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广告部（010）64293890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第 8131号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 1．0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热线（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2014年 12月 17日 星期三本版责编 张 璐 地方文化4

一年“文都”，就像一年盛大的节庆。在全

球舞台上，这是“影响东亚、面向世界的多元文

化都市”；在每一个泉州人心中，这是人人参

与、由衷自豪的“我们的东亚文化之都”。

一、文化名城同台争锋

2013年 8月 26日，北京。

一场全国顶尖文化名城的角逐在中国国

家博物馆大厅举行——争夺中国首个“东亚文

化之都”。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曾无数次推介过泉

州，但从规格到难度，都远不能与此次相比。

这是亚洲首次也是最高层次的一场区域文化

比拼，写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声明文件。

胜出者将代表中国文化，与世界对话。

彼时彼景，聚光闪烁，紧张和激动交织，忐

忑与兴奋杂陈，因为每个出场的人，都代表着

一座古老的文化城市，而我，将代表泉州。

这是一项被许多人看作是难以完成的任

务。文化部通知中，10 个入围城市依次是：苏

州、杭州、青岛、济宁、西安、咸阳、武汉、黄山、

泉州、桂林。其中有 4个副省级城市，3个古都，

强手如林。预测评选结果时，筹备工作组普遍

认为：泉州“有特色、有实力，但并无把握”。

这也是泉州文化第一次与国内其他文化

名城同台争锋。

蔡武部长在会见终评入围城市代表时说

的话情真意切：“10 个入围城市的文化都很出

色，都有资格当选‘东亚文化之都’，拿掉哪一

个都舍不得，但今天我们只能选出一个。”能不

能拔头筹，谁来打头阵，即便是素来敢拼敢闯

的泉州领导们，心里也在打鼓。但我是泉州的

女儿、一方的主官，流淌着这座城市的血液，接

续着这座城市的风骨，深爱着泉州的土地、人

民与文化。若不敢拼，如何会赢？若不敢于担

当，如何回报家乡？

二、“东亚文化之都”需要活力四
射、文化独到的泉州

初审入围之后，每有余暇，我都会在脑海

中一遍遍地检索和梳理泉州文化。作为土生

土长的泉州人，儿时听过的南音、传说，逛过的

名山、寺庙，看过的戏剧、木偶表演，以及工作

后担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市委常委、宣传部

长等职务时的经历，像电影片段一样闪回。我

越来越坚信：泉州文化的光华灿烂，绝不比任

何一座城市逊色，更有其独到之处：

泉州是城市文化外交的先行者。宋元时

期，作为“东方第一大港”“世界之货仓”，我们

的祖先曾与人类文明潮头并进，在世界文化的

星河中如月生辉。

泉州比其他城市有着与东亚更为亲近的

文化血缘。在联合国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全景

地图上，从泉州起始的航线，串起韩国釜山、日

本大阪，勾勒出一个紧密相连的东亚文化圈。

泉州的文化格外鲜活。与西安兵马俑、苏

杭园林、桂林山水这些静态、被动式的城市标

志性文化不同，泉州盛产发散式、主动式的“活

态”文化，如南音、南拳、木偶戏等。这类文化

有着无需翻译、直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不仅可

以主动走出国门，也吸引着外国人不远万里前

来学艺，堪当国际交流的“大使”。

泉州还有独一无二的对台优势。泉台一

水之隔，泉州是台湾同胞最重要的祖籍地，以

泉州文化为代表的闽南文化，是台湾文化的重

要母体。如果泉州成为首个“东亚文化之都”，

对于与泉州文化脐血相连的台湾文化而言，也

是共同的荣耀。进而，有利于我们以文为媒，

促进泉籍台胞与大陆间各领域工作的开展。

不仅如此，泉州还有雄厚的实力，经济总

量连续 10 多年领跑福建，集中了全国地级市最

多的中国驰名商标；广阔的人脉，海内外分布

着 3000 万泉州籍同胞；现代的城市，作为改革

开放 18 个典型地区之一，泉州始终以改革的精

神，创新不止，活力无限……

三、陈述时间只有 10分钟，如何
最有力地展示泉州

十余场专家讨论会、两场专题汇报会……

短片出炉后，我反复商讨，字斟句酌，前后易稿

十余次。

终审前夕，我仍在思考琢磨：要想脱颖而

出，只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的

