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对欧盟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已经超过很多传统 的 经 济

部门。由于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 化 积 淀，欧 盟 的

影视、音乐、视频 游 戏 以 及 设 计 业 都 具 有 突 出 的 优 势。

文化创意产业对欧盟经济的间接贡献体现在对文 化 旅 游

业、信息产业等产业部门的推动作用以及对 传 统 产 业 增

加值的提升作用。现在以及未来，文化 创 意 产 业 与 信 息

产业之间将会形成更大程度的融合与相互 依 赖。如 何 在

国家和跨国家的政策层面上加以应对值得欧盟思考。

从政治角度 而 言，随 着 欧 盟 一 体 化 的 深 化 与 拓 展，

欧盟需要有 一 种 力 量 将 各 成 员 国 更 加 紧 密 地 联 系 在 一

起，形成 “欧洲公民”的身份认 同。虽 然 在 身 份 认 同 形

成过程中，经济和政治都扮演着重要 的 角 色，但 还 需 要

文化的参与，因为文化是一种能够促 进 社 会 融 合、增 强

公民自信心、提升公民归属感的强大力量。

从社会角度而言，文化创意产业在地区发展、复兴城

市及重塑城市空间结构的服务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加快

区域性中心城市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步伐等方面都具

有重要作用。欧盟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开始评选 “欧洲文

化之都”，很多欧洲城市开始着手创意城市的建设工作。

欧盟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存在 一 定 的 问 题，面 临

一些挑战，比如，劳动力跨国流动的障 碍 就 与 文 化 创 意

产业所要求的从业者自由流动原则 不 符。不 过，其 已 经

取得的成果 为 我 国 发 展 文 化 创 意 产 业 提 供 了 宝 贵 的 借

鉴，特别是欧盟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应定位于 内 容 的 独 特

性和不可复制性，为我国将中华文明内容注 入 文 化 创 意

产品当中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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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诗与哲学

李丽丽

沈阳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教师、哲学博士李丽丽在 《会饮中的诗与哲学》一文中指出：

诗与哲学之争起于柏拉图，终于柏拉图。前者是指 《理想 国》当 中，由 于 诗 扰 乱 了 人 自 身 的 统 一 性 和 城 邦 的 齐

一性，诗人遭到了城邦的驱逐。后者是在 《会饮》当中，我们 看 到 了 诗 与 戏 剧 的 手 法，用 一 个 令 人 瞩 目 的 打 嗝 隆 重

地推出了阿里斯托芬，并且从他的口中说 出 了 最 真 实、最 重 要 的 讲 辞，不 仅 诗 人 的 戏 剧 当 中 出 现 了 哲 学 家，而 且 哲

学家的对话当中出现了诗人，诗与哲学的融合 从 来 没 有 达 到 这 样 的 程 度。为 什 么 哲 学 需 要 诗 来 表 达 呢？这 是 因 为 诗

有不同于哲学的地方。第一，如果说诗与哲学是 服 侍 人 的 灵 魂 的 仆 人，那 么 诗 滋 润 的 是 灵 魂 当 中 代 表 激 情 的 部 分，

而哲学则是理智的仆人；第二，如果 说 诗、政 治 与 哲 学 是 相 互 联 系 的 话，那 么 比 起 哲 学 来，诗 更 了 解 政 治，更 能 在

政治当中苟活；第三，在表达自身 的 方 式———言 说 与 沉 默———上，诗 人 只 能 言 说，而 除 了 言 说，哲 学 家 还 可 以 选 择

沉默。尽管诗与哲学有许多不同，但诗与哲学并 非 没 有 共 性，否 则 它 们 无 法 融 合 于 柏 拉 图 最 卓 越 的 一 篇 对 话 当 中，

而且正是这种融合，使这篇对话成为最卓越的。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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