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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弘扬巴文化 凝聚提升软实力 

达州倡议 

李明泉1 

我们，来自北京、重庆、湖北、四川的专家，于 2016 年 11 月 4 至 5 日聚集在素有“中国气都、巴人故里”之称的美丽达

州，共同研讨巴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与会专家认为，罗家坝和城坝遗址发掘确证达州是巴文化的发祥地和巴文明起源

中心之一，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巴文化是从古至今的始源于巴人巴国、植根于巴地、由巴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厚重灿烂的地

域文化，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

我们要按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自觉礼敬尊崇巴文明，大力传承弘扬巴文化，坚持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让巴文化革故鼎新、再创辉煌。为此，我们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 

一、深化巴文化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据《山海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皥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

照,后照始为巴人。”巴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吴文化有密切关系，影响川渝陕鄂黔滇等地。

《左传》《华阳国志》《水经注》《后汉书》等典籍记载巴人活动事象，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阆中彭城遗址、涪

陵小田溪遗址、云阳李家坝遗址等考古发现证实巴人生活场景。巴蜀图语密码难解，巴人神话瑰丽飞扬，巴国铜器古朴精巧，

巴人技艺巧夺天工，巴地乐舞惊心动魄。巴文化历史悠久，内涵神奇丰富，迫切需要汇集多学科多专业深入研究，建设巴文化

研究数据库、云平台，构建巴文化特有的思想文化体系、认知识别体系、文脉传承体系、遗产保护体系、文创研发体系、艺术

生产体系，以创新推动巴地区域经济社会与文化整合协调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巴文化力量。 

二、弘扬巴文化精神，为思想道德建设贡献价值范式。古代巴人生活在深山险谷而能“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其坚韧开

拓、勤劳智勇令人惊叹；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其英勇豪放、士气威武令人感佩；巴蔓子将军“巴

国疆土不可分，人臣岂能私下割城。吾宁可一死，以谢食言之罪。”言毕乃自刎，以头授楚使，其忠勇爱国、舍生取义令人动

容。巴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忠勇信义”核心价值，于国家讲忠诚，于征战讲勇武，于社会讲信用，于朋友讲情义。其精神内核

使这块土地诞生了“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军精神”，有如精神基因，化为人格标杆，一直滋养

着这方土地，成为巴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心性冶炼和价值追求，必将汇入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大潮之中，溅起

一朵朵更加大善大美大勇的浪花。 

三、创作巴文化作品，为群众文化生活丰富精神养料。自古英武之地盛开柔美之花，环视大山之巅必有彩云之舞。“武王

伐纣，前歌后舞”，其舞风刚烈，音乐铿锵；巴蛇吞象、比翼齐飞，其神话壮阔、想象奇特。巴蜀、巴渝、巴楚这方土地将刚

柔、实虚、丰约、动静、张弛等艺术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美轮美奂，催生着无穷的艺术创造力。以巴人赋予我们的灵性和坚

韧，以巴地卓著于世的博大与多姿，激起“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思絮，展现“未觉巴山异故乡”的情怀，畅想“不及巴山听猿

夜”的时光，描绘“清风敛霁入巴山”的优美，抒发“春江半是巴山雪”的壮丽，以艺术创新精神探究和体现深厚的历史文化

传统、神秘的地理文化趣味、飘逸的文化想象才情、超拔的人文精神情怀、内敛的叙述表达张力、敦厚的真善仁义风范的巴文

化美学精神，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艺精品，讲好巴文化故事，展示巴文化魅力，构筑堪与大巴山顶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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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艺高峰，为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食粮。 

四、拓展巴文化产业，为增强综合实力发挥竞争优势。巴文化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文化生产资料独具特色，文化产业发

展空间广阔。从古至今，巴文化精神与红色文化基因一脉相承，巴地民俗风情别具魅力，山光水色充满诗情画意。历史不仅为

当代社会记取，而且为社会发展服务。文化产业拓展资源配置空间，激活创意生产能量，为巴文化与红色文化的场景再现、历

史体验、心灵感悟、认知深化，营造旅游休闲、演艺观赏、视听娱乐、阅读学习、虚拟成像、竞技游艺、美食消费等产品生产

与服务环境，形成具有巴文化与红色文化内容与形式的现代文化旅游、影视演艺、音乐视听、动漫游戏、书画收藏、民间工艺、

非遗生产性保护等文化创意产业体系，搭建立足巴地、放眼全球、跨界融合、协调发展的研发创新平台、产权交易平台、金融

支持平台、资源共享平台、科技支持平台、贸易物流平台、品牌营销平台，推动巴文化产业与红色文化旅游业、生态康养产业

等做强做优做大，不断提升巴文化区域综合竞争实力。 

五、凝炼巴文化符号，为新型城镇建设赋予地方品质。巴国青铜礼器、兵器、杂器、乐器造型独特，技艺出色；巴人陶器、

漆器工艺精湛，堪称精品。这些有形的符号传递着远古巴人的智慧和情感，而无形的白虎神话、巫山神女、盐水神女、巴王传

奇等却深刻反映了历代巴人的心灵世界和卓越历史，构成了巴文化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知觉符号系统，具有鲜明的巴文

化特质。巴地城镇化建设当以巴文化思想价值和人文精神作为自己的城镇主题，以巴文化符号标识和造型风格作为自己的城镇

特色，坚持走城镇文化差异化路子，延续历史文脉，守护城镇遗产，建设文化地标，彰显生活方式，突出“山”“水”特点，

展现不同天际线，形成巴文化圈“山环水绕”“人文磁场”的城镇化风貌和城镇气质。 

六、扩大巴文化交流，为全面开放合作展现独特魅力。蜿蜒在大山丛中的米仓古道、荔枝古道、栈道、船道打通山里山外，

连接南北丝绸之路，显示出历代巴人渴望交流、融入世界的坚强意志和博大胸怀。巴文化之所以渊源流传、充满活力，就在于

一直致力于突破山川封闭、洞开门户、海纳百川，具有开放式、包容型秉性。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实施，

为巴地全面开放合作搭建了巨大的发展平台。身处长江流域的广袤巴地，资源富集、人文独特，迫切需要跨区域、跨行业合作，

携手共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国际黄金旅游带，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友好城市深度合作，加强巴文

化“走出去”，充分展示展现展演巴文化的独特魅力，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 

“九陌争驰好鞍马，八人同著彩衣裳。”诗人元稹表达了齐心协力、竞和发展的美好愿景。繁衍栖息在广阔巴地的人们必

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发掘和发挥巴文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书写巴文化再度炜煌的新史诗新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