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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批叫得响、传得开、有特色的红色艺术精品。再

次，培育健全红色旅游体系，实现产业大融合，打破

一二三产业界限，构建大旅游、大产业，形成多点支

撑、捆绑发展的旅游格局，打造河南红色旅游龙头产

品，全面带动河南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第二，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传播渠道。我们应

当积极构建相互支撑的复合体系，把传统媒介和网

络传媒全面融合，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和

艺术形式，开发高层次红色音乐剧、歌剧、美术作品

等，做到全媒体无缝对接，不仅扩大我省红色资源在

国内的知名度、美誉度，还要走出去，积极参与国外

红色文化学术研讨会、文艺团体互访等活动，提升学

术研究水平，推进文化创新。

四、加快红色产业人力资源培养，优化人才队

伍，确保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

努力培养行政管理人员、宣传策划人员、理论研

发人员、实践操作业务人员“四位一体”的专业人才

团队，才能有效保证河南红色文化产业的进一步拓

展。第一，全面加强科研机构合作。要将河南红色

文化研究列入省（市）社科规划选题和有关省（市）级

重大课题研究项目中，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和相关院

校的合作，组建研究红色文化理论体系的研发队伍，

全方位开展红色文化研究，将我省及各地区红色文

化遗产的共性特征和特质挖深挖透，为深度开发提

供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二，积极完善人才引进和管

理机制。面向社会和高校，选拔红色文化产业开发、

经营管理、创意策划设计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充实管

理队伍。建立人力资源数据库，实行竞聘上岗，通过

人才激励机制和灵活用人激制，实现人才最佳配

制。第三，着力提高在岗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管理水

平。可以利用现有的机构如干部管理学院、红色文

化研究所等对相关人员进行定向培养。定期举办专

业培训，请专家学者对工作人员进行文化、历史、艺

术、管理等方面的培训指导。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学

习资源，开展在线学习，提高工作人员关于红色文化

知识和旅游业务的实践能力。对于景区导游讲解

员，要严格实行持证上岗，注重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

修养和历史文化水平，以确保红色文化内涵和红色

历史的传承，真正实现红色文化旅游的教育效果。

作者简介：苗涛，焦作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摘自“中原人文社科网”2020年8月）

中原文化的“文化传承”：根植于中原地区物质

与非物质文化的总和

中原文化作为生长与发展在中原地区的历史文

化，承载了该地域文化中的所有物质文化与非物质

文化，具有深远的根源性、延续性以及辐射性。

中原文化与黄河流域拥有千百年的紧密联系。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追溯到

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便聚集着很多原始

部落，在他们的生产生活过程当中，石器、骨器得到了

充分的发掘和使用。进入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中的

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得到充分发展，石器已经不再仅

仅作为生产工具，还作为饰物使用，除此之外，烧制的

陶器也开始出现，经济文化得到初步发展。从夏商周

开始，到唐宋时期，历经三千年时光，中原地区建立了

大小十多个王朝，成为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发展

地区，在文化、技术、生产力等方面遥遥领先。高度的

经济繁荣使得建筑、文物、古迹、生产工具遗留了下

来，如殷墟、唐三彩、宋城遗址、登封少林寺等。

在中原文化的发展历程当中，非物质文化涉及文

中原文化的文化融合与崛起之路

◇舒坤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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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号文化、口传文化、技术与工艺文化等多个方面。

这都是中原文化生命力得以提升的根本。

中原文化的“环境生态”：优越自然环境与发达

社会经济的交互蕴涵

中原文化是中华文明中典型的地域文化之一，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中原文化的崛起，除了它的

丰富内涵之外，还有优质的环境生态。自然环境与

发达社会经济之间的交互作用之下，为民族融合夯

实了基础，也为中原文化的发展构建了良好的环境。

中原地区涉及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的过渡区域，

向西至黄河、华山，向东至黄淮海平原（华北平原）的

西部，向北至太行山，向南至大别山。中原地区还涵

盖了黄河、淮河、长江、海河等，其支流纵横交错，具

有丰富的水源系统。总而言之，中原地区拥有优越

的自然环境，为中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天然

的环境。

中原地区在交通、资源禀赋、地理形势等方面优

势显著，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自古以来都是中华文明

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中心。基于交通的发展，中

原地区的手工业、商业等也随之发展起来，著名的青

铜文明便始于此，如汉代冶铁、南北朝时期的陶瓷、

唐三彩、宋朝官窑以及隋唐、北宋时期的丝织品等，

得以名满天下，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原地区的贸易、商

业发展，这种繁荣一直持续到北宋时期。

中原文化的“文化融合”：与周边文化相互碰撞、

吸收、融合的魄力

中原文化，是传统的华夏部族的聚集地，也是汉

族人民的中心发展区，它所衍生而发展的文化，与周

边文化共同发展，实现了中原文化背景下的民族融

合。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碰撞、吸收、融合，最终形成

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盛况。

早从五帝时期开始，传统的华夏部族就与其他

不同部族有接触与纠葛，横跨夏商周三朝，华夏部族

与苗蛮、东夷部族之间相互融合。到了春秋时期，中

原地区已经有很多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居住的局

面，通过血缘、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从而促成了汉民

族的形成与发展。

随后在魏晋时期，西域各地纷争迭起，魏晋统治

者对西域文化颇为重视，苻坚以及吕光父子，为沟通

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进一

步畅通了丝绸之路。中原与西域之间的政治经济连

接也日益紧密，由此大大促进了西域文化与中原文

化之间的碰撞、吸收与融合，奠定了隋唐时期多民族

文化发展的基础。到了隋唐、宋朝时期，中原与西域

文化之间的交流依然密切，不断融合，对中原文化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宋朝之后，金、元等时期，随着少数民族迁入中

原，文化之间的融合更加强烈，诸如女真人、契丹人

逐步融入汉族，形成了聚居的形态。特别是在元朝

统一之后，蒙古士兵的迁入，实现了“与民同耕、横亘

中原”的态势，不同民族之间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清

晰。到了明朝时期，处于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已经

开始改汉服，去胡语、去胡性，与汉民族越来越相

融。清朝时期，满族的进入，为中原文化带来了新鲜

的血液，使得中原文化更加饱满。进入近代之后，中

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发展影响下，又展现出新的特

征，中原文化进一步扩展对外交流，从而增强了与其

它文化不断碰撞、吸收、融合的魄力。

中原文化的“走出去”：构建全国文化高地、促进

中原崛起的美好篇章

一方面，丰富中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内容，增强

文化感召力。各级政府、组织、群众应进一步深入挖

掘中原文化的丰富内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

中的优秀特质创造性地改造和提炼，将其融入到对

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从而增强文化的感召力。

另一方面，不断创新传播和交流模式，增强文化引导

力。在现如今的全媒体发展背景下，充分利用全媒

体优势，开辟中原文化创新传播渠道。同时建立中

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示范基地工程，积极推动文化

产业自身发展，以及文化产业与农业、金融、制造、科

技、体育、旅游、信息等多领域的融合发展，进而重塑

中原文化品牌，从而提升文化引导力。

作者简介：舒坤尧，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社会科学

处副教授。

（摘自《人民论坛》2020年07月中）

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