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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城镇化的归宿和灵魂，高校疏解对迁入地城镇文化发展的影响，奠基于高校自
身的文化因子和在地的城镇文化资源，这体现为外来文化因素的汇入、扩散以及对在地文化资源的承继、融合、

再造和创生等行为。而其影响则包括城镇新场所精神的孕育、提升整体文化环境、倡导文化传承与创新、扩大公

共文化服务的容量并提升其水平、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和提升文化影响力等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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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高校疏解对迁入地郊区城镇文化发展的影

响，呈现出高校本身文化要素的汇入、扩散以

及对地文化资源的承继、融合、改造和创生等

情形。当外来的诸多文化因子汇入作为文化空

间的迁入地之时，它们对地文化发展的具体影

响方式和程度既体现了普遍性，又具有其独特

性。因此，北京城市学院 （以下简称北城）对

迁入地北京顺义区杨镇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不可

避免地既有共性因素，也有其独特的风貌。

一、新型城镇化的文化发展

在新常态发展格局下，新型城镇化成为城

镇化的发展方向。“新型城镇的发展与建设离不

开文化。新型城镇化之魂在文化，魅力之源也

在文化。”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城镇化的归宿和

灵魂，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镇化的终极目标在

于城镇精神的孕育，形成新城镇现时及其未来

的场所精神，即城镇人与文化因素融合统一展

现出来的城镇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有的以历

史沉淀的形式展现，有的则是在混合当今文化

元素的基础上展示出新的特征，而有的则完全

以崭新的面貌和特征指向未来。正是因为城镇

场所精神的存在，才使得这个城镇成为 “这一

个”。

（一）作为文化空间的城镇

无论何种类型的城镇，作为聚落的形式都

是人与自然空间的统一体。因为人的存在，才

有了空间的文化属性。一个城镇的文化空间特

性必然以人为中心。首先这个文化空间被容纳

在一个更广大的自然地理空间中，然后是由人

为因素塑造出的边界，并最终确定了城镇空间

的范围，使其成为一个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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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空间的城镇呈现于人们面前的，

包括了 “疆土、区域、地景、聚落、建筑物

（以及建筑物的次场所）逐渐缩小尺度，形成

了一个系列”，从而具备 “空间与特性”。这

可以理解为首先是自然的地理场景，其次是物

质层面的建筑及其支撑系统，这里有各类生活

设施和这些设施所呈现的文化特征，比如居

所、宗教场所、广场、图书馆、剧院、文化中

心等。最后，还有在这个空间中存在的精神文

化系统，这个系统包含了历史延续下来的以技

艺等形式存在的非物资文化遗产，有制度文化

与民俗的存在，当然还有最高层级的场所

精神。①

（二）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发展路径

新型城镇化中的文化发展路径，仁智各见。

范周先生认为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其一，树

立大历史观，塑造文化特色和魅力。其二，推

进文化遗存的保护和利用。其三，创造优质共

享的公共文化服务。其四，聚焦发展文化产业

潜力门类。其五，以重大创意性项目为引擎。

其六，以政策创新为核心构建支撑体系。这些

发展路径皆是以城镇管理者为主体的主动选择

作为思考前提的，它们涉及到了理念先行、文

化传承、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以及项目推

动等要素。当然，这些路径的考察相对缺少了

关注文化发展中自然生发的内在因子。在此基

础上，从城镇外来文化要素融入的视角考察新

型城镇化的文化发展便具有了更为独特的意义。

但是，不管是主动有为，还是自然生发，高校

疏解对迁入地城镇来说，均体现出外来文化要

素对在地文化发展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从在

地文化发展路径上得到显著的反映。

二、杨镇文化发展的历史及现状

杨镇的文化发展有其历史的传承，也有当

今的创造。无论是历史和现代的各类型文化都

可以汇聚成为杨镇的文化资源，分析这些文化

资源，就可以了解其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也可以为新文化发展奠定一定的现实基础。

（一）杨镇的场所精神

一个由自然和人为两种因素共构的杨镇，

作为一个场所，其精神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历

史阶段的场所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同

时又在新的文化因子的作用下趋向另一个相对

的稳定状态。从历史上看，杨镇的场所精神中，

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商业繁茂。杨

镇素有 “一京、二卫、三通州、第四京东大杨

各庄”的美誉，这里自古便是华北商品的集散

地，交通四通八达。其二，名镇风貌。清康熙

年间，杨镇被列为全国八大名镇之一，与景德

镇、朱仙镇齐名。其三，“义”文化。镇域有三

义庙、关帝庙。杨镇在光绪年间升为顺义的

“四大义仓”之一。

新中国成立至今，杨镇先后被确定为首批

国家小城镇、北京市总体规划重点镇、顺义新

城规划的重点镇；先后荣获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全国亿万农民健身活动先进乡镇、“中国最秀美

