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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 

赵修渝1 程 波 

(重庆大学，重庆 400044) 

【摘 要】:本文论述人文精神是指向人的生命层次的终极关怀，是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对人的自由和发

展的价值诉求，它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着力阐述重庆人文精神作为历史的沉淀，包含有诚信、热烈、开放、拓新

四方面的主要价值取向，是重庆人优秀品格和能力规范的思想境界的集中体现。旨在为弘扬和传承优秀文化提供理

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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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之所以经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而没有消亡，并且文明的历史能够一直传承到今大，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人文

精神的强大与绵延，其中蕴藏着的深厚哲理，引领着无数中华儿女团结奋进。 

一、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特征 

1、内涵。“人文”可以被拆分为“人”和“文”。这个词包含了两方而的意思:前者是指理想的“人”和理想的“人性”的

观念。后者指的是达到这种理想人性的方式，即“文而化之”的培养方案。“人文”一词，在词典上被界定为“泛指人类社会的

各种文化现象”。在《易经·卉》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观乎大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察天下”。这里的人文就是教化的

意思。狭义的“人文精神”是指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其特点是重视人价值、地位，追求人的现实幸福和个性

发展，反对禁欲主义。广义的“人文精神”则是人追求真、善、美等价值观念的反映，以人的自由、全而的发展为终极目的，

着眼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对世界的理解与把握，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人的木质最深刻、最集中的体现，也是人的主

体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发展和前途。 

2、基木特征。人文精神的特征主要有二个:①理性价值取向。人类千百年来积累起来的各种各样使社会有序化的规范，使

人们的思绪、人的活动成为普遍有效的认识方式，构成了人类理性的框架。人是理性的动物，在人类理性中积淀着人类创造的

文化成果，这样的文化成果追求事物完整性、合理性和普遍有效性。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人类精神始终是人

类对于自己存在与发展的理解与把握，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高度关注，在文化上则表现为一种主体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

态度。可见，人文精神具有理性价值取向的特征。②地域文化特征人文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是由某一地域人们的优

秀文化的积淀凝聚孕育而成。如中华文明早在早在二皇五帝时就在“大、地、人”二才一贯的指引下，创立了以家庭为核心的

伦理观念，形成了维系社会运作的机制的“大人合一”的人文思想，进而建立了中国人特有的生理与心理结构中理性制衡木能

的机制。然而在西方，无论在是在中世纪的宗教精神还是近代的唯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都与我国的人文精神有很大的不

同。因此，人文精神具有地域文化特征。③时代精神主流。人文精神还是每个时代的精神主流。人文精神既是具体的也是历史

的。具体性是指人文精神的木质内容、思想形式以及基木特征，都受到它所产生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自我的反思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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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上，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背景下对人的终极关怀和对人生价值理想的追求。没有超历史、

超时代的人文精神。历史性指的是人文精神是不断发展的过程，没有不变的人文精神，不同历史时期有与该历史时期相应的人

文精神。 

二、重庆人文精神的价值特色 

一方而，中华人文精神是各族人民的精神支柱和精神信仰，另一方而，全国各地独具特色的地方人文精神都是中华人文精

神的有机构成部分，其中重庆人文精神也充实着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容。“庆，好也;重庆，好上加好也。此谓重庆。” 

重庆，简称“渝”，这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位于我国西南腹地。而积 8.24万平方公里，人口 3040万。全市辖 13区、

4县级市、18县和 5民族自治县。重庆自公元前 4世纪设立江州以来，已有 23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史。在以后的秦汉、隋唐、宋

元明清等大一统的工朝时代，重庆一直是郡、州、府、路的治所。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后，1921 年设重庆商阜督办;1929

年设市;1935 年 5 月 5 日，国民党政府颁令，将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于 1937 年 11

月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940年再定重庆为“陪都”;1997年重庆又成为当今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这是重庆建城史上最重要的

里程碑。城市开发的悠久历史和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了重庆人独特的人文精神，重庆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主要有四方而的特

点:1、诚信。这涵盖了重庆人讲义气、仗义、守信、忠诚、耿直、率真、实诚的特征。重庆孕育了无数爱国主义者、英雄豪杰，

是充满奋斗精神、建功立业的人才源城。重庆占有巴蔓子将军存城刎颈的壮举，明朝有秦玉良女元帅，近有重庆人民的浴血抗

日史，现有穿梭于重庆大街小巷的棒棒军„„。无不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重庆人民诚实可信的性格特征。 

《华阳国志》载:巴国有乱，将军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二城。后来楚王救了巴国，楚工派了使节来到巴国问城的事情，蔓子

