北京文化名片的“北京人艺”，京味儿大

戏是其创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而在市民的眼里，北京意味着处处是生

活，北京的变化与市民的日常密切相连。

北京，是作家梁晓声生活了差不多半个世

纪的城市。最初，梁晓声居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

的院里 12 年，在大院里“三点一线”，幸福地过

着自己的日子，经常不知不觉就一个星期没离

开大院。后来他被调到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又

在北京电影学院旁边的健安西路那条小街居

住了 12年。再后来，他搬到牡丹园北里。

梁晓声感受最大的是北京的变化，当年

他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紧绷的小街》，记录

了小街脏乱差的种种。像这样脏得“要用高强

度的洗洁精喷洗三四次”的小街，如今早已改头

换面。梁晓声说，“环境好了，大家的脾气也好

了，脾气好了，就能够接受文明礼貌的倡导”。

在考古学家眼里，北京的泥土里蕴藏的

时间跨度以几十万年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曾经

专门注意过国际上几个知名大都市是从何时

开始有人类活动的。伦敦 8000 年前还是小村

落，东京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是 5000 年，罗马

是 4000 年，它们成为都城则更晚。而在中国

北京，有人类活动的时间轴要调至 70万年前。

王 巍 曾 参 与 过 的 北 京 琉 璃 河 遗 址 发 掘 工 作

2021年又有新发现，再证北京 3000 年建城史。

“在世界各大都市中，北京历史文化积淀

的深厚绝对是首屈一指。”王巍表示。

国际博物馆协会副主席安来顺认为，北

京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北京拥有

204 家备案博物馆，是世界上拥有博物馆资

源最多的城市之一。北京还拥有 7 处世界文

化遗产，3800 余处不可移动文物。”打造博物

馆之城，北京潜力无限。

“在国际上提到北京，人们首先想到这是

中国的政治中心，在文化方面如果谈到任何

一个中国城市，毫无疑问北京也是排在最靠前

的。”安来顺分享了他进行国际交往时的感受。

中国旅游研究院每年分季度对包括北京

在内的国内 60 座城市、国际 120 座城市进行

游客满意度监测。10 年间，北京的得分从 76
分上升到 85.4 分。“这 10 年期间的变化非常

巨大。这不是哪几个专家评出来，也不是哪个

领 导 给 的 ，是 千 千 万 万 的 游 客 打 分 打 出 来

的。”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数

据中心主任戴斌解释。

戴斌思考，为什么 10 年里北京平均每年

差不多可以涨一分？一位国际友人不经意间

给了他答案。有一次聊天，戴斌问对方：“你对

北京的印象是什么？”对方回答说：”你知道

吗？北京不止有五环，还有一环。”

这位外国朋友说出了北京“六环新解”。

“北京有一个环城绿化带。如果打开地图会

发现北京（外围）基本被绿色环绕了。”

北京的魅力，更在不断涌现的新的生机。他

说，北京这座城市不只是有多么悠久的文化，有

多 么 高 大 上 的 深 厚 历 史 ，而 是 确 确 实 实 在 为

2000 多万人美好的生活、休闲、服务竭尽全力，

“这样的政府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政府”。

所 有 人 的 目 之 所 及 ，共 同 拼 出 一 幅 有 里 有

面、可敬可爱、不断成长的北京。

作为在北京已经生活了 37 年的市民，央视

主持人白岩松觉得，文化是北京最大的魅力。在

他的期待里，北京要“快”，比如文化事业就要快

速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呼吁“慢”。“希望

所有生活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的人，在紧张忙碌的

同时，留一点慢时光，走过鸽哨和光影流动的胡

同，走过一出又一出的大戏，走过岁月和人生的

四季，”白岩松说，因为这个城市里的文化需要更

多的知音，大家一起去促快，一起去留慢。

千万人眼里的北京，有千万种魅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 张 敏

“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

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

史⋯⋯”作家老舍曾写过《想北平》，数千字的

小文勾勒了他心中北平的种种美好，字里行

间也充满了对这座千年古都的敬意。

有 3000 多年建城史和 860 多年建都史的

北京，注定了饱含深邃而厚重的文化，是中华

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正如老舍笔下所

言，“夸奖这个古城的某一点是容易的，可是

那就把北平看得太小了”。

在老舍写下《想北平》后的差不多 90 多

年间，北京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除了源远流

长的古都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外，又增

添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进入新时代后，又

有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加入，建设全国文化

中心的脉络更加清晰。

文化就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启迪民智，滋

养民风，也让生活更加美好、增强自信。在 7
月 25 日-26 日举行的首届北京文化论坛上，

热爱北京的人们相聚一堂，共同勾勒一幅焕

发新时代光彩的文化中心画卷。本次北京文

化论坛由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作为指导单

位，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

办公室、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办。

怎样传承城市的文脉、历史的智慧

“ 传 承 ”是 论 坛 两 天 里 被 频 繁 提 及 的 词

语。确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

都，首先就是要传承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这张北京的金名片。

北京的文化有什么，要传承什么？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任李良说，北京有以中轴线为灵魂的壮美

