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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文化建设是我国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有效挖掘和合理开发特色地域文化

资源$井盐文化作为自贡城市多元文化的突出代表"与城市历史发展和现代化要求相结合"呈现出一种连续性发展

的文化资源$在自贡城市文化建设中需要积极吸收%融入井盐文化传统"为城市文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同时"还需

结合城市发展需要"彰显其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突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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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

趋势#国家之间的竞争具体体现在城市之间的竞争$全

球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挑战是城市发展不可回避的历史

趋势$ 英国财政部次长尼吉拉斯%斯特恩爵士曾指出&

'在一个迅速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诱人的机遇$ (

C>D在此新形势

下#'文化强市)文化兴市(的发展战略开始以文化作为

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城市文化建设已经作为一种国家

的决策#上升到了国家的战略地位#城市文化因此也成

为国家视野下的一种制度性的发展策略$ 而城市作为

区域社会的一种发展形态# 是区域内人群在历史上利

用自然生态环境实现社会发展的结果$ 这一过程涉及

区域社会人群的互动)整合#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商业

组织形式)政治统治制度等#它们是区域内城市形成与

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这些因素均蕴含了区域独特的

文化特征$可以说#区域文化已经深刻地融入进城市的

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 自贡市作为川南城市群重点建

设的大城市和重点开发区域# 其城市文化建设也是国

家西部中心城市建设战略的具体呈现$

自贡市因盐而兴# 是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综合性

新兴工业城市#在 ;==E年*四川省城镇体系规划+中被

列为发展的大城市# 加快了自贡城市化进程的速度$

;=>=年底#城市聚居人口达 <F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

达 <=AG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G>AHI$ ;=>=年#自贡市

发改委)市规划和建设局编制完成了*自贡市双百特大

城市建设规划+# 提出了在 ;=>;年建成全省特大城市

的战略规划$ 随着城市化进程地加快#城市迅速扩大#

城镇人口逐年增多# 这对城市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

要求$ 随着自贡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特色鲜明

的'文化自贡(#并要求'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为自贡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条件$

城市化作为全球化的一种表现# 使其城市文化趋

于多元化和现代性特征$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

发掘城市文化建设中受到的全球化冲击的结果# 而忽

略了对城市文化地域性和独特性的关注$ 本文认为城

市文化是基于区域自然生态与社会特征# 在自身发展

过程中传承下来的传统文化# 与城市建设的共时特征

结合而形成的$ 以地方性文化为支撑# 城市可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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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同"的城市形象#

一!自贡井盐文化传统与城市的形成

美国生态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 '()*%+,%认

为&!文化在人类与其生态环境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

获取( 利用能源或资源' 而环境对文化进化的决定作

用' 最集中地体现为它对人类开发技术或生产技术的

进化的制约作用# "

-./澳大利亚学者琼)哈瓦奇斯在*可

持续发展的第四极+++文化在公共规划中的重要角

色,报告中明确提出'文化是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一

个环节#文化的形成与环境的作用互为影响#自贡盐资

源就是在特定的地域位置( 生态环境的长期积累和沉

淀中发掘出来的'形成了当今享誉世界的井盐文化'而

井盐的开凿(生产(发展(传播'又对其特定环境产生了

影响'在变迁中发展#

"一#盐文化传统与区域自然生态

在中国' 盐文化有着广泛的区域分布和丰富的盐

文化表现形态# 比如'沿海地区的海盐文化'西部地区

青海(宁夏等地的湖盐和池盐文化'及连云港地域的淮

盐文化等#虽然同属一种亚文化类型'但由于具体地域

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塑造' 这些盐文化又各有其

独特的内容#井盐文化是内陆特有的盐文化形态#有史

料记载&李冰出任蜀守时便已开凿了四川广都盐井'从

而开辟了中国和世界开凿盐井的新纪元01/

#自贡的盐资

源'是在四川盆地形成过程中'由海水和湖水中的浓缩

盐卤结晶日久沉积而成#同时'川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

盐卤( 天然气资源' 为井盐生产提供了独天得厚的条

件# 自贡这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与其丰富的盐资源(

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密切相关#

"二#盐文化与自贡城市的形成

!"因盐设市

自贡在国内享有!千年盐都"(!井盐之都"的美誉#

这座因盐而兴的城市'以盐业为主体经济'盐业生产力

的不断提高成为其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 自贡盐业发

展肇始于东汉'晋代初具规模# 随后'以富世盐井为中

心设置富世县'唐宋时闻名全川#在明清时期更进一步

发展'加快了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 清雍正时'已成为

四川五大井盐产场之一'嘉庆(道光时期'成为四川三

大产场之一'咸丰(同治年间'更一跃而成为四川盐业

生产中心'独执中国井盐业之牛耳02/

#抗日战争爆发后'

