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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视野看古代文化遗址开发的重要意义 

——以盘古文化遗址的开发为例 

兰州大学教授    柯  杨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的强力推动和旅游产业兴旺的影
响下,尤其是近年来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利用越来越受到全社
会与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全国各地对古代文化遗址的保护、宣传、开发与
重建也可说是一浪高过一浪，开会研讨、办节公祭、招商引资之举时有所
闻。各界人士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褒贬不一，歧见迭出。本文以盘古文化
遗址的开发为例，谈谈我个人对古代文化遗址开发与重建这类新民俗现象的
看法。 

据我初步了解，目前全国的盘古文化遗址正在开发与重建的地方约有20多
处，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河南南阳市桐柏县；河南驻马店市泌阳县；广西来
宾市武宣县与象州；江西赣州市于都县；广东肇庆市北岭山；广州市花都区
狮岭镇；湖南怀化市沅陵县；广东清远市连南县；湖北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
等处。这些地方，大都以有关的文献记载、当地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历史
上以“盘古”命名的山岭、河流、地名、古建筑遗址以及传统的盘古庙会和
祭祀仪式为支撑，进行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旅游景点的重建。其中，以桐
柏县的规模最为宏大，举措最为有力。这与以马卉欣先生为代表的桐柏学者
们长期以来对当地盘古神话的深层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密切相关的。当然，古
代文化遗址的开发与重建，不仅仅限于盘古文化，还包括龙凤、伏羲、女
娲，黄帝、炎帝、梁祝、牛女等一大批与神话传说有关的古代文化的遗存地
点。对这类文化现象，有人就持否定态度。比如，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界
影响颇大的《读书》杂志2007年第6期的封二，刊登了黄永厚先生的一幅画，
画中是伏羲女娲交尾图，形象十分难看，画中的说明文字是“扫黄打黑轮不
到二位头上了”。所配的陈四益先生的讽刺性短文《磕头》，对近年来全国
各地公祭远古祖先和历史名人的活动进行了批评。两位先生都是我所尊敬的
文化人，他们的绝大部分作品也是我所喜欢的。然而，这次的合作成果却是
失败的。尤其是陈先生把各种公祭活动一律贬之为“磕头”，并得出这可能
“把中国闹成国将不国”的结论，更是我所难以苟同的。两位先生的失误，
主要在于把传统文化的复兴（包括民间祭祀活动及其相关仪式）与我国的现
代化和科技的进步对立了起来，未能从深层理解振兴传统文化对恢复国民历
史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也未弄清各类仪式对人类社会生活的调节功能和对民
族情感的凝聚作用。两位先生对民间祭祀仪式的歧视与挖苦，同何祚庥院士
“传统文化中90%是糟粕”的骇人言论如出一辙，其核心都是不分清红皂白地
反传统，颇有点儿当年“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架势！须知，“忘记过去就意
味着背叛”，一个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的民族，就不会明白往哪里去的道
理；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的民族，就会像浮萍一样随波逐流！ 

我认为，全国各地对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与重建，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文化
现象，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现将我的三点思考简述如下，
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一、古代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乃是坚持世界文化多样性原则的具体
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指出：“文
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采取了多样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多样性体
现在组成人类群体和社会特征的独特性和多元性。作为一种交流、创新和创
造的源泉，文化多样性对于人类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界一样是必不可少
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应当为当今和未来世
代的人类的利益而予以承认和肯定。”该宣言还说：“文化多样性也是发展
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
令人满意的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这些话，高屋建瓴地说
明了文化的多样性对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生物的
多样性对环境保护的重大作用早已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那么，文化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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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在我国还远远没有被多数人认识，古建筑的随意
被拆毁、民间手工技艺的大量失传、民间口头文学的萎缩与消亡，作为人们
精神支柱之一的民间传统信仰活动的被排斥和受打击等等，就是明显的例
子。正因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中，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文化霸权主义到
处插足，无孔不入的形势下，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空前威胁，所以各个
国家的有识之士都奋起保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遗产，形成了文化反弹的世
界性潮流。法国前总统希拉克2004年10月访问越南时，在河内公开指责美国
“在全世界扩散一种毫无特色的文化垃圾”。他指出：如果不遏制这种粗制
滥造的文化的势头，就会使各国原有的社会习俗和原汁原味的文化荡然无
存。“如果只有单一语言和单一文化，将会出现真正的（文化）生态灾
难。”英国利物浦约翰·穆尔斯大学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伊恩·罗尔斯说：
“从文化侵略和扩张的角度看，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力
量。最突出的领域是好莱坞、流行音乐甚至文学。”他认为，“如果希腊人
只知道迪斯尼而不知柏拉图；英国人只知道好莱坞而不知莎士比亚；中国人
只知道NBA而不知孔夫子，那将是莫大的悲哀。”所以说，我国政府在世界各
地建立孔子学院（据许嘉潞先生统计，截止2007年9月，已建立了175所，其
主要任务有二：一是教授汉语文课程；二是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学术界大量建立与我国文化主权有关的各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艺术
与民间技艺走出国门进行展演等等，不但是国人文化意识觉醒的表现，也是
促进中华文化崛起，保护与重建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实际行动。 

