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文化年鉴的编纂实践探索
———对《杭州文化年鉴》的考察

高　 丹　 张美虎∗①

摘　 要　 在全国年鉴编纂事业繁荣发展的今天，无论综合年鉴还是专业年鉴的出版

量都不胜枚举，但专业年鉴中文化年鉴的出版数量却屈指可数，研究文化年鉴的文

章更是鲜有出现。 《杭州文化年鉴》的编纂实践，回答了城市是否要编文化年鉴、如
何编城市文化年鉴、城市文化年鉴的特色和品位如何体现等问题。 因为编纂文化年

鉴是一个文化城市的历史使命，城市文化年鉴对年鉴体例、行业特点、资料层次有一

定的特定要求，它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地方特色、时代特征等。 同时，在内

容文字、图照运用、装帧设计等三个方面也彰显出城市的品位。

关键词　 城市文化年鉴　 年鉴编纂　 年鉴研究　 杭州

据统计，“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我国已编纂出版 ３２ 种、７７０ 多部省级综合年鉴，３３８ 种、４３５０
多部地市级综合年鉴，２３００ 多种、１ 万多部县区级综合年鉴，以及包括军事、武警年鉴在内

的近 ３０００ 种各级各类专业年鉴”①。 按以上数据计算，全国共编纂出版各级各类年鉴

５６００ 多种，其中专业年鉴的种数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 另据统计，“建国以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我国累计出版各级各类年鉴 ６１７１ 种……全国性专业（行业）年鉴 ９３３ 种……地方专

业（行业）年鉴 １４７８ 种”②。 按以上数据计算，地方专业（行业）年鉴占到了全国各级专业

（行业）年鉴出版总量（２４１１ 种）的六成以上。 可见，地方专业（行业）年鉴的数量在各类年

鉴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但是其中以文化为主体的年鉴数量却并不是很多。
目前所能见到的在编或曾编的文化年鉴（不包含各级文化产业年鉴、文化遗产年鉴、

文化类统计年鉴以及企业文化年鉴、佛教文化年鉴等），国家层面的有文化部主办的《中国

文化年鉴》，省级的有《上海文化年鉴》《浙江文化年鉴》《江苏文化年鉴》《安徽文化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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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丹，女，浙江省杭州市人，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志处副处长、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史志

文化、中国古代史；张美虎，男，浙江省杭州市人，杭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市志处处长，主要研究方

向为志鉴编纂、地方文化。
《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指组字〔２０１６〕８ 号），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许家康：《地方年鉴编纂出版现状与展望》，第十五次全国地州区县年鉴研讨会，２０１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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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文化年鉴》《四川文化年鉴》《甘肃文化年鉴》《河南文物文化年鉴》《内蒙古宣传思

想文化年鉴》等，市级的有《南通文化年鉴》《宁波文化年鉴》《晋城文化年鉴》《佛山文化年

鉴》《临清文化年鉴》《福清市文化年鉴》等，但从数量上看，只是沧海一粟。
城市是否要编文化年鉴、如何编好文化年鉴，城市文化年鉴的特色和品位如何体现，

《杭州文化年鉴（２０１５）》的编纂实践可以对上述问题做一些粗浅的研究和探讨。

一、文化城市的历史使命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文化既是一个城市独一无二的印记，更是一个城市的精髓和灵

魂……文化盛而城市兴，城市兴而文化盛。”①杭州是一座“有文化”的城市。 她的精致和

谐、大气开放，不仅来源于“天工开物”所赐予的自然山水之美，更承载着由数千年人文历

史所铸造而成的人文精神。 杭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深厚，资源丰富。
改革开放以后，历届杭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特别是近年来相继做出建

设文化名城、建设“一名城、四强市”、实施软实力提升战略、建设学习型城市等重大决策部

署，着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三大体系”
建设，统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统筹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城市软实力、文化竞争力显著增强，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

础日益巩固，文化生活品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升，全国文化创意中心、
中国动漫之都等品牌逐步打响，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推进文化名城、文化强市建设奠

定了坚实基础。② 在杭州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的同时，文化力量已悄然

地开枝散叶，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正在形成更为雄厚扎实的“杭州软实力”。 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后，杭州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努力推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更是积累了许多新经验，取得了很多新成果，多项工作都走在全省、全国前

列，有的还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虽然地方综合年鉴中也有各个行业的年度资料，但其深度、专业度远远不及专业年

鉴。 专业年鉴“围绕‘专业’多视角、全方位地反映本行业工作全貌，是任何其他年鉴不可

取代的”③。 而作为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杭州，也是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还
是文化大省浙江之文化中心，天然地肩负着真实展现“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