富饶乡镇”“环境建设先进镇”“北京市园林绿

化小城镇”“北京市二三产业发展先进镇”“改

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最具影响力花木之乡”等称

号。另外，全镇有 １６个 “区级文明小康示范

村”、９个 “首都文明村”、２０个 “文明富裕

村”、３５个 “文明小康村”。这些荣誉又为杨镇

的场所精神增加了新的内涵：国家、市、区重

点地域，环境优美，运动健身，园林绿化，花

木生产，文明富裕等。

（二）杨镇的历史文化资源

作为文化空间的杨镇，镇域面积９６平方公
里，距顺义新城１４公里、首都国际机场２０公
里，距离北京市区４０公里。该镇位于潮白河冲
击平原上，镇域分布于一级阶地向二级阶地过

渡的地带，平均海拔３８米，相对高差约１１米。
其地势呈现东北高、西南低的特征，局部有明

显的坡地。镇东、南部为潮褐土，西部为湿潮

土。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等条件孕育出

了杨镇的历史文化资源。

１地理沿革文化。今天所称的杨镇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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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１９９０年，由原来的杨各庄乡改镇而来，
后来又合并了小店乡、沙岭乡，是顺义区镇域

面积最大的镇。从历史上看，镇域隶属关系也

较为复杂。元代，杨镇地区分属燕京路顺州和

三河县；明代，杨镇地区齐家务以西隶属北京

顺天府顺义县，以东隶属顺天府三河县；清朝

分属顺天府北路厅顺义县、顺天府东路厅三河

县、顺天府北路厅密云县；民国时期辖域分属

“伪临时政府”所设的燕京道顺义县和冀东道三

河县。

２农牧手工业文化。明代镇西有 “兔北马

坊”牧马场。清代有内务府千总旗庆官地 １２
顷，壮丁４３７人。光绪年间，杨镇又是顺义四
大义仓之一。另据１９４０年所撰 《河北省顺义

县事情》记载：杨镇 “盐、酒、布等业综计五

十余家，资本工员略与本城同。”这说明民国

时期杨镇有盐、酒、布等行业，这里还曾设立

过乙种农业学校。由此不难发现，伴随着这些

农牧手工业，杨镇产生了相关的农牧手工业

文化。

３名镇商贸文化。据康熙年间 《顺义县志》

记载：“治东北距城三十里，缠庐杂稠，百货骈

集，轮蹄辐辏，烟火千家，为邑中市口首镇。

每逢一、六日赶大集，逢三日赶小集。”真是一

派百货汇聚、马车隆隆的景象。难怪在康熙年

间，杨镇被列为全国八大名镇之一，与景德镇、

朱仙镇齐名。杨镇自古便是华北地区商品集散

地。作为商品集散地的名镇，孕育出名镇的商

贸文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４公益文化。三义庙、关帝庙再加 “义

仓”，这些历史遗存映照出了社会的人情百态，

也会凝聚起道义精神。因而，杨镇有其深厚的

公益文化历史，这值得进一步挖掘。

５宗教寺庙文化。从历史上看，杨镇曾拥
有７２座庙宇，宗教寺庙文化十分繁荣。有碑文
记载寺庙的盛景：“栋宇雄伟，碧霞璀璨，巍乎

焕乎！”。另外，民间宗教建筑有真武庙、天仙

宫、三义庙，可惜今荡然无存。现今保存下来

的，只有清代石刻关帝庙重修碑、重修旗杆碑、

娘娘庙石刻等，由此还能窥见当时修造的情形。

６民族文化。杨镇所辖区域内的民族主要

有汉族、满族、回族。另外，还有少量人数的

朝鲜族、藏族、白族、苗族、瑶族、布依族等。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而且民族的聚居

也会孕育出新的文化。

７非物质文化。杨镇镇域内的生产、生活
等必然创造出相应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目前，杨镇有非遗认定项目６项。其中，“曾庄
大鼓” “杨镇龙灯会”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８治水文化。杨镇镇域内分布有金鸡河、
冉家河、蔡家河、中干渠、鲍丘河。河流是土

