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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庆人文精神的文化依托 

田敬红1 

【摘 要】:社会现代化带来的系列问题威胁着巴渝民族的传统文化特质，本土文化的模糊和缺失使重庆独特的人

文精神逐渐失去依托、从重庆文化的根脉入手，追本溯源，对重庆的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依托关系进行分析，揭

示重庆人文精神复归的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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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人文精神问题的当代语境 

21 世纪，人类社会己经进入到网络和信息化时代。但是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文化冲突等困

扰着整个人类;理想失落、价值模糊等让我们逐渐远离了精神的乐园。当代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遭遇从未有过的历史困境，人类命

运和人本身的问题被提到引人注目的地位。如何建构当代人文精神，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重庆具有封闭性和开放性相统一的特点，因此，矛盾和问题也更多更复杂。重庆深居内陆，自古以来傍水依山，长江、嘉

陵江、乌江圈定了重庆人的生息范围。抗战时重庆被国民党定为陪都，一方面说明重庆作为大后方的安全可靠，另一方面从侧

面说明了重庆在地域上的闭塞不便。近些年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后，水陆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线使重庆与外界的距离缩短，

重庆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背景中。 

重庆的地域特征决定了人与自然的依赖关系。重庆的地理条件显然没有优势可言，所以重庆人必须得让生存压力转化成动

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重庆人的某些品质特征。人可以顺应自然、改造自然，但却不能奴役自然、宰割自然、肆意破坏自

然。重庆文化是人与环境和谐生长的典型，但这种和谐正遭受破坏。 

重庆的快速发展使重庆人深深感受到财富的美妙、享受着拥有的真实。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地域、语言、交通、通讯不

再成为一种限制，东西南北的差距日益缩小。这个时代经济发展背后暗藏着文化被吞蚀的危机同样值得警惕。我们毫不讳言，

近些年由于价值体系的分化与多元化，现代重庆失去了其特有的人文精神的理想支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果重庆在经

济建设的追风逐浪过程中不自觉地丢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又失去了自己文化的独特阵地，那么重庆就不再是重庆，重庆的凝

聚力就会减弱甚至丧失。因此，重庆人文精神的弘扬是一场重庆人民的精神保卫战、 

二、重庆人文精神与重庆文化的依托关系 

(一)人文精神与人文化育的理论关联 

《周易·责卦·象传》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天道运行的自然规律。人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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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间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人伦规划和风土人情等)通过观察人文，因势利导，随宜教化，其最终目的是求得理想政治局面的

实现。人文与化成紧相关联，强调了人自身为主体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我们通常所指的精神文化就是人类在长期的

实践活动和意识形态活动中升华出来的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审美情趣和思维方式的总和。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重庆

人文精神早己经存在，并深深扎根在这片古老土地的传统文化上。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弘扬和维护，用人文精神来指导、推动和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及人本身的全面发展。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其集中

体现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以人为本。文化是人文精神的具体呈现和结果，是人文精神的依托和表现方式。离

开传统文化谈人文精神等于是痴人说梦，失去人文精神的文化则根本不存在。因此总结重庆人文精神应从重庆的文化上寻根。 

(二)重庆文化是培养重庆人文精神的肥沃土壤 

任何一种人文精神的产生，都与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密切联系的。要寻求重庆人文精神的答案，我们只能立足于

重庆本土，立足于重庆的历史和自然环境，从重庆历史的沿革、政治、经济、移民、重庆城市缘起等因素中进一步了解重庆文

化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决定作用。 

巴文化是重庆传统文化的骄傲，它不仅揭示了重庆文化的兴衰之迷，而且其光辉也照耀着重庆文化发展的将来。在长期的

历史演进过程中，巴人儿女以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海纳百川的精神，历经数千年的吐故纳新，创造了绚丽多彩、个性独特

的巴文化。其基本特征是: 

1.现实与浪漫的统一。巴文化厚重沧桑而绚丽多彩，融现实与浪漫于一体。在现实生活中，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同来自自

然的、社会的一切艰难险阻作斗争，使其文化成分中富含大量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反抗压迫的内容。如土家人在社会生产生

活中创造的劳动歌、时政歌、婚嫁歌、丧鼓歌、风情歌、苦歌等大量民歌，以及由民歌演化而来的竹枝词等，充分反映出土家

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状况。但是，外界压力并没有压抑其个性、扭曲其灵魂，他们对神秘的自然赋予奇特的幻想，这使得巴文

化成分中又蕴含瑰丽神奇的浪漫色彩。 

2.雅与俗的统一。著名的古曲《下里》、《巴人》正是源于巴地的民歌，居然传遍楚地，且深为楚人喜爱。而楚地的《阳春》、

《白雪》却“和者不过数十人”，这充分说明了巴文化是一种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巴文化以“土”为特色，其文艺

作品多反映俗人俗事，散发泥土芬芳。巴文化往往以其大俗的表现形式充分张扬个性，显示艺术魅力，达到大雅的境界。 

3.封闭与开放的统一。巴人及其后裔土家人长期生活在崇山峻岭的自然环境中，加上历朝统治者对土家族地区实行“蛮不

出境、汉不入峒”的民族羁縻政策，使其与外界长期处于隔绝状态，文化传播受到阻隔，这就为形成本民族独特而稳定的文化

提供了相应的历史空间。“改土归流”政策推行后，巴文化开始大规模地与汉文化交流融合，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 

4.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巴文化在与外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博采众长，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引进、融合与创新。如