强势。因此，除了历史积淀，泉州文化还需要

一个更有力的支持和认可。那一刻，三位中央

领导关心指导泉州文化的影像清晰地浮现在

我的脑海里。

这正是泉州文化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于是，照片被连夜调送进京。这几张照片

不仅珍贵，还有很强的说服力：江泽民总书记

于 1994 年视察泉州时对南音十分喜爱，在观赏

表演后，还亲自拿起尺八洞箫吹奏。足见以南

音为代表的泉州非遗底蕴之深厚，雅韵之悠

长；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岸青年大

联欢晚会上，亲自舞动泉州提线木偶，对泉州

的千年经典木偶戏大为赞赏。此景此情，趣味

盎然，令人感动；再有，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福建

省省长时，曾亲临泉州少林寺及永春大羽村调

研观看南少林武术及白鹤拳表演，对泉州武术

文化赞美有加，并指示应弘扬光大。

加入短片后，三张照片相得益彰，三位中

央领导人对泉州文化爱不释手的画面打动人

心。一方面充分体现国家对泉州非遗项目的

重视和关心，印证泉州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也彰显了泉州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足以成为东亚文化交流中的代表。

演练中，我还意识到，泉台频繁的文化交

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之作用，同样举足轻

重。泉州是台湾闽南文化的祖地，具有母体性

和多元性、发散性。马英九先生曾亲自会见泉

州关帝文化交流团，并互赠礼品，体现了海峡

两岸人民和谐共处之愿景。

这一切，都将为泉州打出独一无二的“名人广告”。

现在回想，台前 10 分钟陈述，5 分钟答辩，

凝聚了认真精心的准备。正是这样不断地精

雕细琢、精益求精，才有了后来泉州底气十足

的陈述和展示。

四、给泉州一个机会，让海内外
3000万泉州人为东亚文化献力

终审现场，入围城市中，唯独泉州由市委

书记出征。

而其他参评城市，则是市长或副市长。一方

面，这让我更有底气了——“一把手”挂帅，泉州的

诚意有目共睹，泉州对“文都”创建的承诺一诺千

金。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无形压力，书记亲自出

马，若依旧不能胜出，面子上实在挂不住。

下午 2 时许，紧张激烈的现场角逐开始，中

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全程监督，评选分陈述和

答辩两个环节，当场评分亮分。

第二位上场的苏州市领导从台上一下来，

就斩获 88.85 分。这一分数直到第九个城市结

果出来时，都遥遥领先。

但我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

泉州人，爱拼敢赢，输人不输阵！

我最后一个登台，配合申报视频短片，形

象生动地述说泉州深远厚重的多元文化底蕴、

悠久广泛的对外交流史、现代文化建设成就，

以及精心策划的东亚文化交流方案。

在最考验临场机变的答辩环节，评委随机

抛出三个问题。评审的 15 位专家汇集了高校、

部门、媒体等多领域的文化权威，表达稍不成

熟，就会失分。

一问现代化进程中古村落如何保护？

留住乡愁，一直是泉州固有的坚守。一首

《乡愁》正是出自台湾的泉州籍著名诗人余光

中之手，早让闽台海峡间的两地人民泪眼潸

然，魂牵梦萦。当前，保护传统，泉州已走在全

国前列，并正通过美丽乡村的建设不断深化。

二问泉州如果当选，将如何履行职责？

泉州将亮出优势，做出特色。以特色活动

为牵引，立足与日韩交流的历史优势，在国家

城市外交中大展拳脚；立足泉州活态文化的优

势，推动文化当好国际使者；我们还将立足海

内外乡亲众多的优势，给泉州一个机会，让分

布在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欧

美等世界各地 3000 多万泉州人为弘扬、展示东

亚文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问如何带动文化惠民？

通过“文都”活动，建设新的设施，提升文

化城市品位，还可通过艺术文化盛会，惠及广

大民众，推动城市文化事业水平上新台阶。所

取得的成效成果，正可让广大群众来共享、分

享艺术文化之大餐。

事后，在场的评审透露：“是泉州的回答深

深打动了我们。我们感到，把‘文都’交给泉

州，不仅仅是选择了一座城市，也不局限于东

亚圈子，而是选择了本土、台湾、海外、异地这

‘四个泉州’，它们遍布五洲、人口众多，能最大

限度扩容‘文都’影响力。”

