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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作为一种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城市重大事件，不仅提高了城市经

济、基础设施等硬件水平，也有助于提升城市形象、核心价值等文化软实力水平。广州作为 2010
年亚运会的举办城市，承办这种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对于推动广州市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

展，促进“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核心价值，丰富完善城市形象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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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ajor city event with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influence, a big international sports event not only 

optimizes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hardware as city economy, functions and basic facilities, but also helps to en-

hance the performance of such cultural soft strengths as city image and core value. The hosting of such an interna-

tional sports event by Guangzhou as the city hosting Asian Games 2010 is provided with important meaning in and 

influence on boosting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and exotic cultures, increasing the core 

value of “people orientated” city culture, as well as enriching and perfecting city image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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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是指一个

国家或地区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城市文

化软实力是在软实力概念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它涵盖了城市文化和软实力两个概念的内容，但并不

是两者的简单叠加[1]。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整体实力

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它直接影响城市的竞争力、

影响力及发展模式。因为一个城市所蕴含的区域文化

既是经济发展的窗口和品牌，又是招商引资和旅游等

产业发展的基础。所以，城市的文化底蕴、核心价值、

群众素质，便逐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软环境。

如何抓住当前国家对增强文化软实力高度重视的机

遇，大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

发展相适应从而增强核心竞争力，是城市未来发展的

重要命题。 

当前的一些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已经成为各承办城

市的重大事件，并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不仅拉动了城

市或地区经济、生态环境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城市

的国际知名度，树立了城市品牌，改善了城市人文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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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了城市的声誉和吸引力。因此从城市事件触媒视角

研究城市文化软实力对于促进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与城

市的双向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1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城市事件触媒效应 
城市事件触媒是城市触媒理论的延展，其中的“城

市事件”主要是指城市重大节事，而非地震、恐怖袭

击等恶性事件。在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城市事件中，

影响 大的重大节事当属影响力和品牌效应较大的奥

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以及世博会等。

城市事件本质是城市触媒体，它不是一个建筑实物，

而是一个事件，并以该事件为触媒源头，为城市带来

相应的强烈、具有延续性的变化[2]。事实表明，作为重

大城市事件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有助于城市功能及城

市发展阶段的双重跨越，如北京以奥运会为“触媒体”

产生触媒效应，加速了城市的硬件升级与功能提升，

使城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在文化软实力方面，国

际大型体育赛事的触媒效应体现在有助于城市文化核

心价值观的更新完善，有助于增强城市与外界文化交

往的能力，有助于传播区域特色文化与吸纳外来先进

文化，有助于提升群众的整体素质，推进城市的精神

文明建设，为举办国家和城市的文化、环境和体育结

构留下有益的烙印[3]。城市文化软实力与国家文化软实

力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国家的层面看，文化软实力更

为注重的是意识形态、主流价值、文化认同、民族文化

的传播。从城市层面看，文化软实力是指这座城市文化

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城市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

系统，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存在多种观点：如有研究将指

标定为文化核心价值水平、城市制度健全程度、城市政

府管理效率及创新、城市国际化水平、城市文化中心影

响力[4]等；有些则定为城市形象、自然人文环境、人口

素质、文化传承与交融等[5]。通过对相关文献所选取指

标的共性的分析，本研究将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要素

确定为城市文化发展模式、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城市

形象文化，并以这些要素为基础，从城市触媒的角度研

究 2010 年亚运会对广州文化软实力的影响。 

 

2  亚运会对广州城市文化发展模式的影响 
广州的文化资源具有综合性的特色，与国内外知

名城市相比并不逊色。广州的文化建设滞后，既不是

文化资源贫乏，也不是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而是在于“醒早迟起”，缺乏实践[6]。2010 年亚运会为

