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目标、区域特色及规划建议

[编者按] 长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标志性象征。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对于充分开发长江的历

史文化资源，激活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丰富完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具

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为了推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这一重大文化工程的规划实施，本刊特邀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傅才武院长撰文，以规划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

（试验）区为切入点进行研究，以期深刻认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目标，在国家需求和区域特

色交叉中定位湖北的创造性作为，在落实国家文化战略的过程中体现湖北担当。

[摘 要]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当前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过程

中，要通过确立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象征、打造中华文化的超级IP，实现强化中华文化的对

内凝聚力和对外传播力、影响力，创新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情感叙事结构和“地理媒介”能力的国家

目标。针对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存在的跨行政层级和艺术产业门类的超大体量文化空间如何管理

运营、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与事权如何划分、与已有的文化旅游战略之间如何统筹等痛点、难点问

题，基于湖北特有的“千里江山、楚天画卷”人文地理特色、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交流对话的区域

性比较优势等定位湖北的创造性作为。具体建设过程中需做到理论研究先于文本规划，以及实施作为

先行区的项目规划，如建设长江国家博物馆，打造世界级“长江文明之心”武汉旅游目的地，建设武汉·

世界大河对话论坛会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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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当前我国规划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2019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2020年9月，全国政协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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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情况”为题，召开第十七次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百余位

全国政协委员和相关部委同志参会；2021年8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长城国家文

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2022年1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宣布，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涉及上海、江苏、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共13个省区市。根据长城、长征、

大运河、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前期经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将会形成核心区、次核心区和相对边

缘区，核心区、中心段位的品牌和名誉将会成为湖北等沿江省市高度关注的焦点。

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国家目标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文化战略工程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

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这其中就内含了国家目标。

（一）通过确立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标志性符号象征，强化中华文化的对内凝聚力和对外传播力、影响

力

与西欧北美民族认同型国家和中东宗教认同型国家不同，中国具有以历史文化传统为核心的文化认同

型国家属性。其国家文化软实力（即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来源于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而民族

文化符号和象征体系的建立，是提升文化认同和增加文化自信的基础工程。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文化领域的基础工程。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世界中，一国的国民要形成对国家的

认同，首要条件是必须寻找并定位一种“具有独特性的共同性”，而不能被淹没在同质化和共享性的一

般性特征之中。但这是异常困难的。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就拥有这种“符号识别”的独特功能：以长城、

黄河、长江为轴线，向西联接丝绸之路，向北联接蒙古高原，向南联接江南水乡。在中国东部，以大

运河联通长江稻作区与黄河麦作区。国家文化公园通过彰显中华文化的总体特征而提供一种总体性把

握方式，架起强化国民文化身份认同的通道。

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为例。梁启超认为，中国“过去历史之大部分，实不外黄河扬子江两民族竞争之舞

台也”[1]

。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文明”不同，中华五千年文明可以概括为“（长）江（黄）河互济”驱动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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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两河文明”——以“江河互济”为内在动力，以“两条对角线运动”（即西北——东南文明交流对角线和

瑷珲——腾冲经济地理对角线）为表征的文化结构系统。这也是我们深入理解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

，以“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核心内涵所在。

（二）通过打造中华文化的超级IP，创新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情感叙事结构和“地理媒介”能力

从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年鉴学派开始，西方学界开始关注历史上的情感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重

新解释历史事件中情感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提出并非只有理性，情感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立，建构了一种独特的情感叙事结构。它利用“事件、功能、插曲、主题、状态、核

心、行动和空间”等来描述事件境况和历史场景，借以联通表层故事背后的深层结构——族群和国家的

精神文化状貌和核心价值观，一定程度上让这些沉淀在族群共同体中无时间性的深层结构，在国家文

化公园叙事（如文化旅游线、城市景观轴线等）中得以展现。

长江、黄河、长征、大运河、长城均为富含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记忆的场所或地点，这

