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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文化是我国发展文化产业的有益资源

.

2006-5-18  张圣才  阅读174次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内涵，既包括近现代以来的文明发展，也包括由历史积累而成的文化传统。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道教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中，曾与儒学相得益彰、优势互补，共同

承担着代表民族文化主体的责任。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及一个社会实体，不仅具有事实的人文和生活

内涵，而且还有深厚的社会民众基础。它是适应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需要而产生的流传与演变乃至历史

文化生态运动的必然结果。道教蕴藏的丰富思想不仅在本质上不与现代文化生活相对立，相反是我们由

今天迈向未来的难能可贵的文化基因宝库。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要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坚持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大力发展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鼓舞我国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积极的吸收国内外发展的有益成果，更好地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繁

荣。”(2003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讲话)长期以来，我们仅仅把文化作为活跃群众文

化生活的手段而不考虑文化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尤其是在促进地方或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文往往成了改

善投资环境的一种工具，既为了“经济唱戏”而扮演着“文化搭台”(许多是道教文化)的角色，且没有

注意到文化本身在市场过程中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更没有把文化当作产业来开发。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懂

得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

真正走向世界。宗教是一种文化，道教更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道教文化的事实内涵及其现实意

义，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重视，这不仅是对一种传统文化、古老宗教的发掘与总结，而是任何文化

的生命力，即在于面对现实，面对生活，唯其如此，文化才会不断找到新的“生长点”，从而伴随着时

代的脚步，得以转化、更新、丰实、完善与升华，并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或影响。面对“文化全球化”

的挑战，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民族性”的开放姿态，唤醒国民对传统文化飘忽无

根的错觉，坚决反对和防止西方文化的霸权，保护自己的“文化主权”，而传统的道教文化在文化产业

的发展过程中能够派生出许多附加值和增长点。文化产业是文化中可以用产业方式运做的那一部分，是

一种经济行为，是指以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为主的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同于其他产业，有其特殊

性。道教的名山景观、人文历史是文化产业发展中宝贵的无形资产。诸如一个道观，一座名山，就有许

许多多的神话故事和灵验传说。这些传说故事，往往以宫观或道教名山为中心，向周围地区广为传布，

或演化成民间文学，或为民间文学的创作提供素材和启发，是道教文化向社会辐射的产物。直到今天，

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老子热”和“道教热”。在日益紧张的社会生活中，人们越发多的憧憬道教的

“返朴归真，长生久视，上善若水”的思想，回味着道教的文化韵味，以改造、充实、丰富人生的精神

生活。这不仅是为了玩味道教文化深邃的哲思，更重要的是道教文化思想符合当代社会文化的需求，是

我国发展文化产业中不可或缺的有益资源。否则，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抢注我国传统文化的商标，介

入文化产业核心必将危及到知识产权和文化安全，使我国的一些民族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和资源

逐渐失去民族特性。因此，我们应该打好这一张民族的文化品牌。当然，道教中还有些封建迷信色彩浓

厚的占验之术，这些滞后于社会文明发展的消极因素，理应会受到科学理性的批判。同时，也有一些自

命为现代派的文化人，一提及道教文化便下意识地将其与当今社会遗存的看相、卜卦、请神弄鬼等现象

挂起钩来，对古老的道教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意义和派生作用不屑一顾。要知道过去邪教“法轮

功”的出现固然有其复杂的背景和原因，但其中一条深刻的教训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建设。积极的、健康的、有益的传统文化思想得不到弘扬和发展，消极的、落后的、反面的东西

就会乘虚而入。 

    

    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如何与自身固有的文化资源交融为一体，熔铸出新的社会发展模式、文

明发展模式，从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承担起与其大国地位相符的责任，己经成为一切关注全球化进程的



学者所不得不关注的问题。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文化产业是为了更好的弘扬民族文化

与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把握住了这一根本目

的，就能进一步的正确认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文化的教化功能和产业功能之间的辨证关

系。立足民族文化资源和国内文化市场，形成以公有文化为主体、国有文化企业为导向与非公有文化企

业多元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按照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和市场经济规律，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

新，把古老的道教文化运用到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中去。道教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大文化宝库，其所蕴涵的巨大文化资源对当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不容忽视的现代价

值。同时，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建构或许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与有益的启示。(张凌霞选辑) 

    

    

    

    

   来源：《中国道教》 网站编辑：张凌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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