杭州”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杭州历史和人民留存“堪存堪鉴”之记录的使命。 因

此，编纂《杭州文化年鉴》可以展示杭州文化事业成就、总结杭州文化发展经验、探索杭州

文化发展规律，正是对这一使命的最好实践，也是对地方综合年鉴的最好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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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敬泉、田进：《专业年鉴浅谈》，《沧桑》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二、城市文化年鉴的框架设计

框架设计是年鉴系统工程的起点，是年鉴的成书之本。 框架是全书的纲目，更是全书

整体内容的浓缩。 它的作用，一是贯彻年鉴的体例，二是框定年鉴的内容，三是明确信息

资料的归属和层次①，其作用举足轻重。

（一）城市文化年鉴的框架应符合年鉴体例

城市文化年鉴的框架设计，首先应该遵循年鉴体例。 年鉴体例是一系列年鉴编纂规

范的总称。 一般认为，从选题选材的角度看，综合年鉴的内容包括综合情况、动态信息、附
属资料和检索系统 ４ 个部分，且各部分应有较为合理的篇幅比例。 文化年鉴虽然属于专

业年鉴，但不同于统计年鉴和部分学术年鉴，其内容为可以铺陈横向记载的行业面，结构

上可以参照综合年鉴的设置方法。
以创刊较早、内容较为全面的《上海文化年鉴（２０１３）》②为例。 全书分设 ２３ 个部类，

起首“特载”“专文”，属于附属资料；其次为“上海文化概况”，即综合情况；再次为“精神文

明建设”等 １６ 个主体部类，主要收录年度动态信息；又次是“文化人物” “上海文化大事

记”“文献与附录”，仍为附属资料；最后设“索引”，与卷首“目录”一道，构成检索系统。
《杭州文化年鉴》③的框架设计参照了综合年鉴的设置方法，但在排列和归属上与《上

海文化年鉴》有所不同，有所创新。 全书分设 ２８ 个类目。 起首“特辑”，汇集动态信息精

华；次为“总述”，与其后每个类目中的“概述”分目一起构成综合情况部分；主体部分的动

态信息以“宣传”打头，以“区、县（市）文化”收尾，共有 ２１ 个类目；特设的“专题文化”与其

后的“文化人物”“大事记”“文选”“附录”一起同为附属资料；最后设“索引”，与卷首“中
英文目录”呼应，以备检索。

（二）城市文化年鉴的框架应反映行业特点

从本质上说，城市文化年鉴属于专业（行业）年鉴，它的框架应该反映行业特点。 这就

需要对“文化”的概念和范围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

释，“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

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④。 这里，“文化”的定义明确地偏重于精神上的产出。
《杭州文化年鉴（２０１５）》在框架设计中，不仅注意对文化专业（行业）特点的反映，还参考

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对于“地方综合年鉴”的定义，将记述范围扩展为以记述城市文化

行业、事业、产业发展为主，兼顾全市总体概况，以便于读者理解和查阅。 为此，在“总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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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康：《年鉴编纂入门与创新》，线装书局，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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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 ７ 版），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３７１ ～ １３７２
页。



中置“杭州概述”分目，简述杭州历史地理、气候资源以及年度人口区划和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情况。 负责记载动态信息的 ２２ 个类目（含“特辑”）的设置，
则结合杭州市宣传文化系统的工作实际和文化领域发展的特色亮点，紧紧围绕主题，极大

地丰富了文化专业（行业）的内涵。

（三）城市文化年鉴的框架应明确资料层次

“合理的层次设计，应该既能全面、深入反映事物，又能方便读者检索。”①年鉴框架设

计不仅要明确横向类目的设置和排列顺序，也要明确纵向类型和层次。 只有这样，撰稿单

位（撰稿人）、编辑们在组稿、撰稿和编稿过程中，才能清楚需要撰写的文稿在年鉴中的具

体位置、篇幅大小、隶属关系等。 如《上海文化年鉴（２０１３）》在其“编辑说明”中明确该书

采用分类编辑的方法，内容按部类—栏目—条目三级结构层次编排，“内容较多的条目另

加楷体字插题，便于进一步细分资料”②，对表格、图片的位置亦有说明。
《杭州文化年鉴》主题内容层次的设置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结构层次，主体内

容为条目体，部分内容为文章体或资料体。 在三级层次内，设随文图照、随文表格等内容，
并设与条目紧密相接的“资料”链接，便于兼顾当年度以前的文化发展背景和特色情况，使
部分条目内容既体现年度动态信息变化，又体现近年来该事物相关要点、亮点。

三、城市文化年鉴的特色体现

特色与个性是年鉴的精髓和灵魂。 专业年鉴要办出特色，就要“紧紧围绕打造品牌和

形成特色去组织和策划，围绕专业主体资料，开拓、延伸、丰富、完善”③。 作为文化年鉴，
首先应以文化为其特色体现之根本，而城市文化年鉴作为地方年鉴的一种更应充分体现

