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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重庆人文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陈适宜1 王顺达 

【摘 要】:分析了重庆文化的构成及特点，阐述了重庆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主张充分利用重庆丰富的文化资源，

总结培育新的“重庆人文精神”，以推动重庆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认为新的“重庆人文精神”的内涵包括忠

贞不渝、爱国爱乡，爬坡上坎、负重自强，追求时尚、敢为人先，耿直豪爽、诚信无欺，同舟共济、团结协作，大

度宽容、兼收并蓄，热爱和平、追求民主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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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源地，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充分研究这些文化资源的内涵，从而总结

培育新时代的重庆人文精神，对于推进重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重庆文化的总体状况     

重庆文化和过去巴文化的范围基本一致，东与荆楚文化接壤，南与黔文化相交，西、北与蜀文化交汇。巴文化具有悠久的

历史，早在商周时代就有关于巴人的记载。巴文化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一样悠久，但进展却较缓慢。在东汉时期，仍很迷信。《汉

书·巴郡南郡蛮传》曰: “巴氏之子生于赤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重庆境内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有巫山原人遗址，有合川钓鱼城、奉节白帝城，有大足石刻、华岩寺，有红岩村、白公馆、

渣滓洞、歌乐山烈士墓以及杨闇公、刘伯承、聂荣臻、陈独秀故居纪念馆等，有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周公

馆、宋庆龄故居及冯玉祥故居、史迪威图书馆，等等。重庆直辖后又兴建了一批文化基础设施，如三峡博物馆、湖广会馆、国

际会展中心、重庆图书馆、重庆科技馆等。文化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但现在开发利用得还不够。与其他省市相比，重庆在文化

建设和发展方面相对滞后，缺乏叫得响的品牌，缺乏标新立异的人文精神。所办期刊杂志不少，但在全国有影响的如核心期刊

不多。境内的大学数量不算少，但进入国家“211工程”的只有一二所，也还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重庆的文化产

品在数量与质量方面都与重庆的直辖地位还不相称。文艺产品的档次更有待提高。在近几年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上重庆竟无一

人能够进入决赛。 

二、重庆文化的特点     

对于重庆的发展，文化的作用不容低估。不同特点的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同，其功能也具有两面性。如果我们能有一个正确

的态度和方法，就可以化弊为利。     

(一)移民文化     

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据有关方面统计，重庆居民中，五代以上均为重庆人者不到 1/8，居住只一代的居民占 40%，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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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80%。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移民行动:一是清代的“湖广填四川”，;二是抗战期间重庆为陪都时期;三是大三线建设时期;

四是三峡大移民。前三次是全国各地的人移入重庆，后一次是重庆人向外移。大量移民的结果，使重庆具有鲜明的多元文化特

点，文化的包容性较强。东西南北的人到重庆来做生意，没有排外感，人聚四海，货汇八方，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是和重庆文化的开放性相关的。     

但移民文化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一是文化的底气不足，内涵不深，难以形成厚重的文化氛围;二是外迁移民文化有一个

和本地文化融和的问题，如果各种文化不能很好地溶合在一起，就会造成文化的脱节现象。重庆存在雅文化对俗文化带动不力

的情况，而且往往是雅文化降格一味地适应俗文化。     

(二)山地文化     

重庆是我国著名的山城。城市的中心座落在两山相逼、两水相夹的一条狭长的半岛上，长期以来由于交通往来不便，存在

着市区人以没有到过郊区而自豪，郊区人视进城、进市区如同过节的情况。因为出门就要爬坡上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

清曾经到了重庆，不禁感慨到:此地为人类居住，真是不幸，因为没有平地，人们出门就得象山羊一样爬坡。重庆直辖 10年来，

交通情况大为改观，但相互的交往仍然欠缺。     

城市的依山傍水形成了重庆山地文化的特色。崎岖的山地培养了重庆人豪爽的性格，重庆人以讲义气者为尊，轻视不讲义

气的人。山地文化也养育了吃苦耐劳的精神。重庆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堪称全国各大城市之冠，重庆最能吃苦的人—“棒棒军”

闻名于全国，在北京、上海打工的重庆小保姆也以吃苦耐劳而倍受欢迎。     

山地文化也存在不利的方面。一是封闭与保守。由于对外交流困难，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互不往来的习性，严重者画地为牢、

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甚至保守自大。封闭和保守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重庆的发展。这从重庆国有企业的改革可略见一斑。

重庆国有企业改革开全国之先河，但改革的进展却十分缓慢。前市委书记贺国强就曾经用“堵、全、重、慢、低”五字来概括

重庆的国有企业。直辖后虽然加快了改革的力度，但是像“长安”这样的工业巨无霸还不多，重庆企业进入全国 500 强的更少

(2007 年统计结果，重庆仅有 9家)。“磁器古镇”被说成是文化瑰宝，但笔者以为这正是城市文化封闭性的表现。二是缺乏理性

的生活态度。很多重庆人感到空闲时间特别多。特别是在困难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今朝有牌今朝打，不管它明天怎样、以后