地的血脉，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方面，河流

可以灌溉农田；另一方面，河流又是排涝通道，

可以防洪涝灾害。因此，人们会兴修水利、治

理河道。围绕着河流的治理行为，就会产生地

域性的治水文化。治水文化的产生不仅是指对

河流本身的整治方式和方法，而且还有治理的

人工组织等，尤其在机械化相对薄弱的年代，

依靠百姓出工，人工开挖搬运等简陋方式的情

况下，更易诞生具有属地乡土特色的治水文化，

这些文化的创生自然就会记录下一个平原小镇

的治水历史。

（三）自然旅游资源

目前杨镇所辖区域内有一处自然旅游资源，

即汉石桥湿地公园。一处以人造植物资源为主，

辅以人文创意的鲜花港。另外，辖区内还有一

些以农业种植采摘为主的农业观光采摘园等。

（四）公共文化资源

杨镇目前有有民间艺术团队２７个。其中歌
舞类１８个，剧目类８个，书画类１个。文化活
动设施包括镇级和村级两部分。其中，镇级有

室内文体活动中心一处，建筑面积２０００平米，
室外篮球场地两块。村级设施包括数字电影放

映厅４６个，基层图书室４８个；针对文化基础
设施的管理也有相关人员的配置，但这些人员

并非完全专职。

三、北城在疏解中流动的文化要素

北城作为一所综合性的应用型本科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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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学科专业范围所涉广泛。其疏解的行为本身，

必然会连带大学所具备的各种文化要素一起向

迁入地流动。这些文化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

方面。

（一）独特的大学精神

北城是一所综合性大学，这个文化要素的

集合体对于任何迁入地而言，都意蕴丰富。一

所大学的疏解，不夸张地说就是一个大型文化

城的迁徙，尤其是大学精神的迁移。抗战时期

的西南联合大学对于昆明而言就是一个最好的

样板。北城的精神是在多年的办学基础上融合

了社会各阶层的认知孕育而成。它既有一般大

学的精神特征，又具有自己的独特风韵。它的

精神应该包含以下的特征：综合、应用、创新、

实干等。

（二）多类型的文化分野

北城的人文社科类的专业数量众多。以北

城２０２０年本科招生专业而言，既有文化艺术的
专门领域，包括文物与博物馆学；城乡规划、

风景园林、建筑学；传播学；外国语言文学；

艺术类 （动画、视觉传达设计）；设计学类

（数字媒体艺术、环境设计、产品设计、服装与

服饰设计）；广播电视编导、影视摄影与制作；

音乐表演、舞蹈表演、书法学、摄影、航空服

务与管理、影视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表演

（影视、曲艺、模特）等；又有文化管理和贸

易，包括城市管理、工商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

会计学、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国际经济

与贸易等。再以２０２１年研究生招生专业看，涉
及到戏曲 （京剧）、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广播

电视 （广播电视编导）、美术 （文物修复）、艺

术设计 （现代艺术设计）、艺术设计 （工艺美

术）、美术 （书法）、戏剧 （院团管理）、音乐

（音乐教育）、电影 （表演创作与教学）、美术

（中国画、内画）等众多的文化艺术领域和管理

领域。

（三）文化艺术专家和人才

北城大量的文化艺术专业聚集了众多的相

关领域的专门人才，除去专职的专业教师外，

还聘请了校外学者和专家。这些教师有着丰富

的文化艺术知识、实践经验和能力。这个群体

可以生发出不可估量的文化艺术创意和管理

能量。

（四）文化艺术设施

北城除了拥有文化艺术相关专业外，伴随

着学生的培养必然会建设相应的文化教育设施，

如图书馆、剧院和各类文化艺术工作室等。

（五）文艺活动

北城有着大量的常规文化艺术课堂教学，

还会有学生的艺术节。另外，作为一个文化平

台，它还要不定时举办各类文化展览等活动。

就像叶盛兰大剧院和京剧艺术文化传播基地联

合举办的 “梨园雅韵进校园”活动等，这些活

动涉及到了不同文化艺术专业。

（六）文化消费人口和需求

北城的疏解为在地带来了大量的消费人口，

近２万的师生消费不仅仅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物
质领域，也必然催生出大量的文化消费需求，

而且消费也会呈现出类型的多样化。从此种意

义上说，一个大学就是一个文化消费的巨大能

量体。

四、北城的迁入对杨镇文化发展的影响

北城的迁入对杨镇文化发展的影响，可以

从以下六个方面，以质的研究角度进行现状和

未来趋势的概括描述。

（一）杨镇新场所精神的孕育

北城的迁入必然产生对杨镇的新的场所精

神的塑形。杨镇未来的场所精神寄托了北城教

师和学子的渴望和荣誉感。未来的杨镇会以什

么样的精神品性在社会间传播，关乎着在这个

空间中生活的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愉悦感。同时，

北城又成为杨镇场所精神的塑形者，北城本身

以及师生们会同原在地的人们一起为杨镇未来

的场所精神贡献力量，而这种精神又会以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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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的身份向社会传播。总之，杨镇文化空间