自贡地区建立统一(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行政建置的

条件已完全成熟'遂于 3414年 4月 3日正式成立自贡

市政府#伴随着井盐经济的发展'自贡在行政设置上走

过了因盐建镇( 因盐置县及因盐设市的基于盐矿资源

开发利用的路子'!自贡"正是久负盛名的!自流井"和

!贡井"的合称#

#"井盐文化的城市呈现

盐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在人类原始

社会中'其维系生命所需的盐分'都是在所食植物或动

物中获取#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人类慢慢找到了岩盐(

盐泉和盐渍地的泥土'发现到食盐对身体有益#在人类

文明发展的历史演进中'盐业也同步得到发展'并积淀

出独特的文化内涵#而因盐发展起来的城市'则成为盐

文化的存在载体和展演空间#自贡作为!千年盐都"'在

这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在自贡的大街小巷'有

不少以!盐"或!盐井"命名的地名'像盐水沟(盐店街(

石缸井等- 在自贡市政府的规划下'*盐泉,(*天车,(

*盐场,等雕塑(浮雕艺术作品近百座呈现在自贡城市

景观中#井盐文化有着显著的地域性(历时性和连续性

的特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自贡成为!富庶甲于蜀中"

的!川省精华之地"'是镶嵌在!天府之国"上的一颗璀

璨的明珠-56

#这充分体现了其地域文化的重要性和代表

性' 而地域文化的积淀和发展与井盐文化的历史传承

又是紧密联系的'是城市文化的特色呈现#

二!自贡城市特殊性的呈现$

井盐文化的延续与符号意义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各个时期的文化遗产'记

录着城市发展的艰辛与荣耀' 是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

需要人们继承和保护的重要文化资源' 是当今人类社

会发展的需求'也是城市魅力的集中体现#文化与城市

有着互为因果的历史渊源'联系密切#

"一#自贡井盐文化遗产

在自贡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丰富的古文化遗址(

地面文物和馆藏文物被挖掘和发现# 这些丰富的文化

遗产多是与井盐相关的井盐文化遗产' 其中包括物质

形态和非物质形态# 比如'自贡地区因井盐生产繁荣'

遗留下一批保存完整的古盐井(灶(天车以及凿井(采

卤制盐器具和契约(岩口薄等珍贵的历史文物-众多的

盐商会馆中闻名中外的西秦会馆' 是四川盐业会馆建

筑群落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作-因盐而形成的自贡!盐帮

菜"已经成为川菜的主要代表-历史悠久的钻井技术(

制盐工艺-以盐文化(盐业经济社会发展为题材的创作

的诗歌(小说(散文等都是井盐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体

现'也是四川盐业历史发展的重要呈现'更代表了我国

盐文化发展的特殊文化形态# 这一丰富的井盐文化资

源' 为自贡申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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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条件! !"#$年"自贡市便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

级历史文化名城"以更好地保护和开发井盐文化遗产"

保留和传承自贡的#文脉$%而这一系列的符号象征"凸

显了自贡城市文化中的独特内涵!

!二"独具一格的精神传统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 &%&'()& *+),-.. /012)'认

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包括了知识(信仰(艺

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

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 $这一定义"强调了文化中

的精神层面%井盐文化"是在自贡文化积淀中形成的独

具一格的城市文化内容"也具有独特的精神传统"有助

于体现城市文化价值"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

首先"井盐的开发是在川盐发展的基础之上"由具

有一定创新精神和开放精神的盐商制造出来的% 据了

解"在自贡盐业凿井的初期"因为技术的欠缺"盐商们

凿井主要凭借经验( 技术和运气" 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但是这样的条件和环境并没有吓到自贡人"他们更

多的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具有不断进取(创新的精

神%同时"在井盐不断开凿(制造的过程中"人们对于生

产的管理和技术(方法也在逐渐改善中"其中"在#湖广

填四川$时期"自贡人不仅表现出豁达的胸襟"接纳外

来者"相互借鉴学习"具有开放的精神%

其次"自贡人还具有自强不息(团结乐观的精神支

持%在自贡盐业的发展中"也存在困苦(疑惑(艰难的时

期% 而自贡人民"尤其是盐业的工人(管理者和盐商们

在井盐钻井技术研发(开凿井深技术(运销盐产品等方

面更是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共同度过难关%在清朝"自

贡人仅依靠人力和畜力"在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

的情况下"用一种古老的技术开凿了近 !34万眼井"创

造了世界地质钻探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5$6

%这标志了自

贡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同时" 也因为过去条件有

限"制盐过程程序繁杂"对于井盐的开发"需要数以万

计的工人做工"才能生产出大量的优质盐%这样的付出

和那些辛勤劳作的盐工们分不开" 和为盐业贡献的自

贡人分不开"而这也培养了自贡人民不畏艰难(团结乐

观的精神%

最后"在国家处于危难时"自贡人"尤其是盐商们

还纷纷捐款捐物"支持抗战%特别是在冯玉祥将军倡导

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中7 盐商们以爱国不敢后人的

拳拳之心7 献出巨金支持抗战7 个人捐款额度突破全

国最高纪录586

% 同时"他们还热心地方事业"兴办学校(

筹建职工医院等"回报予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本

地的人才"为人民的健康生活谋福利%

综上所述" 自贡城市文化通过不同的文化景观的

展示"突出了#盐$文化的符号意义%享誉#天下第一灯$

的自贡灯会"将艺术与盐文化融合"在自贡灯彩的设计

中"整体多以富贾盐商(商埠会馆(场镇风情等为题材"