秩序、庄严格局，有从容大气、雍容华贵的古

都气质；还有四合院、胡同、京腔京韵、老字号

技艺构成的接地气的京味文化；更有百年的

红色记忆，270 处红色遗址、遗迹，包含着薪

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是坚定理想信念，进行党

性教育的生动教材。

论坛除了邀请专家学者头脑风暴外，还

有多位北京最美文物守护人来到了现场，他

们有最鲜活的文化保护及传承故事。

北京市法海寺文物保管所所长庞献辉就

是一名文物守护人。有 500 多年历史的法海

寺以其大雄宝殿内的 10 铺保持完好的明代

壁画而闻名遐迩，极富历史和文化价值。但因

保护需要，鲜有人能目睹瑰宝真容，对守护壁

画的庞献辉来说也是件遗憾的事。

为 了 让 古 老 神 秘 的 艺 术“ 从 沉 睡 中 苏

醒”，几年前，庞献辉和团队组织了壁画三维

矩阵信息采集，建立了壁画数据库，并实现数

字化展示。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法海寺壁画

的保护、研究与展示都耽误不了了 。庞献辉

说，近 3 年游客入馆接待量较之前相比增长

了近 10 倍，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慕名来打卡，

他们也深深地被厚重的文化所震撼。

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王丹也是一名文物

守护人。几年前她主持修缮的五塔寺，因其厚

重的历史遗迹、博物馆陈列以及优美的环境，

也是一处年轻人热捧的打卡地。

过去 5 年间，王丹还主持修缮了有六七

百年历史的万寿寺，寺内 80%的古建筑、大雄

宝殿内 22 尊佛像及山门壁画渐次恢复真容，

或许将在今年国庆节开门迎客。王丹说，万寿

寺历史上有过数次大修，但古代的修缮是为

统治者服务，当下的修缮是为了修好之后打

开大门，让更多的公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魅力，并使之传承下去。

38 岁 的 尚 珩 是 北 京 市 考 古 研 究 院 的 员

工，他在长城保护的民间圈子里更为人熟知

的身份是“长城小站”的站长。“小站”的粉丝

都是长城爱好者，最早有网站，现在也有自己

的公众号，大家分享着对长城的热爱 。尚珩

说，小站创立最初的目的，就是做有关长城知

识科普，后来也发起过倡议，请到长城的游客

为长城做 5 件小事，比如请带走自己的垃圾。

对北京市东城区区委书记孙新军来说，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任务就是“老城不能再

拆了”。他说，东城的文保区占全市 43%，挂牌

保护院占全市的 63%，不可移动文物 356 处，

每一处都是承载历史的瑰宝，是城市的文脉。

东城区已用 5 年时间进行背街小巷整治，尽

量恢复东城的古都风貌。胡同整治也是修旧

如旧，使它的肌理、底色、气质得以保存，但现

代功能却隐含其中。

在李良看来，北京文化就像一坛醇厚的

老酒，越品越有滋味，回味无穷。历史传承的

接力棒已经交到当代人手中，李良说，“我们

是首都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创造者，要深入挖

掘北京历史文化的内涵，把蕴含其中的历史

智慧讲述给更多人”。

文化软实力嵌入城市空间

作家梁晓声在北京生活了差不多 50 年，

对城市与文化的关系他有这样的理解：一个

国度、一座城市的文化程度，首先来自这里的

人的文明程度，第二来自每一个人对于好的

文化有认同感。他的这段发言在现场获得了

与会者的掌声。

他的理解也谙合了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

心的目标内涵之一——“市民文明素质和城

市文明程度明显提高”“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

明显提升”。

“广艺+”是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内街道

的一处市民文化中心，也是当地的文明实践

平台。整治之前，这个空间本是二环内最大的

歌舞厅，2017 年，此处成功蜕变，成为服务社

区居民的市民文化中心。

从早上 9点到晚上 9点，“广艺+”市民文化

中心365天无休。地上一层是小剧场等开放大空

间，地下一层的排练厅、儿童岛等单元小空间，让

周边居民有了学习、休闲、娱乐的生活家园。

在北京西城区，15 个街道成立了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263 个社区设立了文明实践站，