的特性和场所精神，与北城本身的文化空间特

征和大学精神相融合，在一定的时期内就会锻

造出新的文化空间特性和场所精神。也许未来

的杨镇会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蕴的、充满文化

科技色彩和创意精神、环境优美的宜居空间，

而身处其中的北城无疑会是孕育此种场所精神

的重要的影响因子。

（二）提升整体文化环境

杨镇的文化环境可以从经济发展基础与产

业结构、城镇基础建设两个指标考察。②北城的

迁入无疑会极大地影响到这两个指标。首先在

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上，它会提高杨镇的国内

生产总值。在地方财政收入、地均国内生产总

值、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第三产业总

产值都具有促进作用。而且，随着北城与在地

的深入融合、需求的释放以及对相关产业的推

动程度日渐扩大，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会越来

越合理，特色愈加鲜明。其次，对城镇的基础

设施建设的影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北城迁

入以来的短短几年时间，杨镇变化最大的就是

此项指标，其中尤为明显的是人均城市道路面

积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三）倡导文化传承与创新

北城对杨镇文化传承的影响，体现在自然

资源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机构建设、

文化传承和创新四个方面。首先，从自然资源

的保护利用上看，杨镇的汉石桥湿地和顺义鲜

花港。北城的迁入，提高了人们对两处自然资

源的保护利用价值的认识以及相关价值观的传

播。这也契合了 “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要考虑

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维系和塑造”的观念。

其次，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由于重要的文化遗

产集群 （古镇中心）已经荡然无存，影响则主

要集中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北城的非物质文

化研究和传播能力能够为杨镇的非遗保护和传

承提供帮助。比如工艺美术系的专业力量，完

全胜任对在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如果再结合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文化营销专长，

未来的保护和传承可能会诞生新的路径，呈现

出新的局面。再次，文化机构建设。北城主要

体现在以自己固有的机构填补杨镇的数量不足

的同时，也可以为杨镇未来的相关文化机构的

建设提供建议。最后，文化传承创新。在杨镇

文化资源的传承创新上，北城大有作为。相关

专业的教师和专家可以通过精心梳理杨镇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实现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四）扩大公共文化服务并提升其水平

北城的迁入对杨镇的公共文化服务提出了

新的要求，当地政府应该为人们提供充足的公

共文化产品，这一责任要求促使镇政府考虑从

资金、文化事业基础建设以及人员等方面出发

增加投入。杨镇已经开始做出相关的规划，计

划将镇级文化中心建设纳入杨镇规划内容，确

保包括北城在内的杨镇人民享受良好的文化活

动场所服务。同时，杨镇可以充分利用北城的

文化场地资源，实现共享共建，以此扩展镇级

文化活动场地。城市学院的文化教育设施不仅

可以直接增加在地的设施数量，而且其更大的

意义则体现在其文化精神的存在及其传播上。

北城为迁入地的文化空间注入了勃勃生机，就

如同叶盛兰大剧院一样，它的存在为杨镇增加

了高水平的文化消费场所。除了文化设施的建

设之外，杨镇还制定了文化管理人才三年规划，

通过逐步调整招收人员，合理设置工作职责的

方式，配备服务人员；通过发动镇域内义工、

志愿者、学生等力量的方式，整合资源，共同

为镇村文化发展服务。

（五）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北城众多的文化学科和专业教师，具备了

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具有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

能力。这个群体的存在为杨镇的文化产业发展

提供了可能性。从文化产业的类型上看，杨镇

的地域特征、规模以及人力资源等承担不起大

规模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图书出版、报刊、

广播影视、音像、网络、广告、旅游、艺术、

体育等。但是在这些产业的微观领域，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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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杨镇在地特征的文创产品的开发、传统农

产品的文化营销、以文化创意改造传统产业、

推出创新产品等方面，北城可以发挥巨大的作

用。像北城经管学部的范文晶副教授领衔的项

目团队在传统农产品文化赋能上就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该项目组前期走访了杨镇荆坨村、下

营村，在对相关农产品的调研基础上，依据农

产品的特征，设计了商标、包装和视觉 ＶＩ，使
得该区域的农产品具备了可传播的文化属性。

通过对传统农业的文化赋能，一方面助力了低

收入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另一方面也以品牌

文化的营造推动了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

（六）提升文化影响力

北城疏解到杨镇，对于杨镇来说，进一步

提高了其在社会上的文化影响力。杨镇的文化

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开放性、文化特色化、

文化品牌、文化吸引力上。从文化开放性上看，

北京城市学院为其文化宣传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杨镇的场所精神以及各类文化都可以依托该平

台向北京市和全国传播。从文化特色化上看，

北城可以为杨镇打造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文

化做出贡献，杨镇可以利用北城的文化人力资

源发掘历史文脉，打造近京平原小镇的特色文

化，比如其公益文化、治水文化、非物质文化

等。再次，从文化品牌上看，北城的文化创造

力既可以形成杨镇的文化品牌，一座大学成就

一个小镇。同时，也可以依靠北城的文化实力，

在历史文化资源的流脉中打造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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