比如"盐井(天车(劳作的盐工(红火的盐灶(往来的运

船等都是彩灯制作的着眼点" 表现出了自贡盐文化的

历史内涵)在川剧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盐商(盐工修建

的会馆(庙宇为川剧表演提供了活动场所"也是川剧演

出的观众主体"与川剧发展紧密联系)同时"赋予神话

传说(文化寓意的城市雕塑(浮雕"从不同方面呈现了

自贡特色城市文化% 这些融艺术和文化为一体的丰富

多彩的文化景观不仅将自贡井盐文化生动地展示出

来"而且也通过传统与现代化的结合"创造性地将盐文

化的精神充分地与现代人联系起来" 延续了井盐文化

的生命"并启示着后人%

三#城市文化建设$

井盐文化传统向文化资源的转变

井盐文化的传统延续性赋予了自贡城市以#盐$为

核心的物化形态与精神气质"是区分#自我$与#他者$

的重要文化符号%随着城市的文化建设受到重视"区域

文化传统逐渐转化为一种重要的资源" 为城市文化建

设所应用% 目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井盐文化现象既体

现出了井盐的文化传统" 也体现出了它在现代化进程

中的存在形态% 井盐文化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也是以一

种文化资源而存在的%但是"文化资源的开发应该关注

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井盐文化传统资源的建构需要回归情境化%

在博厄斯&*2(9'的文化整体观中"强调每个文化在历

史过程的发展" 而且各个文化要素在历史过程中整合

为一整体" 任何的文化都需要回到具体的文化情境中

来观察"而井盐文化一样如此%虽然经历了较大的社会

文化变迁"但是其相关的文化资源诸如#饮食$(#民间

艺术$等依然传承下来% 以#盐帮菜$为例"在兴旺发达

的自贡井盐业时期" 盐商们和盐工们按照不同的社会

分工存在着各种行帮"如井帮(灶帮(烧盐帮等%盐帮菜

就是在自贡井盐的生产基础之上产生的" 因盐帮人的

需要而迅速发展起来" 并因自贡井盐业的对外影响而

得以传播% 现在的盐帮菜已属于川菜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并声名远播% 但是"目前盐帮菜的发展几乎独立

盐文化体系之外"脱离了其存在的社会文化空间"当然

也就失去了盐帮菜的文化意义% 符号化的井盐文化呈

现应具有#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概念"它包括盐业博

物馆(民间艺术(技能等诸多样式% 它们所依托的文化

资源是在历史时空维度下发生与传承下来的" 因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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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文化符号的展示需要有历史感!另一方面"文化

现象是与具体的空间场景相联系的! 在自贡城市雕塑

的规划中" 现在就存在着雕塑本身的个性与城市环境

的不协调"没有对应的空间场景与之相适应"难以形成

象征意义!比如"贡井的#盐泉$处于交通要道的十字路

口"难以使人停留欣赏"更难以思考% 这些文化符号在

空间之内与其他文化要素的组合程度决定着自贡井盐

文化内涵的呈现效果!

第二" 文化保护与商业开发的结合! 作为文化资

源"&井盐文化'的价值不仅限于城市文化的范畴"也扩

展到了产业开发领域%无论是&自流井老街'还是&遷海

井'等文化景观都作为&井盐文化'的代表"成为文化产

业开发的重要资源% 然而" 在目前的消费社会背景之

下" 文化资源的开发难以摆脱对市场竞争要求的迎合"

而传统文化也在此过程中经历着现代性的冲击%在此过

程中"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处理好文化保护与开发之间的

关系% 传统文化的转化是必然的现象"但是这种转化是

以保留与发展井盐文化内涵为前提的"因而对于井盐文

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是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四!结 语

城市文化建设在城市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面临

着传统消失(面貌趋同的巨大挑战% &传统并不完全是

静态的" 因为它必然要被从上一时代继承文化遗产的

每一新生代加以再创造%'

!"#作为区域文化的一种表现"

城市文化的现代性(全球化是其发展的需求%在任何时

代"&传统是一种将对行动的反思监测与社区的时空组

织融为一体的模式"它是驾驭时间与空间的手段"它可

以把任何一种特殊的行为和经验嵌入过去(现在和将来

的延续之中"而过去(现在和将来本身"就是由反复进行

的社会实践所建构起来的% '

!"#所以"当代自贡城市文化

建设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传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当然"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国家(市场等力量的深

入"促使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的要跟随现代性的话语%

因而"基于区域传统文化的支撑"城市文化建设在尊重

传统文化(特色文化的延续与发展的基础之上"还需结

合现代性的需求"这是城市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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