出于对诸侯国的忠诚，自刎，以头谢楚王。楚王感叹道，我只需要巴蔓子一样的臣子，城于我又有何用啊?遂厚葬其首。这在《大

清一统志》和乾隆《巴县志》都有记载。 

据史料记载:忠县人石柱厅总兵秦玉良是二十四史的巾帼英雄。在大启、崇祯两朝，她曾经两次率兵到辽东抗清，浑河大战

首建奇功，两次受到皇帝金奎殿召见，赐一、二品官服;又曾率兵平永宁宣慰使奢崇明叛乱，解成都之危;还曾东下生擒重庆叛

将樊龙斩首，威名大震。南朝隆武帝召她觐王，她以 70岁高龄挂帅出征，师未及行而隆武灭国，临终仍嘱子孙绝不降清。她是

真实的“穆桂英”，《明史》有传。 

1938年春到 1943年夏，长达五年半的“重庆大轰炸”给重庆人民造成极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场民族的巨大灾难

而前，重庆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不畏艰险，顽强抵抗，坚持生产，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反法西斯战

线的敬佩。193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专门书赠重庆幅卷轴，他写道:“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吾人敬佩该市英勇

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

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抗战期间的重庆文化是重庆反封反帝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中国先进文化

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重庆是全国著名的山城。城市的最中心座落在两山相逼、两水相夹的一条狭长的半岛上。依山傍水的城市形成了重庆山地

文化的特色，崎岖的山路培养了重庆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影响到重庆的棒棒，也是最能吃苦的人。棒棒军给市民的生活带来了

许多方便，且棒棒军也是有职业道德的。 

诚信，既是重庆人一种人文性格，也是一种人文精神。重庆人的诚实守信源于古代巴人的“质直好义”。这种品格的形成，

也与古代巴渝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长年战争的环境，以及在滩多水急的峡江行舟，都要求人们当机立断、直来直

去，说真话、办实事，否则就会损失惨重。这些精神经过几千年的陶冶，特别是经过近现代商业文化的洗礼和在马克思主义基

础上的改造，去掉了“质”中那种缺少文化教养的成分，剔除“义”中那种“江湖义气”的因素，就成为重庆人诚信无欺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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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2、热情。这涵盖了重庆人爽快、外向、关注人关心人的特征。提起重庆，人们第一谈到的就是重庆火锅。这种适合中国传

统文化情节和现代文化精神的就餐形式和菜式形态在满足人们自然属性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将我国的民族文化和重庆本土文

化传播了出去。 

重庆火锅据说起源于长江、嘉陵江上的船工、纤夫的餐饮方式。这实际上就是占代鼎烹而食的餐饮方式的继续和简化。三

五个亲戚、朋友、同事聚在热气腾腾的火锅周围，在人们大快朵颐的同时，感情也如同火锅—升了温。俗有“火炉”之称的重

庆在炎炎夏日中火锅生意依然兴隆。虽挥汗如雨，但也酣畅淋漓。于是，重庆人的豪爽、棱角分明、耿直率真，既有包容性又

有韧性的性格就在这样的饮食方式的熏染中形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火锅已经超越了饮食的概念和饮食文化木身，在自

觉和不经意中扮演起了文化的先行者、开拓者、传播者的角色，担当起了传承文化的光荣使者。 

重庆人对人对事都是热心肠，只要能够帮忙的事情绝不迟疑。如果是外地人问路，重庆人会指着公交站牌给他讲坐哪路公

车，如果不需坐车，他就会领着外地人走到岔路口给人家指哪条路，因为重庆一般都没有标明东南西北，只有上坡下坡，左拐

右拐。重庆人嗓门大，只要遇见熟人，不管绕多大一个圈都会跑去大声打招呼，问候一下。在重庆，连“加油”也被换了个称

呼—称为“雄起”。如是看演出、看球赛，豪爽热情的重庆人都会高声喝彩，热烈鼓掌，外加独特的呐喊词语—“雄起”。 

重庆人与人交往，率真、热情、真诚、阳光。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藏不掖、光明磊落，甚至无论是否熟识，都可以跟

你掏心窝子。重庆人办事爽快，能办的就办，绝不推二阻四、拖泥带水;不能办的就不办，决不虚情假意、曲意逢迎。 

3、开放。这涵盖了重庆人容人容事，宽容，豁达，乐观，不排外，不封闭，走得出，迎得来的特征。重庆人向来都笑迎大

下客人，从不以行政区划、自然环境、经济实力等自居。 

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移民要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生存，就必须接受自己完全陌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果没

有对不同文化的宽容态度，移民就无法在新的环境中生存并扎下根来。移民造就了重庆人对异质文化的宽容，也形成了重庆人

大度宽容、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恢宏的气度。大量外省移民进川，是巴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使得巴文化