城市地域特色，同时亦要兼顾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之特色的体现。

（一）彰显主线，浓墨文化底蕴

文化年鉴复姓“文化”。 彰显文化主线，首要的是保证主要内容不遗漏、不缺失。 以

《宁波文化年鉴》④为例，主体版块中设“艺术生产与研究”“群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共图书馆”“文物保护与考古”“博物馆”“文化产业”“文化市场”“文化执法”“行政审

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与文化科技”“文化交流”“文化管理”１４ 个栏目，基本涵盖了宁

波市文化（行政）系统各项工作情况。 《杭州文化年鉴》主体部分扩展出“宣传”“精神文明

建设”“文化体制机制”“文学”“哲学·社会科学”“地方志”“档案”“文联”等与文化事业

发展密切相关的若干类目，显得更为全面和广泛。
至于文化底蕴，世人知晓杭州，皆因杭州历经千百年来锻造而成的文化烙印———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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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文化年鉴编委会编：《宁波文化年鉴（２０１４）》，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



间为轴的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以地理作纬的西湖文化、运河文化、
西溪文化，以物产而兴的茶文化、丝绸文化等。 《杭州文化年鉴》为此特设“专题文化”类
目，结合“文化人物”类目中对本籍和客籍的 ２４ 名杭州文艺顾问、５８ 名当代文化人物、３７
名历史文化人物的记述，共同展示出杭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梳理亮点，突出地方特色

地方特色指本地特有的、独有的或具有突出地位的事物，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
同我异”。 可以说，城市年鉴生命力的源泉即来自于地方特色。 城市文化年鉴不仅要突出

文化这一行业特色，更要突出所在城市这一地域特色。 因此，杭州的文化年鉴，以“杭州”
为记述中心，才能区别于其他文化年鉴。

突出杭州文化鲜明而丰富的地方特色，除前述以多种“专题文化”类型而反映的深厚

历史文脉外，更需要抓住为人民所关注的杭州文化热点以及发生在杭州的新兴文化现象

及事件。 通过梳理发现，杭州市在宣传文化方面成绩卓著。 比如，“最美现象”成为杭州城

市的“金字招牌”，“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经验在全国推广；国际动漫节成为世界

一流的动漫展会，文创产业竞争力和文博会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杭州发布”网络平台获全

国“十佳”，国内先进的舆情导控系统已经建成；随着西湖和中国大运河相继申遗成功，杭
州成为“双世遗”城市；杭州还加入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全球第五个、中国第一个“工
艺与民间艺术之都”；文艺精品连续三届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评选中获得佳绩，文艺院

团艺术水准和活动影响领先全省；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享誉全国，“美丽杭州”建设、农村

文化礼堂建设已见成效；方志、档案、文博、社科事业成果纷呈，杭报集团、文广集团、出版

集团和西泠印社等均有创新发展。 《杭州文化年鉴》记述这些成果并设置不同的层次和篇

幅加以反映，体现了当前杭州文化发展中的特色、强项和个性。

（三）把握节点，体现时代特征

年度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通常年鉴编纂以年度为时间范围展开记述，。 由于《杭州

文化年鉴（２０１５）》为新创编的年鉴，在遵循年度性要求的前提下，除以 ２０１４ 年度作为全书

时间节点记述主体内容外，又通过“卷首”“特辑”“总述”“概述”“概况”“大事记”“文选”
“附录”以及内文中的“资料”链接等不影响主体内容的部分，全面、客观地甄选和记述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杭州文化建设工作中的重大战略部署、重点工作品牌和重要工作成果。
准确把握时代潮流和历史脉搏是年鉴编纂的使命和责任。 《杭州文化年鉴》结合近年

来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发展的新思路和新趋势，设置“‘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网
络宣传管理”“文创产业园区”“新媒体”“数字出版”等分目，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网络新媒体和数字化、文化创意产业这些时代赋予文化行业的新特征。

四、城市文化年鉴的审美与品位

年鉴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这一定位要求年鉴应具有一定水准的文化品位。
城市文化年鉴作为文化类的专业年鉴，应该具有比一般综合性年鉴更高的文化品位。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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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城市文化年鉴的编纂中，要注意提高年鉴的审美。

（一）内容文字方面提高年鉴审美

年鉴的内容对年鉴质量起着决定性作用，这贯穿了一部年鉴从选题框架、资料甄选到

行文成书的全过程。 一般来说，“年鉴的主题立意越高远，有价值的材料越多，年鉴文化品

位也就越高”①。 关于框架设计前文已有表述，这里重点谈一下资料和行文上的审美

问题。
一部有品位的年鉴，资料要精挑细选。 以《杭州文化年鉴》为例，合成初稿时有一百六

十余万字，后经对条目以及人物等附属资料的筛选，形成目前含索引、目录等在内约一百

三十万字的规模。 如卷首第一个类目———“特辑”中，原有分目近 ２０ 个，编纂过程中经过

筛选，最终留下 １１ 个，均为近年来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杭州文化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经典案