二、对古代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对长期以
来漠视甚至破坏传统文化的错误意识与行为的强力纠正。 

我每逢听到“我国一贯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这句话，就产生反感。
因为这是一句假话，与事实真象相距甚远，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
则。“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与成功，
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尽管在当时发挥了打破沉
闷政治空气的作用，却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此，国人始终未能从理
论上和实践上加以澄清和梳理。再加上我国较长一段时间以阶级斗争为核心
的极左思潮的泛滥，到“文革”时期便走向了极端。当年“破四旧”、“横
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口号的提出和许多过激行为，不但使我国的古代文化
遗产遭到空前损失，还导致我国两三代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抵触情绪，甚至
有的人明明干了破坏传统文化的错事，竟被说成是“革命行动”，令人哭笑
不得。近年来，由于国务院有关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文件得到了贯彻执行，
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很高，措施也比较得力，这方面的确有
了明显的转变，但还不能说已得到了彻底的纠正。比如说，流传了几千年的
民间信仰活动（包括祭祀、庙会、求神拜佛、烧香、磕头、算命、看风水
等），本质上是民众的情感寄托和求得心理平衡的种种俗信，却被一些人咬
定是“封建迷信”活动，必欲取缔而后快。“封建”是一种历史上的政治制
度，“迷信”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这两个概念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却硬被捆绑在一起，成为否定民间信仰的说辞。什么是“迷信”？真正的迷
信乃是对蛊惑人心的谬论的信仰，如我国曾出现过的一贯道、法轮功，日本
的奥姆真理教，美国的大卫教，乌干达的“恢复上帝十戒运动”等等，都是
不折不扣的迷信组织——邪教。至于长期流传在我国的各种民间信仰活动，
乃是一种传统的俗信，是民众情感的载体。它们不但不蛊惑人心，反而是对
有困惑、有疑难、有不幸、有痛苦的人们心灵的一种慰藉。我始终认为，整
个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至今仍十分有限。从人类发展历史长河的角
度来审视人类思维与智力的发展，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洞察世间一切事物
的宏观与微观能力，也受制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早期性和局限性。正因为
人类的生存危机和精神、情感、心理方面的大量困惑与需求是当前的知识水
平和科技水平难以完全解决的，民间俗信才有它存在的必然性。而社会上大
量出现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现象，以及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灾害和意外事
故的频频发生等等，则更加导致了人们对命运的相信。再加上人们对未来的
强烈预知欲望和面对两难选择时的许多迷惘和不确定性，这就使民间俗信活
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持久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许多俗信及其相关仪式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心理平衡和情感宣泄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也往往能转
化为生活下去的信心和战胜困难的勇气。正是在这多种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
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10月17日在巴黎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
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才明确把“具有神秘色彩的、精神的、预言式的、宏
观宇宙的和宗教方面的信仰和实践”纳入了必须保护的范围。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中心编写出版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中也强调指
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对于民间信仰应该给予足够重视，
因为民间信仰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它是从采集、渔猎、游牧或农耕
文明社会传袭下来的文化遗产，其中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在文化发展中也发
挥了特定的历史作用。”这本普查手册中还深刻阐明：“民间信仰是人类社
会的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科学达不到的地方，就有民间信仰发生影响的空
间。即使科学发达的今天，宇宙间也有大量人类未知或至今无法认识、无法
解释的领域。民间信仰将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均见该“手册”2007年1月
修订版第99页）所以说，动不动就给民间俗信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把
烧香磕头、祭拜祈福一律斥之为“愚昧”的人，其实正是对传统民间文化的