还有 102 处文明实践基地，这些百姓身边小

微场所旨在提供“触手可及”的文化空间。

西城区椿树街道在“京报馆”内魏染书屋

开设了“聆听四点钟”的红色初心课堂活动，

这是一处胡同深处的文明实践站。

“京报馆”是上个世纪一二十年代报人邵

飘萍办报和生活的地方，观众可在馆内了解

中国共产党红色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

孙新军指出，老城在新时代焕发活力，需

要在继承文化根脉的同时，不断将文化软实

力嵌入空间布局中。

不久前，东城区发布若干措施，要助力辖

内的会馆焕发活力，逐渐将会馆打造成文化

交流互鉴的“会客厅”。东城区专门量身定制

了一批小而美、小而雅、小而精的节目在不同

会馆上演。孙新军说，颜料会馆、临汾会馆的

演出一票难求，让沉睡的会馆焕发新生。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序幕已经拉开，

与运河商务带、市属政府区、城市绿心同步建

设的还有三大文化建筑，城市副中心的起步

就是“有文化”的。

城市副中心剧院外形集演艺演出、艺术

创作、文化教育、现场体验等功能于一体，外

形设计取自通州古粮仓和运送物资的船舶；

城 市 副 中 心 图 书 馆 设 计 理 念 源 于 中 国 传 统

“赤印”和银杏树叶片，建筑面积约 7.5 万平方

米；大运河博物馆融收藏保管、开放式展陈、

科学研究、社会教育、文保修复等功能于一

体，设计理念源于古运河图景中的船、帆、水

3 个元素，建筑面积约 10 万平方米。

3 个项目在通州城市绿心内遥相呼应，项

目预计 2022年底基本完工，2023年开门迎客。

梁晓声发现最近几年北京的书店、图书

馆多了，他点赞说，很多地方在打造 15 分钟

阅读圈，15 分钟内能够走到、能读书的空间，

有的还开展丰富的阅读、分享活动，北京在这

方面做得很好。

数字时代，文化的新模样

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有一句名言，

“将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 600 年”。而对

身处数字时代的新一代故宫人来说，或许还

有新的使命。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玮讲起故宫的

新故事，用了一串“文化+”。“＋”号后面有艺术、

科技、新媒体，总之要实现跨界融合。

故宫与艺术融合，打造了备受青年人追捧的

《只此青绿》；与科技融合，对文物进行数字化影像

采集、借助 AI 和 5G 等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般体

验文化的魅力；与新媒体融合，故宫陆续开发了多

款 App，让公众能够随时随地了解历史文化。

在保护中的利用与开发，赋予了 600 岁的故

宫新的生命力。

今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

意见》，这份文件也在首届北京文化论坛上备受

关注。不少嘉宾的发言都提到国家文化大数据体

系建设、科技创新赋能文化产业发展。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述裕说，文

化大数据既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经济变

革，同时还是一场国家治理的创新，文化大数据

建设应该秉持数据开放和共享的理念。

在雅昌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看来，增强文化

自信的前提是了解本国文化，这需要对数字知识

内容进行挖掘，通过解构、重构、标注、关联，系统

性地绘制公共文化数字知识图谱。

背后的基础工作需要完成数字化采集，但这

绝不是简单的把各类文化内容与服务从线下搬

到线上，需要在实现标准化的基础上建立起全国

统一的公共文化数字管理系统。

在 北 京 ，文 化 不 只 是 阳 春 白 雪 ，也 产 生

GDP，“文化+”已经形成了巨大的产业。

在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期间，北京市首次发布《北

京文化产业发展白皮书》，一组组数据折射出了重要

信息：“文化+”产业已深度赋能首都城市发展。

白皮书中，一个最值得关注的数据是，2020
年北京市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3770.2 亿元，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10.5%，这也是北京文化产业

增加值占经济的比重首次超过 10%。

北京市文资中心主任刘绍坚说，这是个十分

重要的标志性数据。文化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

稳居全国第一，也意味着北京在文化产业方面的

全国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

白皮书还勾勒了一个数字时代的文化发展

循环圈——“科技赋能文化 文化赋能城市”。

北京的文化，文化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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