些具体的文化空间具有延伸历史轴线、增强历史信度、丰富历史内涵、活化历史场景的独特作用，具

有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的“地理媒介”能力。

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化时代，对湖北和武汉来说，长江是全球顶级的地理传播媒介。地理空间不仅仅

是旅游载体，而且在数字技术时代更具有传播媒介的功能。作为地理传播媒介的长江，对湖北和武汉

文化旅游品牌的形象塑造和对外宣传能够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长江干流流经湖北省达1061公里，构

建了湖北的生态基底、文化根基和经济形态。武汉“两江三镇”的文化地理格局，“水、中、通”的三大

比较优势，天然地形成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核心腹地。

二、在国家需求和区域特色交叉中定位湖北的创造性作为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针对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找准创新方向，要从湖北的人文

地理特色入手发掘区域性优势，即在国家需求与区域特点的交叉定位中体现出湖北亮点。

（一）针对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定位创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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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19年以来，在各省负责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中逐渐形成重点段落、核心项目，探索形成了一定

的经验，但也发现存在如下问题和难题：

1. 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种与美国国家公园和欧洲文化线路既有理念联系又有内涵区别的“大结构叙事”，

既超越了省—市—县—乡的层级壁垒，又跨越了不同文化艺术门类和产业门类的类型区隔。超级体量

的公园（公共文化空间），文化领域历史上不曾有过，怎么管理和运营？

2. 国家目标（民族象征和代表性符号）与地方目标的既一致又不完全一致。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战略

安排，但却是地方实践，现在是“中央看地方，地方看中央”。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事权，技术层面上

怎样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49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0〕14号）都没有涉及。要推进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和

发展，下一步中央如何形成对地方的激励机制？

3. 近十年来实施的系列文化和旅游战略（项目），如大遗址公园、非遗文化生态实验区、全域旅游示

范区等，国家文化公园与这些文化和旅游战略（项目）之间是何种关系、在政策上如何协调？

（二）基于湖北特有的人文地理特色，找准区域性比较优势

在国家文化公园这种超级体量、涵盖多个省市的国家重大工程中，立足于区域特色、找准突破口是基

本方法。例如，在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江苏扬州规划建设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全流域、全

时段、全方位展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价值，占地20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一经建成亮相，

便轰动世界。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议中，河南规划建设“郑汴洛黄河文化国际旅游目的地”、黄河文

化博物馆群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郑州在黄河沿岸划出专用地块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每年举办“黄河文化月”。河南联动郑州、洛阳、开封，打造“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系列文化旅

游活动，并且向国家积极争取“世界古都论坛”与“世界大河文明论坛”落户郑州。

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地处长江中游、荆楚文化核心区的湖北，同样需要立足区域特色，彰显

比较优势。

1.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段的人文地理条件——“千里江山，楚天画卷”。长江西出武陵山区、长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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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进入江汉平原沃野千里，东出大别山南麓，跨越了中国地理的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省内流经干

流1061公里，再汇合汉江、清江等重要支流，自然地理地貌多样，文化多元厚重，历史文化名城、文

化遗产分布广泛，湖北最重要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均沿长江分布，如恩施、宜昌、荆州、咸宁、武汉、

鄂州、黄冈、黄石等，土苗文化、荆楚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武汉都市文化异彩纷呈，是一幅

全球罕见的和天然的“千里江山，楚天画卷”，应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战略背景下，系统规划、

整体规划，贯彻落实“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理念，重点建设湖北长江国际黄金文化旅游带，打造湖北

沿江生态经济和文化廊道，形成世界性的文旅品牌和长江旅游目的地。

2. 大河文明交流的影响力高地——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2015年武汉长江文明馆建成开放。

2017年以来武汉市先后完成了长江新区、长江文化主轴、长江文明之心的规划建设。2019年以来实施

了武汉江汉朝宗景区、长江灯光秀等重点项目，形成了全国的特色亮点。武汉市政府联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分别于2016、2018年连续举办两届国际“大河对话论坛”，2021年湖北省政府联合国家文物局