重要意义与功能毫无所知的“愚昧”者！在我看来，民间传统文化遗址的保
护与重建，乃是国人在经济与社会生活得到空前改善与提高的基础上的一种
具有民族特点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建设，这不但是文化自觉意识有了提高的表
现，也是恢复历史文化记忆和清算极左思潮余毒的重要举措。 

 
三、古代文化遗址的开发与重建，也需要创意和创新 

我在前面提到，全国进行盘古文化遗址开发的地方大约有20多处，而伏
羲、女娲文化遗址的开发更是多达36处。各地都以古文献和地方志中的记载
以及当地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为依据来进行保护和开发。尽管古文献记载有
历史年代的先后之差，当地民间神话传说有或多或少之异，各地遗址有规模
大小之别，但保护与开发的宗旨与心态是一致的，这就是：怀着强烈的民族
感情和对远古祖先的崇敬之心进行慎终追远的纪念或祭祀活动；通过强化乡
土观念和地域意识来凝聚群体的归属感；作为最具地方特色的人文旅游产
品，加以推销，以求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这一切，都有利于中
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爱国主义情操的培育、民族归属感的认同与和谐社会
的构建，因此，都应当予以肯定和支持。然而，这类文化产业的竞争也存在
着一定的风险，诸如文化底蕴的厚薄，设计规划品位的高低，策划投资能力
的强弱，交通与接待条件的优劣等主客观因素，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 

鉴于神话传说人物及其事迹这类文化资源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和多中心现
象在各民族、各地区的长期存在，我认为不应当把精力消耗在“争源头”、
“争老大”、“争第一”、“争归属”这类“名分”争夺的论辩中，而应当
在“既要守护传统，又要与时俱进”方面狠下功夫。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
把深层次地挖掘这类传统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作为重点来思考，并使其成为
具有可操作性的寓教于乐的活动。我们大家都已明显地感觉到，随着我国经
济的高速发展和信息产业的日新月异，文化与经济、政治、外交、科技、商
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某些方面甚至达到了相互交融的程度，并影响
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正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
民不但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对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孕着的丰富内涵，
也要求有一种新的解读视角和接受方式。科学而严肃的古代文化资源开发，
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也需要创意，创造与创新。如果把“原汁原味地保护文
化遗产”这一原则完全贯彻到开发活动中，就等于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开
发”这个词，不但有原先被埋没、忽视，现在则应予以恢复重建的意思，而
且有“变革”、“创新”的含义，而变革、创新的核心，就是满足当代人群
对优秀传统文化多样化的需求和对其中包孕着的民族精神的当代阐释。欲变
革传统，必先深知传统。我这里所说的“深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
不要把传统文化看成凝固、僵化之物，而应当将它看成是流动于过去、现在
和未来这个历史长河里的一个过程，它永远处于更新、创造之中。正如德国
阐释学家加达默尔所说：“传统并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
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
进展之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见《真理与方
法》）这就是说，不论是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还是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们的意义和作用，都在每一代人所创造出的新成果的影响下不断地被分解
着、组合着、改变着、重构着。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对于传统文化与创新之
间关系的理解才不至于局限于表层或形式。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的两重
性，应当有新的、更深的理解。我们过去一谈到传统文化的两重性，只是简
单化地将它们分为“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两大类，并且认为
这两者之间是界限分明的，固定不变的。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两重性
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人们认知的深化而变化
的。精华也罢，糟粕也罢，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简单，那样容易区分，
它们将随着时代的进步与人们认识的提高，一一接受新的检验和重新评价。
而这种检验和评价，将贯穿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全过程，任何企图一劳
永逸的标准划分都是徒劳的。我想，只有深知传统文化精髓对民族文化发展
的重大意义，并通过创造性思维和科学、合理地操作，使古代文化遗址的开
发尽量向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价值取向和认同感靠拢，并努力使它在国民道
德情操的培育和文明行为自觉形成方面发挥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促进作用，
那就达到了最佳境界。衷心希望桐柏县在已经取得突出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
厉，深谋远虑，精益求精，成为我国古代文化遗址保护与开发的样板与模
范！ 

2007年10月15日 

 原载《耕耘与收获》学苑出版社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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