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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音乐文化对提升湛江副中心城市软实力研究 

陈柳江 

湛江科技学院  524094 

摘  要：城市软实力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创新力、城市营销、城市和谐社会建设等软实力，彰显了一

个城市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随着湛江省域副中心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内涵建设成为湛江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着重

从音乐文化对提升湛江城市软实力的作用，以及发展湛江城市音乐文化对提升湛江城市软实力发展设想两方面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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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是一定地区内政治、经济、群众思想等意识形态的总

和。音乐是城市文化的物化形式之一，城市音乐文化是在城市这个

特定的地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人们将精神、思想和情感物化为

声音载体，并把体现这个载体教化的、审美的、商业的功能作为手

段，通过组织化、职业化、经营化的方式，来实现对人类文明的继

承和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8]。城市软实力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

现，城市文化、城市形象、城市创新力、城市营销、城市和谐社会

建设等软实力，彰显了一个城市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2017

年 12 月 5 日，广东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

划（2017-2030 年）》的中期规划，规划中明文规定把珠海市、汕头

市、湛江市列为广东的省域副中心城市，这意味着湛江迎来了改革

开放以来，第二次大发展的机遇。随着湛江省域副中心城市经济的

快速发展，城市内涵建设成为湛江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音乐文化对提升湛江城市软实力的作用 

（一）有助于提升省域副中心城市整体文化内涵 

湛江虽是国家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但在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音乐文化作为湛江城市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鲜明、发展空间广阔。现抓住建设省域

副中心城市的的发展机遇，重新定位，打造湛江城市音乐文化品牌，

是弥补湛江城市文化建设中的文化内涵缺失的重要手段。 

城市音乐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湛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

新发展。音乐是一种国际语言符号，很多古老的音乐形式正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逐渐消亡，城市发展借助音乐文化历史彰显个性，不仅

可以树立城市形象，还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手段。湛江

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如湛江“雷歌”、“雷剧”、“傩舞”、

“飘色”、“人龙舞”等等均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国内赫赫有名，如

何将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非遗项目串联起来，打造湛江非遗品牌，

开发非遗文创产品，打造音乐艺术文化产业链，让湛江非遗音乐文

化既能发挥文化优势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有利于树立城市品牌、发展城市经济、激活城市创新力 

“城市软实力”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它彰显了一个城

市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水平，同时为提高城市竞争力、城市的

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我国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中，以音乐文化

符号打造城市软实力的先行例子是厦门市。湛江和厦门同属于改革

开放后第一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两个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经济

发展在全国乃至全省都较滞后，而厦门找到了一条用城市“音乐符

号”拉动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创新之路。湛江旅游资源丰富，海岛

众多，国家级非遗项目众多，特色生态、海鲜美食更是数不胜数，

群众艺术相对较繁荣，但缺少上规模上档次的文化对外交流窗口，

而目前湛江市正在打造的“华侨城欢乐海湾”文化项目，将弥补长

期以来湛江文化高地缺失的遗憾，相信“华侨城欢乐海湾”文化项

目的打造，对重新塑造湛江城市形象、树立城市品牌、发展城市经

济、激活城市创新力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三）有助于促进湛江社会和谐，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明需求。 

湛江地处雷州半岛，祖国大陆的最南端。在很长一段时间湛江

虽风景优美、物产丰富，但也曾是民风彪悍，走私猖獗，被形象地

称之为“文化沙漠”之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及各级政府对

教育的重视与投入，湛江的文化事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民间音乐

文化繁荣，高校众多，未来随着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发展，政府必然

加大对音乐文化产业的投入。发展市民音乐文化，打造教育高地，

有助于促进湛江社会和谐，满足城市居民精神文明需求，同时促进

湛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湛江城市营销，增强与其它城市的沟通力 

湛江作为海滨城市，滨海景观、历史文化景区、传统特色街区

等旅游资源丰富。将湛江特色音乐文化与旅游文化产业融合，不仅

可以提升景区知名度，扩大景区经济效应，而且可以增强湛江城市

沟通力，重塑城市形象、创新城市营销，从而提升湛江城市的软实

力。例如：2018 年 8 月湖南张家界黄龙音乐季，使张家界市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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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同比增长 18%。随着“文艺+互联网”、“文艺+城市化”、“文艺

