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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

隋　琳
（大庆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黑龙江 大庆１６３７１２）

［摘　要］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联系紧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对于城市及所在地区的
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地域文化建设的速度直接影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入研究与开掘地域文化，加强地域文化建设应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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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化与地域文化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Ｃｕｌｔｕｒａ”，意思是耕作

土地和栽培植物，后引申为对一个人身体与精神、智

能两方面的培养。文化概念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

华·泰勒在１８７１年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文
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

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的一切能

力和习惯”。［１］此后，文化的定义层出不穷，美国文

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在 １９５０年代末期
搜集了１００多个关于文化的定义，之后对文化做
出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

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和传播，并构成

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

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

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

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２］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

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

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或文字；“教

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

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作为动词

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

的过程和手段。

文化是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理想、价值观

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

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

不会有文化。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

性。例如，在任何社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

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间也

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异。文化是学习得来的，而不是

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

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

这一角度看，非人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

的能力，但是远没有人类发达。文化的基础是象征

符号。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人类通过语言

才能把文化一代代地传续下去。

人类文化在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或同质的一面，

但由于发展背景的差异，不同的民族或社会又有其

特殊性或异质的一面，不同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准

则，形成不同的文化圈。在文化学上具有相似文化

的地理单位称为文化区域，地域文化主要体现在这

一区域的精神特征和自然景观上，前者包括风俗、习

惯、道德、伦理、宗教、法律等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后者主要指山水风物、四时美景等。

按照文化社会学的观点，文化乃是人们适应环

境的产物。不同的地域共同体必然面对不同的生存

环境，文化区的划分就是文化地域差异的体现。人

们通常所说的这里的文化与那里的文化不同，无形

之中就意味着这里是一个文化区，而那里是另外一

个文化区。比如在中国，不仅在南北之间、东西之间

存在着文化差异，而且各省之间以及各省内部的不

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也是非常突出的，通常有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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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三秦文化、湖湘文化、

黑土文化的区分。

地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

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地域

文化首先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一个地区与另

一个地区在文化形态上的不同，才使得中华民族的文

化呈现多样化，由于古代交通不便和行政区域的相对

独立性，使各地的文化形态也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风

格，如汉文化、关陇（三秦）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

松辽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第二，

地域文化形成过程有长期性。中华民族形成经历了

几千年的历史，各地的文化形态也在几千年演化中形

成各自的特点。一个地区历史遗存越多，它的地域文

化就越发达。大多地域文化的命名就是源于二三千

年之前的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名，如上述的“秦”、

“巴”、“蜀”、“荆”、“楚”、“吴”、“越”等，这些诸侯国

虽然不存在了，但作为各自的文化形态却延续了下

来，长期影响着这个地区的人们。第三，地域文化具

有相互渗透和包容性。任何形态的事物都不可能孤

立存在，尤其在我国古代，大多数时期是统一政权，各

地人群的相互流动，自然使文化习俗互相渗透，互相

影响；尤其在几个文化区域的交汇地带，更形成了兼

具几种地域文化特点的特色文化，如地处汉水上游的

陕西汉中地区，就兼有北部的关陇文化、西部的氐羌

文化、南部的巴蜀文化、东部的荆楚文化的特点，从而

形成独具特色的汉文化。第四，地域文化表现形式有

其广泛性。作为大概念意义上文化，它包含了从社会

意识形态到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同地域的人们，

其生产生活习俗语言都表现出与别处的不一样。

罗家伦对地域文化有经典论述：“每一个民族

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

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

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

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

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

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

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

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

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

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

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

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

发达。”［３］

各地域间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的分

枝，各自绽放着奇异和绚丽的花朵，形成了中华文化

的一体多元之势，这其中各地域文化又呈现极大的

包容性。如黄河三角洲是我国三大三角洲之一，就

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地区，不同习俗、不同语言、不

同民族、不同省份，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都能

和谐相处。黄河三角洲文化又是黄河大流域文化的

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有黄河大流域文化的源

远流长，又有鲜明的区域性和独特的自身特质，既离

不开博大精深的古齐鲁文化的浸润与影响，又具有

移民文化特征的现代新文化，具有极强的包

容性。［４］

一个地域的文化是与这个地域的族群永恒地连

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这个地域出现了第一个居

民，或第一群居民时，这个地域的文化便出现了，只

要这个地区还有人群存在，那么这个地区便会有自

己的地域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是有传承性的，或者说

现代的这个地域的文化除了当代各个区域间相互影

响外，也应包括该地区积淀的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

传统。因此，在谈论地域文化时，我们不能将这种地

域文化掐头去尾，不能人为地割裂依托于这块土地

上的人们创造或保留的文化。

二、地域文化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当经济建设进入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阶段，

