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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区域文化的研究定位及其重点选择 

张树俊 

（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江苏 泰州 225300） 

摘要：文化是软实力，促进文化发展必须强化对区域文化资源的研究。 要把历史文化资源看成重要的战略资源，

努力提高历史文化研究的水平；要处理好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之间的关系，对区域文化进行准确定位，同时要把握

好研究重点，以利于促进文化保护、建设与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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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指的是相对于经济、军事等传统硬实力而言，一国在文化、制度等方面所体

现出来的实力。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也提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 中国有 5000 年

的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它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上世纪 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

拉孔 （Clyde Kluckhohn)曾经指出， 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 [1]中国灿烂辉煌

的古代文化是我国软实力当之无愧的组成部分。 祖先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树立

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她的根基依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一、区域文化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必须加大研究力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载体。 各区域的传统文化都是各地多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

神动力，也是各地人民在未来岁月继往开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丰厚资源。 当前，我国正处于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改善民

生，构建和谐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关键期， 必须进一步认识区域历史文化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进程中的

重大战略意义，努力保护和开发好区域历史文化资源， 促进各区域科学、和谐发展。 

什么是文化？ 文化一词的意义首先来源于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 体现一种人与自然的生产性过程，它包括着生产、创造、

教化和交流等等具体历史性观念化或物质化的内涵。 因此，广义来讲，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总和。 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是具体的，历史的；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

一定的政治和经济。 

文化集中体现的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总是为兴盛的国力所激发奔涌，又为其进一步发展增添活力。从古代看，希腊文化

如是，罗马文化如是，中国的汉唐文化如是，欧洲文艺复兴如是；从近代看，日本如是；从现代看，新加坡亦如是。 此类例子，

不胜枚举。因此可以说，文化是构成民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2] 

纵观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个地方都离不开文化积淀和历史的存照。 文化是精神之根，它深深地

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兴旺发达的标志，是一个地方的活力与灵魂， 也是一个地区的终极竞争力。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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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3] 

事实上，当今社会，文化所蕴涵的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已转化为一种现实竞争力和生产力，对经济建设产生巨大的

作用力和影响力，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区域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社会资源， 深刻挖掘和研究它的深刻内

涵，继承和弘扬它的优秀传统，对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让深厚的区域文化更好地为泰州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深刻的历史

意义和现实意义。 

说文化是软实力，主要是指文化的影响力，软实力是一种“影响别人选择的能力，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 ”

[4]文化软实力是作为一个大国、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发展和强大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 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一个大国、 一个民

族、一个地区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文化软实力来自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系、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 正像美国著名战略学家 J．S． 奈所说：“软实力

和硬实力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一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更有吸引力，那么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跟随它； 如果它能够建立一种机

制， 并且其他国家愿意按照它希望的方式限制自己的行为， 那么将减少使用硬实力而带来的代价。 ”[5] 

富于时代气息和风格的文化， 是一个地区的魅力所在，潜力所在，也是一个地区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在很大程度上讲，

发展以文化论输赢。 文化的力量看似无形，但它和经济、政治的互动作用却是潜移默化而又深刻长远的。 因此看一个地区是

否有吸引力，是否有竞争力，最重要的是看它的文化资源、文化氛围、文化发展及其开发水平。 许多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 加

快文化发展是推动一个地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一个地区的品位和档次的需要， 是迎接信息时代挑战的需

要。 苏南、浙北等地的发展经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苏州大学朱季康教授在 《扬州文化与扬州现代化初探》一文中指出，在吴文化发祥地的无锡、苏州以及吴文化影响范围内

的苏南、浙北等地，发达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吴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吴文化的创新与继承反过来加深了吴地现代化发展的内涵，

并通过文化本身的积淀、群体认可性与精神实质加快了吴地现代化的进程。 然而，虽然同为文化名城的扬州， 与苏南吴文化

有着太多的亲缘性，但在挖掘文化资源，推进地方文化建设的进程中，苏南走在了扬州的前面。 由苏州为主的学者倡导的吴文

化理念已经为学术界广泛承认， 苏州也已经被确立为吴文化的主要中心城市， 并且以文化为纽带，将吴文化的影响运用于招

商、教育等各个领域， 为城市品牌提升的巨大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州经济的腾飞为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而吴文化