+旅游”等新的消费模式不断出现，艺术产品在形态的多样性、市

场化，以及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各类古镇、古街、音乐节、戏剧节、艺术节等将成为演艺市场

发展的新趋势，以艺术节等形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将得到更

为广泛的复制。湛江音乐文化与城市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以此推

进城市营销、增强城市沟通力的探索，必然会不断深入。 

二、发展城市音乐文化对提升湛江城市软实力发展的设想 

（一）考察调研国内外知名音乐文化城市，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目前国内外通过发展音乐文化产业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成功

案例较多，如日本的东京，北京九棵松、北京乐谷、成都“东郊记

忆”、厦门鼓浪屿、云南、广西、哈尔滨、湖南张家界等多处地方。

对当地利用音乐文化带动旅游产业，提高地方财政收入的现象深有

感触，如成都“东郊记忆”主题公园、北京乐谷音乐产业园，云南

大理大型歌舞剧“云南印象”、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湘西印象”等

大型音乐类剧目的打造，都成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手

段，也成为了地方城市一张响亮的名片。湛江地处祖国大陆最南段，

得天独厚的海洋景观与半岛文化独具特色，是孕育本土音乐文化的

肥沃土壤。以上城市的成功经验，都可以为打造湛江特色音乐文化

产业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深入调研湛江本土音乐文化现状，找出亮点与特色 

对湛江市政府近年来的重大市政建设进行现场考察，如调研南

极村、罗岗小镇、赤坎老街、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村及正在大力开

发打造的金沙湾华侨城欢乐海洋文化旅游地，将这些现有资源与其

它音乐文化带动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进行比对研究，找到打造湛江

城市音乐产业的亮点与特色。从城市音乐文化外显形象与内涵建设

两方面着手打造湛江城市音乐文化品牌城市音乐文化品牌打造，主

要从两个方面的着手：一是从湛江城市音乐文化的外显，二是城市

音乐文化的内涵。城市音乐文化的外显，具体表现形式如：音乐厅、

音乐文化中心、音乐雕塑等音乐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各种形式的

音乐文化活动，如音乐节、社区音乐活动等。城市音乐文化的内涵

发展，除了提高湛江市民音乐文化素质和修养外，还需凝练雷州半

岛音乐文化，梳理优质音乐文化资源，形成资源库，同时汇总湛江

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雷歌、姑娘歌、雷剧、人龙舞等，将

其有效串联，开发打造成湛江本土音乐文化特色品牌。 

（三）借助已有资源，制造联动效应，协同发展 

借助已有资源，发挥赤坎老街、古商埠、特呈岛、金沙湾酒吧

街、华侨城欢乐海湾音乐厅、歌剧院等特色地段优势，打造“文艺

+互联网”、“文艺+城市化”、“文艺+旅游”等多种形式的文旅线路

与形式，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从而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协同

发展。 

三、结语 

截止 2022 年，湛江已有龙舞（湛江人龙舞）、狮舞（广东醒狮）、

石雕（雷州石狗）、飘色（吴川飘色）、傩舞（湛江傩舞）、雷州歌、

雷剧、粤剧（吴川粤剧南派艺术）、木偶戏（湛江木偶戏）等九个

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九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有八项与湛江音乐文化相关。与此同时，2021 年湛江欢乐

海湾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被列为“十四五”广东省文化和旅游重大

工程项目，欢乐海湾致力打造成为集文化艺术、商业娱乐、休闲度

假、社区生活于一体的都市海湾文化艺术高地。欢乐海湾的核心项

目—湛江文化中心三馆由大剧院含多功能小剧场、专题博物馆及美

术馆构成，其中湛江欢乐海湾大剧院可满足歌剧、舞剧、音乐剧、

话剧、戏曲等大型综合文艺表演，同时可兼顾大型交响乐演出使用

要求。大剧院包含小剧场区域，能满足小型话剧、儿童剧、电子音

乐会、影像展映等多类型的中小型演出和排练功能，以及各类艺术

和商业活动。巢已铸，凤将腾，期待不久的将来，湛江的城市音乐

文化内涵有更丰富、更多样性的发展，形成有创意的、辨识度鲜明

的城市音乐文化代表性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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