加速推进广州的城市文化发展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动力

支持，这种动力作用主要体现在：国际大型体育赛事

是民族文化交融的有效载体和推进民族文化国际化进

程的途径。当前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文化交融载体之特

征，并不仅仅表现在体育文化的交融上，从高新科技

到民族服饰文化和饮食文化等等，均可在国际大型体

育赛事的筹备和举办期间得到有效的交融[7]。广州作为

历史文化古城，传统文化精神与遗产资源非常丰富，

但改革开放后引入的现代文化与广州本土、传统的文

化资源融合不够。因此 2010 年亚运会正是发掘与利用

传统与现代，本土、地方、区域和外来文化资源的良

好“触媒体”，其“触媒效应”加快了广州对自身文化

发展观念更新的脚步。亚运会开闭幕式“立足中华文

化，融合亚洲文化，彰显岭南文化，体现亚洲多元文

化融合与创造”的理念正是广州在保留传统文化特色

的基础上积极更新自身文化发展观念的 好体现。同

时，亚运会也进一步使城市大众体育活动的氛围更加

浓厚以及相关体育文化产业更加繁荣，创新完善了广

州文化体系。在亚运会申办成功后，广州天河体育中

心充分利用这个良好的发展契机，积极地从非本体产

业经营为主到本体产业经营为主的转变，大力发展体

育产业，中心以体育活动、体育培训、群众体育锻炼

的门票销售为主的事业收入由 2005 年的 813 万元增至

2007 年的 1 238 万元，2008~2009 年进入中心的运动

人口日均达 9 700 余人次，节假日则达 15 000 人次，

全年超过 500 万人次，已经成为全市 大的全民健身

中心[8]。2010 年 7 月，广州颁布了《广州市全民健身

条例》，公示了百所向社会开放体育场所示范学校，规

定晚上及节假日向社会开放。同时还以亚运为契机，

形成了“万人健步行”、“夏季横渡珠江”、“秋季万人

登山”等全民健身品牌项目。通过这些活动的实施，

广州的体育产业和体育文化取得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的共赢。不仅体育产业增加值由 2002 年的 26 亿元

增长至 2009 年的 290 亿元。而且通过多项体育文化活

动的开展，公益性国民体质检测总体合格率为 90.9%，

比 2000 年增长了 12.9%。在亚运的影响下，运动已经

不再是广州人的简单口号，而是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生活方式。 

赛事的物质文化载体特质也有利于岭南文化中

“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优良传统与工业化、信息

化、生态化等先进文化在广州城市发展中的融合，如

奥体中心游泳馆主体造型既隐喻了广州“云山珠水”

的岭南文化、地理特征，又对主体育场“飘带”曲线

加以延续。同时通过科学设计，又满足了建筑的环保

需求，将现代科技文化与传统岭南文化汇聚一身。这

种“人文化”与“生态化”的融合正是广州探索城市

文化向现代化模式发展的目标，而亚运会在这个发展

过程中则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触媒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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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亚运会对广州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是对城市历史文化内涵和内

在本质的高度概括。一方面是对城市所处地域的文化

内涵和本质特征进行高度概括；另一方面是从时代的

高度，从符合时代要求的角度，对城市的文化事件进

行诠释。对城市的理解，一般是商业中心、金融中心、

交通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但更为重要的是，

城市是人们生活和发展的空间。人的需要和以人为出

发点是考虑城市一切问题的根本点，是城市文化的核

心价值观[9]。中国城市自 1949 年以来经历了政治城市、

经济城市、景观城市、到文化城市的 4 个阶段，前奥

运时代主要是经历了经济城市、景观城市的阶段。后

奥运时代，将是一个文化城市的时代[10]。在这种转型

的过程中，通过奥运会，“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核心

价值观正在北京、青岛等奥运城市逐步实现。对于打

造“将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与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结合起

来”的广州而言，亚运会是一个重要的“触媒体”。如

“亚运社区计划”的提出：将越秀区六榕街旧南海县

社区、广卫街都府社区、海珠区滨江街海景社区、天

河区龙洞街中南社区等 8 个社区定为“亚运社区”，这

不仅改善了社区环境、传播了亚运知识，激发了社区

居民对亚运的参与积极性，同时也保留了社区文化底

蕴，弘扬了岭南古城的文化。在注重这些文化的同时，

也强调生态文明的建设，如荔湾区充分挖掘该区的人

文底蕴和百里河涌的自然生态资源，建设荔湾水秀花

香生态文化区。主要包括大沙河文化生态示范区、花

地河岭南特色风情街、五眼桥通福秀水生态休闲带、

葵蓬生态公园、西塱湿地公园等，这些都是强调生态

与文化并重的举措。广州在城市建设中也强调“以人

为本”：扩建公共交通系统、构建城市景观与市民休闲

场所一体的绿化空间，建设与修缮能展示城市文化的实

体，注重针对残障人士的基础设施修建。由此可见，文

化与生态的主题在城市建设、遗产保护、社区改善上的

嵌入，正是“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核心价值观在广州

的具体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以人为本”是未来城

市的发展趋势，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作为城市重要节事

的亚运会对广州的推动力和触媒作用显而易见。 

 

4  亚运会对广州城市形象文化的影响 
城市形象是外部和内部公众对一个城市的总体判

断和评价。主要包括居民素质形象、城市文化符号以

及文化影响力[11]。首先，亚运会是一项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国际体育赛事。借助亚运会，不但能够进一步推

动广州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提升市民文明、礼貌、

卫生等素质，更重要的是促使专业志愿服务体系在城

市的扎根与发展，这正是大型体育赛事留给举办城市

的主要精神遗产之一。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服务精神

与素质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广州 2010 亚运会共招募了 6 万名赛会志愿者，60 万