的深入研究与影响为苏州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天地。 

区域历史文化是区域的精神乳汁， 也是各区域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 然而，不少地区在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差

距还较大。 这主要是由于对区域文化的研究薄弱，如研究力量不集中，停留于文化的形态研究， 缺乏对区域文化深层次的研

究和整体性的把握等等， 这种文化研究式微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化层面，而且也影响到区域的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 因

而出现了区域文化边缘化与弱化的危机。 

要规避这种文化的边缘化与弱化危机， 各地就必须加大对本区域文化研究的投入力度， 提升区域文化研究水平， 全面解

决区域文化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从而提高区域文化的现实影响力。 

二、区域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必须准确定位 

区域文化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历史文化。 什么是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 它既

可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也可以无形的方式存在。 由此，把握区域历史文化特质，充分展示区域文化特色，是区域历史文化研究

的关键所在。 只有准确把握好区域历史文化特质，才能给区域文化以准确定位，更好地树立区域文化的外在形象和应有的文化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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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历史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是各区域人民长期社会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核心为各地区人

民的精神风貌、观念意识、心理态势和人格风范。 有关研究指出，文化的特征与其国家民族文化息息相关， 不同的民族会产

生不同的文化。 比如说，由于中国与西方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与地理渊源不同， 所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就有所区别。 中国

文化的合理内核与西方文化的理性成分不同，也就造成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而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之内，国家或

民族文化的组成又与区域文化有关。 或者说中华民族文化是由中国不同的区域文化所组成的一个共同体。 事实上，任何地区

的文化不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也就失去了文化“自我”中的本体。 

区域文化正是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 如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极具人文精神，以重视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其显著特

点，而在区域历史文化中所体现的正是这种人文关怀。 如泰州学派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关于人和人权的学说。 他们尊重

人的权利，重视人的价值，主张人的自由，争取人的平等。 可以说，泰州学派的“以身为本”、“致中和”、“百姓日用是道”等

一系列思想主张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一种具体体现。 

区域历史文化是极有影响的独特文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一定经济发展阶段， 便构成为经济

基础， 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而， 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

而不是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6]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生活形式的文化也同样如此。 没有文化生产，就没有文化消

费；没有文化消费，也就没有文化生产。 因此，人们不但可以理解作为人类行为和行为物态化表现的显形文化， 而且也可以

理解作为精神意识集中体现的隐形文化。 但不管是显形文化还是隐形文化，也都与生产相联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地域特征，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性文化。 

事实上，文化是有类型的。 国际上如欧美型文化，日本型文化，借鉴型文化，等等。 就国内而言，文化也因为不同的区

域而产生不同的类型。 从根本上说，文化受制于不同区域的生活方式、风俗传统、行为习惯等区域环境，是一个区域人群的深

层意识。 区域意识是观念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社会本身就是由“区域性社会”组成的，这一社会是以地域为纽带， 一

定数量的社会成员聚集在一定地域里，凭借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系统，从事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社会区位体系。 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地方文化特色。 如浙江文化结合了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从而形成了浙江人“精

明通达、聪明实干、活络严谨、勇于拼搏、善于抓住商机”的独特的文化精神。在中国十大民营企业中，浙江企业占有四家，

万向集团、正泰集团、德力西集团公司以及吉利集团有限公司，它们的文化虽然各有千秋，但都浓缩了浙江的文化精髓。 

区域历史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发展文化。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文化属于微观上层

建筑，既是区域经济的反映，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 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区域的发展产生稳固而持久的影响，

但文化又同时兼有动态变化性。 文化的生存、发展、壮大，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就要求文化与时俱进。 事实上，文

化总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 也总是在社会发展中丰富和发展。 人们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自觉地审视社会现有的文化与社

会发展趋势之间的协调程度，适时地采用新的价值标准去充实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内容，建立与时代需求和社会特点相适宜的现

代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是不断地扬弃和发展变化的。 如中国传统文化中 “仁和”、“诚信” 等合理内核虽然始

终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其中一些传统的表述、解释和要求却异彩纷呈，其中一些不合理的文化因素会被革除或自动消失， 而

且传统文化会在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赋予自己新的时代内容。 

总的来说， 区域历史文化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既具有共性， 也具有个性； 既有相对的稳定性，也有相对的变易性。 区