怎样，生活有没有着落无所谓，没有精力去想，也懒得去想。三是心胸狭窄。重庆人很有个性，疾恶如仇，但如果把握不好度，

就会造成心胸狭窄。     

(三)码头文化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水陆交通要冲，最早的重庆是以水码头著称。在码头与港口，居民中船工、搬运工及其家属占有相当的

比例，他们的性格往往影响与塑造着市民的性格。码头工人、船工和搬运工等有耿直豪爽、行侠仗义的优点，也有行为粗鲁、

酗酒好斗、谈吐欠雅、拉帮结派的问题。码头文化的消极影响是导致市民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盲目跟风，缺乏持久之恒的信

心;情绪浮燥，缺乏扎实工作的作风和精神;喜欢追求轰动效应，然而往往见识浅薄，不管长远。重庆人曾经干过在全国都很有

影响的大事。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80年代早期)、建立工业品贸易中心(80年代中期)、“四放开、五自主”(90年代早期)，

这几项改革都有在全国开先河的作用。但当全国都行动起来，需要重庆继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时，重庆人却停滞不前了。当深

圳、上海借改革的东风大力推行股份制改造时，重庆人却只是惊愕地站在一边欣赏别人的改革成果。重庆有不少企业也曾创造

了全国知名的品牌，如冰箱中的“将军牌”和“伍洲阿里斯顿”，手表中的“汕城牌”，彩电中的“金鹊牌”和“红岩牌”，饮料

中的“天府可乐”等等，但当“长虹”海尔尔”康佳”等成为国际知名品牌时，重庆的名牌似乎早己厌倦自己的名气而销声匿

迹了。码头生活的特点是车船一到就一轰而上，车船一过即烟消云散。重庆的直辖使重庆人着实高兴了一阵，不文明习惯也随

之改了许多，但一阵高兴之后，一切又归于原样。西部大开发号角吹响后，到处都在谈投资、谈项目、谈工程„„似乎不需要

自己的持久努力，只需要这样谈一谈，一觉醒来，一切都发达了，富裕了。有人说，只要有 500 元，浙江人就敢当老板而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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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打工，而重庆的下岗工人或困难企业职工，能够领到几百元低保费，摆个烟摊，则气定神闲地打麻将、斗地主。     

(四)战时-政治文化     

重庆与战争-政治的关系密切。重庆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巴曼子是一个在战争中出名的将军。重庆的得名是因为南宋恭州

王赵惇接班、恭州升级(直辖)为府这两大喜事。重庆最早开阜是因为甲午战争。对重庆工业起奠基作用的两次大事件都和战争-

政治相关，一是把重庆成为陪都-由于日本的侵略，二是作为“大三线”—基于战备的考虑。战时-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结果:其

一，思想上习惯于循规蹈矩按上级命令办事。政府经济、军事工业的特点是指令性强，下级只有服从。长期的政治-军事文化氛

围使得重庆人很难冲破计划经济的消极影响。其二，工作缺乏主动性，等、靠、要的思想严重。20世纪 80年代重庆作为全国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计划单列，进行金融改革，都是中央让重庆干，希望重庆人创出新路，但重庆却习惯于

等、靠、要，总是希望中央能给多少优惠政策。其三，搞企业脱不开政府中心的思维模式。如“抓大放小”，只是大企业由市政

府管，小企业由区、县、市政府管。权力在政府之间像皮球一般转来递去，就是找不到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把权力下放给企业。    

三、发扬新的重庆人文精神”，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     

直辖以来，重庆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重庆的经济结构偏重于重工业经济类型偏重

于国有企业，民营经济、个体经济发展滞后，产品档次低，缺乏竞争力，经济活力严重不足。同时，与其他省市相比，重庆在

文化发展方面也还相对落后。笔者认为，在西部大开发和三峡库区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中，重庆

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主动谋求更快更好地发展，形成具有重庆特色的经济发展格局和模式，摸索出一套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

套改革的新路。为此，需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自强不息、开拓奋进的精神，用人文精神关照经济发展。应充分发掘巴渝文化

的丰富内涵，继承巴渝文化优良传统，弘扬，“红岩精神”黔江精神”和“三峡移民精神”，培育和倡导“重庆人文精神”，使城

乡居民及各行各业都能得到人文关怀，进而形成人人想干事、人人能干事、人人干成事的社会环境，促进重庆经济和社会全面

进步。     

要培育和倡导的“重庆人文精神”，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忠贞不渝，爱国爱乡     

巴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有‘忠”的文化传统。在重庆 3000多年的历史中，从春秋战国时期舍头保城的巴蔓子，到南宋合

川钓鱼城的抗蒙斗争;从 1909年从英商手中收回江北厅矿权、1931年收复王家沱日租界，到抗战时期的瞥家纤难”和愈炸愈强’，;