名城市志愿者为来自亚洲 45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 000

多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6 300 名国际和亚洲单项体育

组织技术官员，近万名媒体人员、近 2 000 名亚奥理

事会成员提供志愿服务，本届亚运会的志愿者基本来

源于广州各高校，年龄分布在 18~25 岁，被昵称为“绿

羊羊一代”，他们在亚运会、亚残会中的优异表现受到

了认可与赞扬，被认为是展现新时代广州城市形象文

化的标志。亚运会后，广州的志愿者组织体系更为完

善，相关工作开展的也更加专业，据统计目前广州市

注册志愿者总数超过 110 万人，志愿服务队 1 536 支，

志愿服务基地 634 个，志愿服务站 1 139 个，纳入统

计的志愿服务累计 4.3 亿小时，每周末约 6.3 万志愿者

活跃在城市各处，提供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如今，

通过亚运会志愿者的影响和宣传，志愿服务已经成为

广州的新时尚，“志愿者情结”与其他许多的优良传统

一起，共同构成新时代的“广州人精神”，愈发的彰显

广州的城市文明形象。 

其次，亚运会是广州向世界展现自己的绝佳平台，

也是提升地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窗口，对加强岭南文

化的保留与宣传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百年来岭南文

化通过广东地区扩散到了世界各地，骑楼建筑在东南

亚各国处处可见，粤语成为了海外华人社区的主要语

言之一，传统体育如舞龙、舞狮、南拳等也传播甚广。

但这些传统岭南文化只是广州城市形象文化的一部

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还需要对城市形象文化

进行包装、丰富、创新，以进一步增强对外的辐射和

集聚能力。所以亚运会的举办不仅能进一步提升广州

的对外开放意识与能力，同时也将“务实、兼容、平

和、开放”的岭南传统人文精神与“敢为人先、奋发

向上、团结友爱、自强不息”的新时期广州城市精神

有机结合，向世界全面展现广州的城市形象文化。因

此，随着中国与世界接触的日益频繁，广州这个地处

华南的都市将被外界所关注，另外通过亚运会这样的

重大城市事件，市民的素质得到重要提升，城市传统

文化与精神得以保留、扩散、创新、丰富， 终促使

城市形象文化得到新的发展与升华。 

 

5  亚运会对广州城市文化软实力影响的作

用过程 
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从申办、运作到实现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这同样也是城市事件的作用过程。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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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触媒理论中对城市事件触媒作用过程的分析，本

研究将亚运会对广州城市文化软实力的触媒作用过程

分为 3 个阶段，即：准备阶段、释放阶段和后续阶段。 

准备阶段一般是指从赛事申办到举办前的时期。

在此期间，为了能保证赛事的成功申办与举办，城市

将在各方面进行广泛的筹备工作。除了在基建、经济

等“硬实力”指标的筹备工作需要加大力度外，城市

文化建设也同样重要。2003 至 2007 年，广州地区的

各类文化设施建设项目共 25 个，总投资额约 107 亿元。

其中除省投资建设项目之外，市投资建设项目 21 个，

总投资额约 73.2 亿元[12]。此外，也开展了一系列以亚

运为主题的前期宣传活动，如包括“唱响亚运”、“亚

运天使”礼仪志愿者选拔大赛、亚洲青少年特别才艺

比赛等活动，这为亚运会期间广州城市文化的展现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释放阶段一般指赛时期间，通常国

际大型赛事持续时间大约为 15~30 天左右，这段时间

是赛事触媒作用集中释放的阶段，城市将在这个时期

进行全面的展示。广州在亚运会赛时期间举办了多种

有利于文化宣传与交融的文体活动，全面展现广州的

地域文化魅力和多元文化的交流。这些文化活动既强

调了对岭南文化的推广和多元文化的交流，也强调公

众的参与性。从 2010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月 19 日的亚

运、亚残运会期间，有来自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 000

多名演员在 17 个场馆连续表演 317 场，同时在广州各

地举办了 79 场展会及多项大型文化活动，在亚运城运

动员和记者生活中心区，共有 1 200 多名演员带来了

400 余场节目。本届亚运会除了展示民族、地域的历

史文化外，也形成了文化交汇、促进亚运竞赛运行的

新模式，提供了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广州的

重要平台。后续阶段一般是指在赛事结束后的时期，

这个时期相对较长，如何保留赛事的文化遗产，使其

产生延续影响作用是这个阶段的重点。虽然奥运会为

各举办城市都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但并非每一个

城市都能利用好。广州应当吸取经验教训，将亚运文

化遗产合理继承与转化，以促进城市文化软实力水平

的进一步提升。 

 

    当一个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注重文化

传承与发展、科技创新、人文与自然环境优化等文化

软实力的建设，以促使城市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奥运

会、亚运会对提升举办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实例证明了

具有触媒作用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是这个发展过程的

重要推动力。2010 亚运会是广州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

好契机，把握及充分发挥该赛事的触媒作用，保留与

继承亚运的物质与文化遗产，必将使广州的城市文化

软实力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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