域历史文化的基本内涵及主要属性与中华民族文化主旨具有一致性。 但在现实的生活中，就一个具体的地区来看，区域文化又

明显地表现出区域的个性特点， 所以研究区域文化就要注重区域文化个性的研究。 

三、区域文化研究任务艰巨，必须把握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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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区域文化角度来看， 区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对于全国的文化理论建设有着重要

的意义； 就区域本身的发展而言，研究好区域文化，不仅可以提高区域的知名度、美誉度，而且有利于更好地理清区域文化发

展脉络， 充分利用好区域独特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为又好又快地促进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当然，由于

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把区域文化研究透了，任务十分艰巨，所以在研究中必须把准方向、突

出重点。 

其一， 研究区域历史文化要有利于树立区域应有的文化地位。 

对于各地的文化资源的认识要有一个新的高度。 不管哪一个地区都有着许多独特的文物遗存、名胜古迹，有着源远流长的、

特殊的文化积淀。 杰出的历史名贤、古朴灵秀的建筑、极具特色的民俗等都为各地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化资源。 所以，研

究区域历史文化必须对区域这些优秀的文化细致盘点、科学分类、理清脉络，把握本质，准确定位，从而重树区域文化应有的

历史地位，提高区域知名度与美誉度。 

其二， 研究区域历史文化要有利于发挥区域文化的教育功能。  

文化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积淀于现实中，现实又包容着历史。 在我国古代，“文化 ” 一词更多地具有某种观念和

教化的意义 。“文 ”字起源于纹络交错状 ，在后来的发展中 ，“文 ”字兼及“色彩交错”、“纹理”、“礼乐制度”、“文字和文

章”、“法令条文”、“文雅”、“美和善”等含义。 而“化 ”字 ，则从人从七 ，为回首之意 ， 故 “ 化 ” 字引申为引导人

行善。 汉刘向《说苑·指武》说：“凡武不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晋束广微《补亡诗·由仪》说：“文化内辑，

武功外悠”。 文化在这里更多的是指一种文治和教化。 [7]有人说，“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 ”这话非

常正确。 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必然要接受一定的社会文化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是一种“不自觉”、“无意识”的潜移默化的

心理影响，即“文化无意识”的教育作用。 由此，研究区域历史文化要全面认识区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改

造，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 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保持特色性，体现时代性。 要更多地关注区域优秀的历史文化，尤其要加

强对有利于转变人的观念、提升人的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 

其三， 研究区域历史文化要有利于推进区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有关研究指出，把文化作为对象，研究其产生、发展及其相关规律的科学，构成文化学。 其研究的纵深发展，又产生了文

化价值学、 文化经济学、 文化管理学和文化生态学等等。 现代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者不仅“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文化整合为

一性、 文化的连续发展性和文化的普遍性等等特征”， 而且在特殊的社会结构、 经济态势和文化语境中探求文化在人类社会

生活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7]显然，文化研究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 文化研究一方面要解决的是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 另

一方面要解决的是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 解决文化自身的发展问题，需要做好文化保护、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工作，而最基础

的工作就是文化保护。 

区域文化资源是区域极具长远作用和生命活力的优势资源， 研究区域历史文化首先要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区域历史文化的保

护意识， 从而把区域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为文化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解决社会可持续发

展问题最重要的是搞好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文化资源需要保护，但保护的关键不在于封存，尘封的文化对于保存历史有着

重要的作用，但尘封的文化却失去了它应有的动力、 活力和实用价值。 事实上，历史文化不只是用来保存历史，它既需要在

延续、光大中发挥作用，还要为今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区域文化蕴藏着极大的潜力。 各地应在加强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基础上， 多做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 突出能

够把文化产业的底盘做大，能够打造强势文化品牌的历史文化的研究，以便不断提升区域的软实力， 推进区域的科学发展、和

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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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近来年，各地已经加强了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也出了一大

批优秀的成果，这都为进一步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从目前情况看， 不少地区已有的历史研究无论在深度

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不够，所以，各地应该站在历史的时空交叉点上对整个区域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景式观察，深层次探讨，

尤其要对区域历史文化的特质、形态、性格，以及保护、建设、开发与利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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