无处不显现出兼容并包的特点。重庆的开放兼容集中在容纳古今七次外来移民。这一切都促进了南北民族的地域融合推动了巴

渝与中原和东南的经济文化交流，也丰富了巴渝文化的多元因素，并在相互习染融合中，更加突出巴渝人眼界开阔、开放兼容、

热烈豪放的文化性格。 

在当代，更有重庆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奉献精神。长江的丰富资源滋润了中华大地，养育了 1/3以上的中华儿女，

但她也曾给这片土地带来过灾难。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让长江为人类提供更有利的服务，减少长江对人类的危害，一个巨

大的工程一一长江二峡水利枢纽工程在长江二峡段倔起。110多万移民告别故土，拆毁近 34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迁建 1500多

家工矿企业，淹没 30多万亩农田。这些都为二峡工程的顺利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算式，更是一本政治账、

情感帐。挥一挥手，作别故园的千重稻寂;鞠一鞠躬，扣别黄土下的祖辈魂灵。勤劳朴实、实干苦干的重庆移民以支持二峡工程

为己任，凭着负重自强、文明诚信、团结实干、开拓传新，绘就了一幅幅壮丽的移民诗篇，谱写了一曲曲美妙动人的乐章，彰

显了一种传承千古的精神一二峡移民精神。 

重庆人文精神的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使重庆人从不排外。“只要你真有木事，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人，重庆人都会崇拜你、

信服你。历史上，主政重庆的官员，几乎都是外地来的。”在民国版《巴国志》中，还设立了“寓贤”一栏，专门记载寓居重庆

的外籍人对重庆发展所作的贡献。这在地方志中不多见。加之重庆虽在内地，但交通甚为方便，海、陆、空皆通，因此五湖四

海的人都爱来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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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平易、平实、自信、自足、宽容、坦荡，重庆人遍布大南地北，重庆人海纳百川。重庆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始终

保持其蓬勃的朝气，就在于重庆人始终保持着开放、兼容并蓄的精神。这种在整个重庆发展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当然应该成为

当代重庆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 

4、创新。这涵盖了重庆人敢于创业、创新、开拓进取、不守旧、不定式、喜欢出新的特征。重庆人善创新，创新菜成为川

菜主流。重庆人爱创新实干，重庆火锅遍布成渝大街小巷。重庆人图新鲜、想新招、不喜欢仿效、模仿别人。 

重庆是我国西部开放最早的城市。自 1891年开阜以来，重庆人在中国西部得风气之先，较早接受西方近代文化。自那时起，

重庆人就以追求时尚、敢为人先著称。向楚民国《巴县志》曾详细记载了“海通以还，欧风东渐”，重庆人“城随西俗，乡染世

风”的情景: 

在饮食酬醡方而:“罐头之品，番餐之味，五方来会”，“欧酒、巴孤(雪茄烟)，输自海舶。„远物以供日用”。有钱人“甚

至鄙夷国产，重视洋货，以为非舶来无以显其尊贵”。 

在文化娱乐和体育方而:“自欧美来者，扑克”;“娱乐游戏之闲，沿欧风者蹴鞠(足球)”。重庆“舞场林立，盛极一时，而

均以跳舞为营业，青年男女，竞相迷醉，优游晏乐，流连忘返”。西方新的文化形态的输入，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可见

自开阜以来，古代巴人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就演变为重庆人敢为人先的精神。举凡西方传进来的有用的东西，无论是“番餐”、

“欧酒”、“巴孤”，还是“扑克”、“蹦鞠”、“流音机”、“电影”、“风琴”、“收音机”，重庆人统统敢于接受。甚至当时被视为“有

伤风化”，“最足以堕落民德”的交谊舞，重庆人也坦然接受，并为青年人流连忘返。 

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也为近现代重庆人所继承。明末清初，邹荣勇做“革命军中马前卒”;抗战期间，在国民党蒋介石统

治下的重庆，人民敢于万人空巷欢迎中共领袖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人民也创造了许多第一:兴建了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新中国第一个水电站—狮子滩水电站，

新中国第一个中西合璧的会堂—重庆人民大礼堂„„;改革开放拉开序幕，重庆人下海多，下海早，敢闯天下，所以“计划单列

市”等出了很多新招。包括“二放开”、“抓大放小”、“四件大事”，以及“二个经济圈”，“四个区域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都

对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也造就了我国版图上越挫越勇的巴国人;创

新，也孕育了弦歌不绝、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重庆人文精神。 

三、小结 

重庆人豪爽，热情重义，既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也有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传统，还有富于智慧创新，奋发图强、乐观向

上的进取精神。作为重庆人，本着丰富重庆人文精神的目的，我们不仅要积极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深

入挖掘中华文明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二个代表”重要

思想去铸造符合时代发展和体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正确方向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为重庆市全而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无穷的精

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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