例、精彩内容，使之成为全书的重中之重。 又如“区、县（市）文化”类目，因杭州文化发展

在地域上较为均衡和全面，以全市角度来衡量，仍进行较大的精筛。
一部有品位的年鉴，行文要精雕细琢。 要讲求文风上的简洁、朴实，力求达到言简意

赅，突出年鉴的信息量。 《杭州文化年鉴》在组稿阶段，编制《编纂细则》和《条目编辑样

本》向每个供稿单位发放，以明确行文规范。 组稿后依靠认真负责、经验丰富的编辑队伍

对文稿进行修改和校订。

（二）图照运用方面提高年鉴审美

图照是年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年鉴体裁之一，它可以形象、直观地反映年鉴所规定

的内容，其功能是文字所不能替代的。② 尤其文化本身便具有多姿多彩的特征，“如果仅

仅用语言文字对文化现象做平面介绍，并不能真正展示文化的丰富特色和其所具有的信

息特点”③。 图照恰能增强对读者的视觉冲击力，能直观、生动地反映出文化的多样风貌，
增加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杭州文化年鉴》共收入卷首彩页图照 ４８ 幅、随文图照 １６０ 幅。 照片收集方面，尽量

减少会议类、领导的照片，注意增加事件性、群众性的照片外，卷首彩页中特别精选出一组

画质精美、表现力强又具有代表性的照片，分为“美丽杭州”“文明杭州”“文艺杭州”“文创

杭州”“动漫杭州”“世遗杭州”“非遗杭州”７ 个板块，从不同角度诠释杭州城市文化。 图

片方面，除《杭州市地图》外，特别收入代表古代杭州的《南宋皇城图》局部和代表现代杭

州的《西湖全景图》（以照作图），展示杭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城市文明飞速发展

情况；插页 ２ 幅《杭州文化地图》从市区、县市两个视角，全面展示了全市主要的文化资源

情况，清晰形象地标注人文景点、文保单位、博物馆、纪念馆（故居）、遗址、老字号、寺庙

（庵）、亭、塔、名人墓以及文化场馆、文化团体、文教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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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文化底蕴与年鉴品位》，《年鉴论坛》（第五辑），长城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０８ 页。
吕志毅：《图照在地方年鉴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蒋皓：《文化年鉴的创新实践与思考》，《年鉴信息与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三）装帧设计方面提高年鉴审美

装帧指书籍的结构形式及其外观形态，其效果直接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 年鉴要

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离不开形式美的衬托，也离不开装帧设计上的审美标准，具体

表现为鉴赏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封面设计是决定整个装帧设计成败的关键。① 年鉴的封面不仅要起到保护、美化、装

饰书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要承载书籍形象，反映年鉴内容，进而展示地方特色。② 《杭州

文化年鉴（２０１５）》采用大 １６ 开精装本。 封面经过特别设计，以杭州的城市色即全书的主

色———青灰为底，将西湖山水的抽象图案和特种纸的肌理相融合，采用烫印、激凸的现代

工艺，展现书名等信息。 书脊以国画家吴一峰的作品《平湖秋月》局部做真丝彩绘，呈圆脊

装裱，封底加印杭州城标，前后环衬以“杭”字局部加入山水元素，扉页及内文书眉均饰以

抽象的西湖山水、雷锋塔和三潭印月形象，与封面相呼应。 类目之间以不同颜色、不同插

画的辑封相隔，又与每一类目的书眉相呼应，使得整本书既有浓郁的杭州历史文化名城的

传统韵味，又充满杭州创新活力之城的时尚与生机。 卷首彩页在地图之后、照片之前设置

了工笔精致、用色鲜丽的《南宋皇城图》，尽显古代杭城的辉煌。 将该图向左右两侧翻开，
是连续 ４ 页的现代摄影作品《西湖全景图》，有穿越文化千年的强烈冲击感。

五、结语

文化如空气雨露，润物无声，是长期浸润和催放一个城市精神之花的基液，是一个城

市软实力的最重要内涵。 而城市文化年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城市文化的文字化、图像化，
并由此成为体现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特别是思想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③对一个城市和城市的人民来说，文化同样是其灵

魂所在。 从这个角度而言，一部框架合理、特色鲜明、品位上乘的城市文化年鉴，既能够成

为城市和城市人民灵魂的一个安放之地，也能为城市和城市人民的文化行为和文化历史

留下永恒的记忆，值得各地各城市依据自身条件和情况着手开展编纂及优化工作。

责任编辑：冷晓玲　 杨卓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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