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基本保障、恩格尔系

数不断下降以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则日益显现出

来，它最终体现在人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

质的提高，这种素质直接作用于经济建设，成为综合

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域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分支。一个地区的地域

文化对其所在地区的经济会产生巨大影响。

地域文化本身也具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当

地域文化经过挖掘、整合、归纳、成型，被群众所认可

进而深入人心之后，它就会成为一种粘合剂，形成共

同的理想追求、价值观念，从而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时时刻刻发生影响和作

用。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塑造不同品位的人，不同品

位的人创造出有着质的差异的生产力的其他要素，

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社会兴衰。随着现代社会人

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精神生活的需求也越

来越高，地域文化在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同

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产业。

（一）地域文化重在建设

地域文化建设的一个很重要的着力点是为了实

现区域经济与文化的协调发展。地域文化的丰富性

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有影响力和推动作用，但是，

文化传统的丰厚基础与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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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成正比。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特别是东

南沿海地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内地的实践证明，悠

久的历史并不等于辉煌的现实，灿烂的文化也并不

等于先进的意识。中国古代所创造的文化绚丽多

彩，主要集中于六大古都周边地区，其中的北方地区

虽然文物荟萃，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居于统治中心地

带，封建政权的控制特别严，从而使儒家文化传统观

念中消极成分的影响比较大，人们的思想趋于保守。

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薄弱，但由于

思想禁锢相对松弛，以重商趋利为特征的闽粤海商

文化能在那里形成并流传下来。由此可见，文化传

统的丰厚与薄弱都不能影响对文化的建设，文化建

设也不能依赖传统积淀，要与时俱进地打造适应本

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

（二）打造适合地域经济发展的新观念和文化

精神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扑面而来的新世纪，区域经

济发展，必须高度重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积极发展

文化产业，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更

新观念，把文化发展放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位置。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中

心，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制约和影响有

时比经济本身的因素更大。尤其是在现代科技迅猛

发展的条件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文化底蕴与储备

显得至关重要。第二，遵循正确的原则、方针，促进

区域经济和地域文化协调发展。一是在构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区域经济与文化要坚持

并重与同步发展的原则，相互促进，以达到文化带经

济、经济促文化，两个文明建设双翼齐飞。二是地方

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

要社会各方面统一配合，协调一致。三是要继承优

秀的传统文化，积极培育富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第三，实施名牌战略，加快富有地方特色文化产业的

发展。文化产业的兴起与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

产物，是适应社会发展各方面要求的结果。在丰富

文化生活、提高公民素质、规范文化市场、平衡产业

结构、开拓就业渠道、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都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发挥文化在地域经济发展中的整合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推动下的２１世纪，经济发展
越来越依赖于科技创新和人才素质的提高，经济竞