五、入围排名在后，泉州追到了第一

经过片刻的安静，评审专家组组长当场宣

布：泉州得分 88.92！全场最高分！泉州当选为

中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

我们胜出了！在场所有的泉州人都欢呼

起来。掌声雷动，人们纷纷向泉州表示祝贺。

这是泉州的骄傲，也是所有泉州人的骄

傲。作为泉州的女儿，我有幸为家乡鼓与呼，

刻下又一段难忘的泉州记忆。

消息传回后，全市欢腾。对于市民来说，

这是巨大的惊喜。但对于我们而言，这不是奇

迹，而是功到自然成。

很多人都惊讶，因为我们是静悄悄去的。

当时我想，做足了准备，如果没能成功，我们就

静悄悄地回来。如果入选，再加大力度宣传。

就像泉州人常说的那样，躺下去是洛阳

桥，站起来是东西塔。

六、接过“文都”大旗，泉州将打开
崭新天地

新时期，中央支持福建跨越发展，被省委、

省政府寄望为福建东部的泉州，正处在负重跨

越、创新转型的重要关口。省委书记尤权来泉

调研时，曾叮嘱我们：“泉州今后如何进一步发

挥优势？要深入思考问题在哪，差距在哪，风

险在哪，早做准备！”

“东亚文化之都”，正是一架逐梦的云梯。

这是一个联结古老辉煌与崭新未来的契

机。在新一轮发展中，随着“文都”品牌的持续

发酵，泉州将创造传统与现代融合、经济与文

化协调的新型发展模式，增强文化自信，重塑

现代城市精神。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好地

讲述“泉州品牌”“泉州故事”“泉州价值”。

七、打响第一炮

我们深知，光环背后，更有沉甸甸的责任

和义务。

泉州的任务，不只是简单的文化建设与交

流，更重要的是展示文化大国的泱泱风范，与

韩国光州、日本横滨一起，共同提炼“亚洲价

值”，向世界展现独具魅力的亚洲文化精神家

园。这样的路径，无章可循，史无前例。泉州

要做的，就是打响第一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泉州是联合国赋予

的全球第一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于是，

我们把“文都”的目标定位为：建设影响东亚、

面向世界的多元文化都市，并迅速牵头成立了

建设发展委员会，拉开筹备大幕。

几个月后，“文都”迎来开幕第一仗。我们

以再现千年前的“光明之城”为序，启动“古城，古

港，新区，全域联动”工程，并融汇了音乐节、艺术

展、创意集、嘉年华、元宵灯会……让日韩各界

嘉宾在三日三夜的狂欢中，深度握手泉州文化。

如今，当我再度回味这场开幕盛宴，依然

难掩激动。元宵当天，80万市民和各国宾朋涌上

街头，60多家国际新闻媒体聚焦泉州。我记得光

州、横滨客人的赞美：“泉州是一座很好融入的城

市，代表了开放活力的中国形象。”我更回味家乡

艺术大师蔡国强的鼓励：“今天泉州所做的一切是

有意义的，它正在创造崭新的未来。”

八、一年经营，唤起最广泛的文化
共鸣

许多人会问：“文化之都带来了什么？”

按照文化部“扩大开放、提升交流、留下

遗产、造福民众”的总要求，一年间，我参与、见

证了“文都”带来的城市进化。

城市外交在进化。今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上，提出“城市外交”概

念，以城市梦承载中国梦，而“文都”外交正抓

住了这一大好机遇。在官方渠道，我们启动了

最密集的文化外交。与光州、横滨的 26 个交流

项目，涵盖艺术、学术、媒体、青少年等多个层

面。由此延伸，更多的民间交流自主迸发出

来，例如，部分企业家和规划院自费赴横滨学

习；茶叶、陶瓷、香道大师们自行办展交流；旅

游业也创造性地推出光州专线游，拉近“文都”