从解放战争时期件“把牢底坐穿”的歌乐山英烈，到“舍小家为国家”的百万三峡移民，重庆人对祖国和家乡的挚爱，始终贯

穿着忠贞不渝、爱国爱乡的精神。既爱家乡，也爱祖国，而且能够摆正“家”与‘国”的关系，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勇于毁家

纤难、舍家报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把这种精神发扬光大。     

(二)爬坡上坎，负重自强     

爬坡上坎，是重庆的地理环境使然。3000 多年来，重庆人爬坡上坎、劈波斩浪、战天斗地、负重前行，展示了重庆人不畏

艰险、负重自强的形象。爬坡上坎、负重自强的精神，在重庆人文精神的各个历史形态中都有体现:在峡江船工精神中，体现为

敢闯敢拼的闯滩精神、一往无前的放舟精神和负重奋进的拉纤精神;在红岩精神中，体现为韧性战斗的精神;在黔江精神中，体

现为苦干精神;在三峡移民精神中，体现为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重庆人在各个时期表现出的爬坡上坎、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重

庆发展的巨大动力。在探索统筹城乡发展新路的征程中，会有很多很多的艰难险阻，重庆人需要发扬爬坡上坎、负重自强的精

神，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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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追求时尚，敢为人先       

追求时尚，体现了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是与时俱进精神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勇气十足，正是巴人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

内容。重庆是我国西部开放最早的城市。自 1891年开埠以来，巴人一往无前的勇气就演变为重庆人敢为人先的精神。这种敢为

人先的精神，也为近现代重庆人所继承。清末民初，邹容勇做革命军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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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人民创造了新中国许多第一;改革开放中，重庆成为中国第一个经

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目前，重庆又承担着破解世界级难题的重任—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追求时尚、敢为人先的精神是重

庆的一种优良传统，自然应成为重庆人文精神的一部分。2007 年，中央将重庆、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发展改革试验区，历史

又一次将重庆推上了我国深层次改革的风口浪尖上。发扬“追求时尚、敢为人先”的精神就是要敢想敢干，大胆创新，集思广

益，为统筹城乡发展闯出一条新路。 

(四)耿直豪爽，诚信无欺 

耿直、豪爽是重庆人的一种人文性格。重庆人的耿直豪爽、诚信无欺源于古代巴人的“质直好义”。这种品格的形成，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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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办实事。古代巴人质朴无华，富于正义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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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的改造，逐步去掉“质”中缺少文化教养的成分，剔除“义”中“江湖义气”的因素，就成为重庆人耿直豪爽、诚信无欺的品

德。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重庆人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说真话、办实事，诚实公正，发扬“耿直豪爽、

诚信无欺”的品德，以自己的实力和诚信赢得世人的尊重和信赖。 

(五)同舟共济，团结协作 

古代巴人生存于险峻陡峭的高山与湍急汹涌的河流之间，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使巴人面临的是聚之则生、散之则亡，之则

强，分之则弱的生存态势。巴人的团结协作精神，也是在战争中锤炼出来的。在战争中要战胜敌人，最重要的是“同仇敌汽”。

古代巴人形成的这种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精神，贯穿于重庆发展的整个历史之中。在古代峡江船工精神中，它体现为喀心协

力的划桨精神’，;在现代重庆抗战精神中，它体现为“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在红岩精神中，它体现为件目忍为国的气度”;

在三峡移民精神中，它体现为“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这种在整个重庆发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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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城乡统筹发展之路，只有团结协作，同舟共济，才能克服前进中的困难。重庆 2006年遭遇了百年未遇

的大旱，2007 年又遭受了 115 年未遇的大水灾重庆人所以能够战胜这些大灾难都与“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的人文精神密切相

关。 

(六)大度宽容，兼收并蓄 

汗里为重，广大为庆，兼收并蓄，是为重庆。”重庆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移民，是一个移民城市，五方杂处，大交流，大融合。

移民要到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就得有对不同文化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宽容态度，这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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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中，我们重庆得到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外国朋友都会到重庆来做生意。我们重庆人要一如既往地欢迎他们，虚心向他们学习，

真诚地与他们合作，以“大度宽容、兼收并蓄”的气度广交朋友，众采各地之优势和长处，把我们重庆的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

革搞好。 

(七)热爱和平，追求民主 

重庆是最早倡导民主并成为民主人士、民主党派荟萃之地。1903 年邹容在《革命军》中第一个喊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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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共和国”的雷霆之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抗战时期，全国的几大民主党派云集重庆，联合成立了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由各党派组成的国民参政会在反对妥协投降、坚持抗战、要求民主政治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现有的八大民主党派，

三个半都成立于重庆。1946 年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在此召开，为解放后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重

庆作为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出兵最多，牺牲最大，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投降后，重庆人民又进行了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要民主要和平要自由的大规模的工潮、学潮，罢工罢课、游行示威，促进了民主革命的进程。重庆人要发扬

热爱和平、追求民主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新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