土家民间祭祀舞蹈“跳丧舞”，就源于古代巴人的“踏歌舞”;而现代的“长阳巴山舞”，更是直接脱胎于“跳丧舞”。 

从巴文化的这些特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重庆人血液的律动、体会出重庆人某些沉睡或是潜在的精神因素。重庆传统文化

培育了重庆人文精神。 

(三)重庆文化对重庆人文精神的内涵具有决定作用 

由于地域、民族等各种差异性，重庆人文精神也形成了其独特的外在表现形式，比如重庆的豪爽、坦荡，诚信、开朗，包

容和善良等等。但这些还远不能涵盖重庆人文精神的确切意义，还远不是推动重庆持续发展变化的精神动力，也不是重庆之所

以是重庆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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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背景下，重庆人文精神的品质该如何定位呢?到底什么是“重庆人文精神”?众语喧哗中，有人用科学发展观进行关

照，有人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来剖析，有人立足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层面上着手探讨，也有人站在理论创新的高

度进行提炼，还有人将巴蔓子、秦良玉、红岩精神、抗旱救灾及重庆火锅、美女和“棒棒”作为重庆人文精神的不可缺少部分

端了上来。我个人觉得这些都不确切，大家说的都有道理，但却背离了人文精神的本质意义。 

重庆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她既全息地缩影了民族精神，又带有强烈的个性特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

化和地域化;重庆人文精神是千百年来重庆人民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生产生活所形成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观念，它体现了人们对生

产对象、生产方式、劳动关系以及社会交往的态度。同时，重庆人文精神又与重庆人民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发展阶段以及未

来发展方向相一致，体现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联系。因此，重庆人文精神既是历史文化的概括，也是现实发展的要求，更是三

千万重庆人民的精神面貌的总体特征的显示，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1.自强、倔强 

重庆的地理特征造就了重庆人负重自强、拼搏奋进和敢于挑战的意志;古巴人居无定所的迁移生活给重庆人播下了天性不受

束缚的种子。他们从来正视困难，不受陈规陋习羁绊。巴渝山地恶劣的自然条件，耕作的艰辛，赋予了重庆人不畏艰险、不屈

不挠的奋斗精神。不过，当地理条件不再成为影响重庆人的外在因素时，重庆人既不能迷失在安乐窝中，也不能丢失敢干挑战

自我的意志品质。 

2.晓勇、乐观 

敢为人先是一种开拓创新的勇气。从造字法上讲，“巴”字像一只手，也隐喻了古代巴人是一个十分崇尚自由之手的民族，

其折射的是重庆人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去努力的奋斗精神。 

重庆人秉承了先祖的胆识。重庆人果敢、时尚前卫，爱吃爱穿，敢爱敢恨。这从《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可以找到渊源。

当周武王伐商时，巴师“歌舞以凌殷人”，且歌且舞以鼓舞士卒冲锋陷阵。故当时有谚曰:“武王伐封，前歌后舞。”乐观在这里

是一种人生态度，而不是单纯的情感消费。 

3.重信、好义 

重庆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巴人迁徙、繁衍、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巴人由丰饶富足的楚地，西迁至生存环境恶劣的

地域，需要顺应自然、适应自然，进而通过集体的力量改造自然。在发展的过程中，巴人一方面要抵御外来侵略，另一方面还

要拓展生存疆域。人与人之间的信义关系成为个体生命和部族得以向前延续的保证。实践证明，重庆人张扬的个性只有一如既

往地与耿直、豪爽的个性、勇于担当的品德相结合，重庆重信、好义的传统精神才会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4.开放、包容 

兼容开放是恢弘大度的胸襟和眼界，同舟共济则是一种团结协作的意识，是和谐共存的生命意识。这得益于历史上的几次

大移民和民族大融合。重庆的历史在某种程度可以说是移民的历史，然而至今却保留了恒定的精神特征。这种无形的动力来自

于该地域内人们遵从的精神约定，当然这更需要判断大局和得失的精神品格。当代重庆敞开胸怀，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时代的挑

战。但是，这一过程中避免不了泥沙俱下，避免不了良莠混杂，一些丑恶现象日益成为重庆的创口和病痛。其实这不仅需要治

疗，更重要的是要防患于未然。 

(四)重庆人文精神对当代重庆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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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文化能为现代重庆人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其资源的立足点是现时代。我们不能离开传统，而只能从时间维度并以

现代主体的身份反省和透视传统文化，因为传统文化也能够解释现代，批评现代。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不仅能够活下去，

而且应当变成现代人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这种既有生命力而又能够跨越时空的东西就是人文精神。当我们以现代意识重新透

视和解释传统文化时，人文精神便完成了对现实文化的具体关照，传统文化中有生命力的部分便被带进了现时代，被带进了我

们的生存空间，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人文精神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三、结语 

重庆人文精神缺失的现状在整个一代人重庆身上流露出来，直接表现为文化立场的迷茫、心灵情感的颓废和核心价值的丧

失，甚至可以说，重庆人己经面临着重大的精神危机。生活在重庆这块土地上的重庆人对重庆人文精神比较淡化和模糊了，所

以当重庆人文精神大讨论提出后一石便激起千层浪;因为重庆人自己的灵魂和信仰丢失了、遗忘了，所以要急着找回来，重庆人

文精神的“重建”迫不及待。 

重庆人文精神应当是以重庆自豪感为核心的民族传统和以开拓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具体体现，是重庆文明的象

征，我们应将其建构好和保护好。深刻反思当代人文精神的纸漏，将重庆优秀的精神遗产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

为价值指导，治疗社会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和“我”的良性互动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