和中国社科院主办“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论坛”，均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先行区的规划思路和项目建议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要特别注重前期理论分析和项目支撑，尤其是在理论可行性和政策分析上要

考虑周全，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先行区的项目规划支撑。

（一）作为规划思路的理论、政策研究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战略的确立，本质上是文化认同型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战略因应和政策表达：“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

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

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2]

国家文化公园既是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性概念，又是“行业大结构”概念，涉及到新时代文化体制和旅游

行业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因此，既具有实践创新的要求，又有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创新的需求。

湖北既然确立了以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湖北先行试验区为目标，就必须要发挥先行示范的作用，在

实践创新（体现为规划文本和落地项目）之前，必须加强理论、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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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理论研究上，尤其要重点关注：（1）线性文化遗产本体的小范围保护与文化遗产整体生态区治

理问题；（2）国民身份认同体验与国家文化公园的符号表征问题；（3）国家文化公园的空间生产和

消费场景建构问题等。

在政策研究领域，尤其要重点关注：（1）已有世界文化遗产、重点文物、大遗址保护、非遗文化生

态区保护体系与国家文化公园体系的协同问题；（2）基于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之上的中央与

地方协同激励机制问题；（3）在“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原则下，国家文化公园的分段规划与国家总体

规划的协同问题等。

（二）作为先行区的项目规划支撑

围绕“以城市文化空间营造促进长江文明传承”，提出构建“战略性+普惠性”文化空间体系，积极谋划建

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段,谋划多层级、多类型文化战略功能区[3]。

1. 湖北省委省政府联合文化和旅游部、水利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文物局等共建中国长江国家博物馆

，先期谋划在武汉选址立项长江国家博物馆建设，同时向中央和国家部委提出报告，争取“长江国家博

物馆”命名。

2. 规划打造世界级“长江文明之心”武汉旅游目的地。以“江汉朝宗·两江四岸”为核心区，规划建设以南

岸咀为核心、3.5公里半径的“长江文明之心”，以南北向长江主轴、东西向山水人文绿轴带状连通，构

建“一心两轴，一桥两山，两江四岸，三镇鼎立”的空间发展格局，打造世界级长江文化景观和武汉名

片。构架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时空框架，即以空间上“两江三镇”，承载时序上的长江文明系列——早

期青铜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等完整系列。

3. 建设“武汉·世界大河对话论坛”永久会址，在原有基础上连续主办和提升“长江文明与大河文明对话

论坛”、长江文化旅游博览会等，将长江论坛和博览会打造成为湖北、武汉通往世界的形象窗口。

4. 联合武汉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等组建中国（武汉）长江文明高等研究院，作为支撑中国长江文化

旅游博览会和世界大河文明对话论坛的学术支持平台，推进长江文明走向世界。

5. 在武汉武昌东湖村和风光村规划建设珞珈文创聚集区，打造武汉版的“798”和“宽窄巷子”，建设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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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场景示范点。武昌东湖村和风光村具有独一无二的位置，紧挨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具有打

造全球文创产业园区和全国文旅消费场景的潜力。它可以将东湖绿道的文化和影响力的溢出价值（每

天100万人流量）收拢于文创园区，实现“空间的价值生产”，即让空间产生价值、催生传播媒介以扩大

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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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ject in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Yangtze River National Cultural Park includes establishing and spreading the

symbolic symbol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reating the super IP of Chinese culture,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l cohesion and external communication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exerting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world, and realizing the goal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s, including how to manage the cross-

industry super-large cultural space, how to divid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how to coordinate with the existing cultural tourism strategie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hould be based on the unique human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ubei province and fully reflect the worldwide advantages of Yangtze River

civilization. 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park

should be theoretical research before text planning, as well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planning of the pilot area, such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National Museum, to build

a world-class tourism center in Wuhan, the construction of Wuhan and the world river dialogue

forum.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y; changjiang national cultural park; region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confidence; geographical

me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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