距离……

产业在进化。借力“文都”效应，2013 年，

泉州文化产业增加值近 269 亿元，位居全省首

位，占 GDP 比重超过 5%，首次成为国民经济支

柱性产业。今年预计文化产业增加值将突破

300亿元大关。看到“文都”潜力，世界 500强企

业--惠普择道安溪，打造亚洲最大的数字媒体

全产业链基地。“文都”同样拉动旅游跃升，不

久前，省外游客的过夜人气，泉州首次摘得全

省第一；今年国庆，全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近

23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达 18.52 亿元，比增

均超两成，创下历年之最。

文化惠民的行动在升级进化。“源和 1916

创意园”扩建成了市民“文化会客厅”，全市共

举办了 240多场重大文化活动，2万多场群众文

化活动，100 多场的县域文化特色民俗活动，让

市民天天过节，直呼过瘾。

与此同时，以文兴城，泉州城市变局清晰呈

现：以古城、新区、古港三大核心工程领衔，带动

全域文化联动提升。当代艺术馆、亚洲艺术中

心、图书馆新馆等城市文化综合体正陆续规划、

实施。老区，通过保护改造焕发新颜，构筑“城

市文化综合殿堂”；新区，利用兴建文化设施提

升文化内涵，带动“文都”的整体大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泉州，文化从来不是政府

搭台的独角戏，它能够唤起的，是最广泛的共鸣。

今年春节刚过，美国的侨亲告诉我，在号

称“世界十字路口”的时代广场，“东亚文化之

都·泉州”的形象宣传片在户外大屏幕滚动播

放。它不花政府一分一毫，由泉企自主赞助，

为的是向不同肤色的人们分享“文都”风景。

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我深信，“四个泉

州”是我们参与角逐的独特优势，更是我们建

设“文都”的重要力量。正如参赛时我向评委

承诺的那样，“文都”最大限度激起了海内外

3000 万泉州人的爱国心与民族情。一年间，海

内外泉商捐资 3000 万元设立了“泉州南音南戏

发展基金”，泉籍异地商会募捐 6000 多万元设

立了“泉州当代艺术馆基金”，其他各种海内外

捐款超过 1亿元……

九、双管齐下，开启“文都”“海丝”
互动的崭新尝试

“文都”建设渐入佳境，我们的思考也逐步深入。

当今世界，经济与文化交融的趋势日益明

显，文化已经成为区域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

一。我认为，东亚文化之都建设，正是带动区

域发展重要的动力源和助推器，更是以文化促

开放的历史契机。

泉州是幸运的。当前适逢国家大力推行

“一带一路”战略，在历史与现实的坐标上，泉州

横向是中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纵向则是联

合国在中国唯一认定的“海丝起点”。把呼应国

家战略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

与“文都”建设巧妙交融，我们顺势开启了“文都”

与“海丝”互为平台、互相促进的崭新尝试。

一个典型例子是：泉州今年两度前往法国巴

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以“海上丝路”唯一代

表城市的身份，举办了“丝绸之路与创意城市”展

览和“中国一日·重返泉州”系列活动，不仅弘扬了

“海丝”文化，更向世界推介了东亚文化之都。

接下来，由中国国际商会、中国贸促会、中

国品牌促进会主办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国际

品牌博览会”月底在泉州举行。而在文化部“中

国——东盟文化交流年”活动方案中，来自泉州

的活动占据四席，数量居全国设区市之首。

文化与经济的潜移默化、良性循环，更推

动着城市向前发展。全市经济总量今年又将

迈上新台阶，并已连续第 15 年排列全省首位。

更多领域的经贸合作正“借船出海”：前三季度，

泉州外经贸各主要指标均高于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全市外贸总额达 234.7亿美元，居全省第