争越来越依赖于文化资源要素的竞争，社会财富越

发向着拥有文化优势的地区聚拢，所以文化在区域

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整合功能，其表现为：

一是提升区域和城市品位。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

魂。地域文化环境是城市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前

提。二是提高商品附加值。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

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文化和经济的融合，文化的覆盖

面越来越广，文化附加值在经济效益构成中的比重

越来越高，文化力已成为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

要推动力，在经济生活中，商品中蕴含的文化含量越

高，经济附加值就越高。三是增强社会凝聚力。一

个区域的发展与进步，要求人们具有一种昂扬向上

的精神状态和万众一心的社会凝聚力。社会凝聚力

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是一个区域实现跨越式发

展的动力源。优秀文化所表现出的向心力是一个城

市社会凝聚力的灵魂和活力所在，社会凝聚力的形

成，既离不开区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也离不开科

学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和思想道德建设。四是

提升人的品质。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

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选择是在

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决定文

化的发展方向，也受文化传统的规制。

三、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

经济发展的先导，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和

源泉。领导世界文明前进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城

市，一个是文化。”［５］这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院赵洪

利先生对文化及文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论述。特定

地域的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是已

经被认可的问题。

区域经济和地域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相

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区域经济孕育了具有不同个

性特质的地域文化；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决定着地域

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发展因自然条件和人文因

素等差异而呈现出区域特色，不同区域经济孕育了

不同的地域文化，它的发展态势对地域文化的发展

起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而且

它也决定了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构。区域经济的发展

状况对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着支撑作用，不同

的区域经济孕育出不同的地域文化；而地域文化环

境又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各具特

色的地域经济，总是体现出不同类型地域文化的

影响。

（一）文化与经济密不可分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中的整体与部

分的关系，即文化是整体，是物质财富、经济财富的

总和，经济是其中之一。生产力越发达，经济与文化

的关系就越密切。从这个角度说，今后的经济是文

化经济。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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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中华民族在文化问题上自觉研究，将中华传统文

化与现代文化完美结合，经济地位是可以预见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发达的经济而没有先进的文

化，并非真正的强大；如果只发展经济，不建设文化，

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持久。从全球来看，文化经济的

时代已经开始。美国的科技是依靠其文化发展起来

的，而美国的文化则是将世界各国的移民文化兼容

并蓄发展起来的。人可以创造物质，也可以将其毁

掉，“９·１１”就是一例。只有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
所涉及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现实与未来

的关系等，是任何武器都摧不毁的。

（二）文化渗透于经济的全过程

从经济活动中的人到对经济活动的处理，从产

品的设计、生产到产品的交换以及使用，无不渗透着

文化，因为经济的全过程都是人的活动。马克思说，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

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

简单地说，就是人主动地采取一种活动，用它来改变

人和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也是在劳

动当中产生的。现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现代化风

行世界，这既会给各国带来快速发展的经济和良好

的效益，也有可能带来文化一体化的问题。营造良

好的地域文化，也是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建设。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方式与手段。文

化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现实的创造，它的这种吐

故纳新的自我发展能力将对经济发展提供全程

支持。

（三）地域文化塑造着区域特色经济

文化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和地域的差异性，因而

形成不同类型的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巴蜀文化、

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湖湘文化、燕赵文化、中州文

化、闽南文化等等。区域经济决定地域文化，地域文

化又反作用于区域经济。地域文化类型很多，各具

特色的地域文化渗透进特定区域经济活动的各个环

节，从而形成区域特色经济。最典型的例子是“从

商文化”形成温州经济，“创新 ＋创业”文化打造了
硅谷。所谓特色经济，通常包括特色资源、特色产

业、特色产品、特色技术、特色经济区域。地域文化

有利于形成区域特色经济，提高具有特色的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域文化密切相

关，地域特色文化渗透到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

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如吴越文化与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此外，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

响，区域有着不同的产业选择，合理调整产业结构，

可促使形成有特色的产业。同时，地域的特色文化

以知识、信息等形式，形成特色技术，并渗透进企业

的整个生产、经营过程，渗透进产品中，渗透进品牌

中，从而形成不同区域的特色产品。不同的地域文

化是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由此转化为产业优势和

产品优势。

（四）文化创新是区域经济创新的先导

在知识化、技术化的背景下，以创新为基础的高

科技产业越来越需要创新文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也

越来越需要文化的创新。区域文化创新推动着地域

经济发展，而创新又一定是以特定的地域文化为背

景的。区域文化创新体系包括区域技术创新、区域

管理创新、区域制度创新、区域知识创新、区域人才

创新、区域产业创新、区域政策创新、区域市场创新

等等，这之中包含了文化的内容，技术创新的根本也

是创新文化。可见，文化创新是区域经济创新的源

泉，尤其是区域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前

提和先导。文化创新要培育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与

创新思维，为区域经济创新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

持，并突破阻碍区域文化创新的文化因素，创新文化

环境，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创新的主体，增进区域经济

创新的活力，提高区域经济创新的能力。优化区域

文化创新的模式，进而促进区域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制度创新，发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在资源配置

中的主导作用，并使二者良性循环，以促使区域经济

可持续发展。

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对于城市及所在地区的经

济发展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这是毋庸质疑

的，所以，要加大对地域文化特色的研究与开掘，同

时加大文化开放力度，最大限度地吸纳发达国家、国

内先进地区的优秀文化因子与经验。地域文化建设

的速度直接影响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所以，在经

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深入研究文化与开掘地域文化，

便显得意义尤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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