二；新批外资企业 94 家，合同外资额 12.5 亿美

元，比增四成左右；泉州纳入省“三维项目”动态

系统的外企对接项目在库项目数、总投资及今

年实际完成投资三项指标均居全省首位。此

外，前9个月，泉州还新增23家企业赴境外投资，

投资额达4444万美元，比增达2394.34%。

未来，我们期待充当“东亚文化之都”和建

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双重先行者，打造

一艘世界级和国际化的文化航母。

十、世人见证，城市品牌内涵不断
丰富

“文都”建设，也让我对城市内在有了更深

的认识。

在接受央视及凤凰卫视采访时，我曾以

“四个泉州”和“七个都”重新阐释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的崭新内涵。

“四个泉州”：一是有 836 万人口的“本土泉

州”；二是分布于 120 多个国家、泉籍侨亲人数

达 900 多万的“海外泉州”；三是海峡对岸的台

湾，与泉州血脉相连、五缘相通，有着 900 万泉

籍台胞的“对岸泉州”；四是闯荡于全国各地，

建起 192个异地商会、人数达 200多万的异地泉

商，构成了“异地泉州”。

“七个都”包含了：德化瓷都，安溪茶都，晋

江鞋都，石狮衣都，惠安、南安的石都，以及永

春香都。这些扎根县域经济的特色之都，共同

构成了“东亚文化之都”的强筋健骨。

如今，它们经过“文都”与“海丝”的双重发

酵，已然融合为泉州城市的金字招牌。借此，

泉州也得以承办更高端的国际性活动，同更多

一流城市对话。6 月，泉州首次承办国家级国

际会议——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城市论坛，并倡

议建立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城市联盟”。

不 仅 是 国 际 交 往 平 台 的 升 级 ，作 为“ 文

都”，泉州也被前所未有地瞩目。日韩主流媒

体对泉州活动年进行了全方位播报；马来西

亚、丹麦、塞尔维亚、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南

非、土耳其八国城市先后举办泉州图片世界巡

回展，有力扩大了“文都”影响力。

国内官方部门和权威媒体同样将我们作

为文化建设与“海丝”先行的桥头堡。由中宣

部立项，国侨办、中新社主办的“新世纪丝绸之

路经济论坛”和“丝绸之路华媒万里行”活动选

择在泉州扬帆起航；人民网“行走新丝路”大型

跨国全媒体报道活动，将泉州作为海上丝路起

点城市，与北京、西安三地同时启动……

当前，全省上下正积极贯彻习总书记来闽

视察重要讲话精神，抢抓中央支持福建加快发

展的大好机遇。当中，“东亚文化之都”和“海

丝”先行区建设正是泉州“勇担当、打头阵、走

前列”的双轮驱动，我们将把二者带来的城市

品牌知名度转化为实际效益，全力推动科学发

展、跨越发展。

十一、打造文化城市践行国际合
作的出色范本

年终收官之际，我深深地意识到，泉州的“文

都”实践，不仅披拂着历史光辉，辐射着“海丝”空

间，更值得打造成一个永不落幕的文化平台。

日前，“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暨东亚

文化之都·2014 泉州丝海扬帆嘉年华系列活

动，呈现在四海来宾前，让“文都节奏”与“海丝

时间”交相辉映、同频共振。

明年，亚洲艺术节已向泉州伸出橄榄枝，

标志着泉州将开启促进亚洲艺术发展繁荣、合

作交流的使命之旅。

面向未来，“欧洲文化之都”“阿拉伯文化

之都”纷纷主动提出与泉州建立交流常态机

制，延续“文都”的生命力。

如同千年前成为古老中国眺望世界的窗口

那样，今天的我们，由衷期盼未来的泉州，也将建

设成为现代化中国通往世界的一道亮丽出口，成

就一个文化城市践行国际合作的出色范本。

我们的“东亚文化之都”
黄少萍（中共泉州市委书记）

后 记

愿每个泉州人心里都有一座“我的东

亚文化之都”。

东亚文化之都·2014泉州活动年即将

画上句号，但“文都”牵起的东亚友谊不会

磨灭，“文都”留下的泉州故事还将续写。

此刻，我最想说声感谢！

感谢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积淀、厚

重底蕴，感谢多年来全市人民对文化的

坚守与付出，感谢历届党委政府对文化

的传承与呵护，感谢每一位“文都”建设

者的努力与奉献——你们是“文都”最大

的功臣。

感谢角逐“文都”这份经历。它教会

我们，只要真心热爱这座城市，只要坚持

不懈勇于进取，就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就能在争取项目时、直面发展时，抓住每

一丝机会，为泉州出力。

感谢打造“文都”这一年的实践，它开

启了泉州以文兴城、以文惠民的又一扇

门，让我们触摸了文化的强大生命力，让

我们看到文化催生出的无限可能。

以《我们的“东亚文化之都”》为题，我

想这既是一缕珍贵回忆，更是一份浓浓期

待，期待这份属于海内外 3000万泉州人的

荣誉，持续发光、惠民惠心；期待所有泉州

人，都能成为建设“文都”、见证“文都”的

主人翁，都能由衷地说一声——这是我的

“东亚文化之都”！

海丝国际艺术节开幕式 陈英杰 摄 市区西街“大麦仓”文化空间里，亚洲最大罐体裸眼 3D 灯光秀如期上演。 陈英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